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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基础 TCF CANADA考试经验分享 

by ⼩爆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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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情况＆备考时间线 

l 个⼈情况： 

⾮语⾔专业的⽂科⽣，英语⽔平尚可，⼤学期间（N年前）考过雅思（9-8.5-6-6），毕业

后即荒废。 

⼤学时期曾⾃学过法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语法和阅读，在听⼒、⼝语和写作上的投⼊

⼏乎为零，通过了公共法语四级，毕业后也荒废了。 

 

l 备考时间线： 

2024.2  正式离职 

2024.3-2024.5  B1.2录播课，教材为《你好法语》 

2024.5-2024.6  B2.1录播课，教材为《Alter Ego+》（没上完） 

2024.6-2024.7  第⼀次备考 

2024.7-2024.9  B2.1录播课结束 

2024.9-2024.10  第⼆次备考 

2024.10-2024.11  开始上 B2.2录播课，11⽉ 7⽇出成绩 

根据我列的时间线，⼤家不难看出，我花在课程上的时间⽐备考多得多。所以，在这篇

⽂章⾥，我会更多地分享⾃⼰打基础时期的经验和体会，希望对很多刚开始学习法语，还找

不到⽅向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l 两次考试的成绩单： 

     

我把两次考试的成绩放在这⾥，是想和⼤家说，第⼀次考试通不过是⾮常⾮常正常的，

不要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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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篇 

我认为对所有语⾔学习来说，扎实的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虽然我后⾯也刷了很多真题，

但⽆论如何，牢固的基础绝对是“有百利⽽⽆⼀害”的。那在上课或者挑选课程的时候，我觉

得以下⼏个点是很重要的： 

 

l 选择法国原版教材或材料 

作为⼀个超级讨厌背单词、⼏乎不背单词的⼈，我积累词汇和表达的唯⼀途径就是教材。

选择法国原版教材的好处是可以积累真实、地道的表达。 

例如，我们可以从教材⾥的听⼒⽂本积累⼤量的实⽤⼝语表达。⼜如，那些最常⽤、最

实⽤的表达在教材中其实会反复出现，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表达，⽽不是很⾼⼤上的东⻄。

对我⽽⾔，和背单词书⽐起来，着重记忆这些表达的性价⽐要⾼很多。 

 

l 搞懂语法 

虽然考试⾥没有考语法的部分，但我个⼈觉得搞懂语法其实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阅

读和写作来说。 

在做阅读的时候，特别是做 C级别的题⽬的时候，理清句⼦结构，抓住主⼲，对我们保

持头脑清醒、耐下⼼来好好看⽂章有很⼤帮助。 

对作⽂来说，短期内想能够灵活运⽤各种⾼级的表达是⽐较难的，但减少语法错误是我

们能做到的，那就需要我们⽐较扎实地掌握语法知识。我第⼀次备考时写作 9分，现在想来

主要就是因为⼀些⼩语法错误（性数配合、冠词选择）和拼写错误。 

此外，我觉得语法是⼀个⻣架，⻣架搭好了，后⾯再往上⾯堆词汇或表达就容易很多。 

 

l 听⼒和⼝语练习，越早越好 

法语听⼒真的特别难，我第⼀次备考的时候⼏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听⼒上。因为以前

⾃学的时候完全是哑巴法语的状态，所以我⼀开始连很多超级简单的A1级别题⽬都听不懂。

这⼀点我特别悔恨。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上课打基础的阶段，⼀定好好利⽤好教材上的听

⼒题⽬和听⼒材料。 

⼝语也是⼀样的。我上录播课，但仍然有⼝语练习的机会，⽼师也会给我纠⾳。刚开始

练习的时候，我⼀篇⼩⽂章可能要读 2个⼩时，但慢慢坚持下来，语⾳、语调都会有很⼤的

提升。如果你已经选好了课程，⽽⽼师没有设置专⻔的⼝语训练，没关系，直接跟读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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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录⾳也是很好的办法，就和⼩时候的英语早读⼀样，绝对有效。 

基础扎实之后，后期跟外教练习⼝语就不⽤在语⾳和语调上花时间了，可以⼀直做模考，

提⾼备考效率。此外，⼤量朗读可以帮助我们熟悉单词发⾳和各种联诵、连⾳，对听⼒也是

有提升的。 

 

总⽽⾔之，虽然真题能帮助我们快速通过考试，我⾃⼰也使⽤了⼤量真题来做备考练习，但

说到底，语⾔学习是⼀个积累的过程，前提的投⼊和漫⻓的努⼒都是必要的。如果你刚开始

学习法语，就别想那么多，好好上课，狂推进度，多读多背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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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考篇 

l 听⼒ 

我两次考试都是在上海考的，⼤部分的题⽬我在备考中都遇到过。由于有题库的存在，

如果能下苦功夫吃透真题，我觉得听⼒对⼤家来说问题不⼤。我两次听⼒都是 699满分，⼀

部分是因为题库，⼀部分也是因为我在听⼒上真的花了很⼤的⼒⽓。这⾥我介绍⼀下我备考

听⼒的⽅法。 

因为我每次备考的时间都只有⼀个⽉，要兼顾四项考试内容，所以我没有⽤其他的听⼒

材料，就是集中攻克真题。 

具体操作：选择⼀套题⽬开始做→批改订正→标注出错题和其他有疑惑的题⽬→查好题

⽬中的⽣词→复听这些题⽬→将题⽬对应的⽂本整合在⼀个⽂档⾥→精读听⼒⽂本（查⽣词

和各种不懂的结构）→对着⽂本再听⼀遍→不看⽂本再听 1-2 遍→读⽂本 N 遍（标注好联

诵和个别词的⾳标） 

第⼀次备考我⼤概做了 20套左右听⼒，到第⼆次考试前我把所有听⼒套题都刷了⼀遍。

不过，第⼆次备考期间我把更多的时间匀给了⼝语和写作，就把最后⼀步读⽂本省略了。 

 

我整理的⽂本 

这⼀套操作⾮常费时费⼒，⼀开始我⼀整天可能就做⼀套听⼒，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但

我⾃⼰操作下来能感觉到⾃⼰的听⼒有⾮常⼤的提升。如果你有⽐较充分的备考时间，我很

建议这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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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阅读 

阅读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每次考试前刷了 2-3套真题找找感觉，错题查查⽣词，确保

能过 CLB7就结束了。因为上课的⼤部分内容都是学语法和阅读，所以如果基础扎实，阅读

相对来说⽐较轻松。 

 

l ⼝语 

第⼀备考的时候对⼝语成绩没有任何期待，也没有多余的时间花在⼝语上，纯粹是⾃⼰

找题⽬练⼀练，写写关键词后⾃⼰多讲⼀讲。 

第⼆次备考的时候，看了群友 Ryan 的经验贴，找了外教⽼师，隔⼀天上⼀次⼝语课，

确定了⼀些套路和框架后，基本都在做模考。 

总体来讲，⼝语备考没有什么诀窍，除了多练多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以下⼏点经验是

我觉得可能对⼤家有帮助的： 

1. 多⽤简单句和简单的结构，不要犯⼀些低级错误。 

我在紧张的时候容易急于推进对话，导致我常常没过脑⼦，张⼝就说，犯很多低级错误，

导致失分。冷静下来，慢慢说没关系，如果怕出现没话可说的情况，可以⽤“comment 

dire”“ben”“alors”这些词填补⼀下。  

2. 很多朋友看到 T3的题⽬会感觉词穷，说不满时间。那么可以使⽤⼀些答题模板，尽

量正反两⽅⾯都讲到。如果感觉正反两⾯都没话可说，可以多讲⼀些简单例⼦，⽐如⾃⼰⽣

活中的经历，⽣活中具体的⼈。我第⼀次考试遇到的 T3是关于“没有电视的⽣活”，我举例

对⽐了电视机的价格和⼿机的价格，以及中国⼈有⼀起看春晚的习惯。 

3.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可以写稿⼦，但不要背稿⼦。 

我是⼀个很喜欢⾃由发挥的⼈，对着同⼀个话题，第⼀遍练习和第⼆遍练习说的东⻄可

能完全不⼀样，所以写稿⼦会给我很多安⼼感。但千万不要背稿⼦，要逼迫⾃⼰能够⾃然、

熟练地使⽤最常⽤的结构，这样才能应对完全新的话题。实际上，10⽉份考试的时候，已经

结束考试的考⽣出来分享题⽬，没有⼀题是我之前遇到过、练过的。 

 

l 写作 

我觉得准备写作的要点和⼝语差不多，也是多写多练，减少错误。 

从⾃⼰的失败经验出发，我觉得尽早确定⼀个适合⾃⼰的写作模版是很重要的，能够帮

助我们节约⼤量的时间和精⼒。第⼀次考试的时候，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写作上，也没有



 7 

确定⼀个模版，导致时间⾮常紧张。实际上，不管是 T2 的介绍⼀个经历，还是 T3 讨论⼀

个话题，都有很多套话可以直接⽤，这样就能节约时间来省题和检查了。 

此外，⾄于作⽂批改，我早期主要也是使⽤ ChatGPT，但经过⼀段时间的⾃主练习，后

⾯临近考试的时候我更推荐⼈类⽼师来批改，⽐如提⾹⽼师的作⽂批改就⾮常棒。使⽤

ChatGPT的改作⽂的时候，我感觉只是在修改单篇⽂章的错误，但提⾹⽼师提出的⼀些问题

更能促进我举⼀反三。另外，个⼈觉得 ChatGPT对作⽂的打分并不是很贴合实际情况。 

 

 

最后，希望⼤家都能顺利通过考试。 

我相信，只要坚定、认真地学下去，⼤家都能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