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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31/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8_80_83_c95_131956.htm 英汉，汉英口译考试中存在的问

题口译考试未合格者普遍反映出听力理解差，口语表达弱的

问题。两篇英汉译一上来就给了不少考生一个“下马威”。

大部分考生不知文章所云，有些考生则只能抓住其中的片言

只语。的确，英语听力具有强烈的瞬间性，理解和把握有一

定长度的英语听力材料需要有极其丰厚的英语功底作后盾。

否则，译不出则罢，闹出笑话来可不光彩。比如今年的高级

口译里有一篇英译汉涉及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发展情况，但是

由于很多考生误把Tibet听成tobacco，于是译出的内容与原语

的意思相去甚远。在汉译英当中，考生摄入的信息基本不会

出现偏差，然而有些考生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准确、流利地

作译，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未能养成良好的语感和正确的英

语思维，所以即使选用的是口译教材里的内容，仍然会出现

表达不畅、咬文嚼字的情况。有的考生词汇贫乏、犹豫不决

、思路不清，还有的考生则明显是在堆砌英语单词，所用的

句式中不中、洋不洋，十分可笑。作好口译的一些可行性对

策注重词汇习得和记忆的完整性根据认知理论的信息处理原

则，学习者作为认知活动的主体，他已有的知识结构在认知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言语理解的认知过程中，语言学习

者已有的知识经验能对语言输入进行感知、领会、摄入与综

合。当前输入的言语信息要与记忆中所存储的有关信息相整

合，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缺乏相关信息，或者未能激活记忆

中的有关信息，就不能或难于实现对言语的理解，更不用说



用译语来进行再创造了。 如果学习者不曾朗读过一个词，那

么在他的认知结构中就不会存有该词的声音资料，他也就不

可能迅速准确地把听力材料中所感知到的内容与认知结构中

的相关资料（包括该词的文字符号和意义部分）相互联系，

自然也就无法判断它的思想内涵，理解上下文的信息含义。

这说明词汇记忆必须重视其完整性，学习者认知结构中的信

息储备必须音、形、寮姹浮Ｓ械难醯米约捍驶懔坎恍。俏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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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椒ā?/P> 口译要求学生具有把听到的词、词组或句子记住

并迅速加工成意群，然后作为一个意义整体记存起来，最后

用译语进行信息切换的能力。这要求口译人员适应英语的语

流，善于对连贯的英语表达作出快速反应，捕捉其大意。英

语单词的音、形、义是相互依赖的整体，所以在习得词汇时

一定要有多种感觉器官一起参与，加强对大脑的刺激，提高

记忆活动的效率，为快速听音过程中的准确理解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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