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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8_AA_E9_81_93_E5_c73_382535.htm 很多时候，把事情做

对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做对的事情。所以考研英语复习

必须一开始就明确复习的轻重缓急，才能将功夫都用在刀刃

上。考研英语的所有模块中，有一个部分的复习最应该用心

去揣摩、练习并且备考始终的，这个部分就是翻译。 因为翻

译，考场上有人叹息，觉得它太难；有人摇头，看它不懂；

有人咬牙切齿，因为总是呕心沥血披肝沥胆翻出一句却只得

了0.5分；有人面如菜色，因为权衡利弊而毅然壮士断腕将它

舍弃后却痛得五脏六腑如油煎火烤。于是乎，在许多考生眼

里，考研翻译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真的如此

吗？今天我就来谈谈此“鸡肋”的破解之道。 英译汉，鸡

肋or其他？ 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考研英语为何要专门设置

翻译这个板块？2007年英语考试大纲是这么解释的：“硕士

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将英译汉试题作为阅读理解的一部分，

主要考查考生准确理解内容或结构较复杂的英语材料的能力

。” 一言点醒梦中人，原来英译汉只是手段，其实质还是考

查研究生阶段用的最多最广的一项技能阅读理解。 准备考研

的同学是从中学一路考上来的，自然了解阅读理解从来都是

各种英语考试的火力集中点。而考研英语对阅读能力的考查

则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考查学生对文章全局把握的泛读

能力，另一方面是考查学生对重点句子细微理解的精读能力

。大部分考生平时所做的阅读训练都是泛读，缺乏长难句精

确分析和理解的训练，因而阅读成绩的提高会遇到瓶颈。英



译汉的训练就是突破这个瓶颈的最好方法。原因在于考研翻

译和考研阅读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英译汉的训练会为你阅读

理解部分的应试提供坚实的能力基础。你不是觉得阅读理解

的文章句子长、结构不好把握、难以理解吗？翻译恰恰就是

训练你对一个长句子进行拆分、解读，理清结构，弄懂指代

，掌握意思的能力的。有了这个能力基础，你的阅读速度和

理解准确度就会大大提高，自然在考研阅读中过关斩将、游

刃有余。考研翻译这块鸡肋实乃十全大补丸也。食之否？当

然要食了！ 成功者的经验告诉我们：英语学习，背十遍，不

如用三遍。从应试学以及语言学习规律的角度来看，翻译和

写作一样，是一种主动技能，侧重点在于对所掌握的语言知

识的运用，属于高级技能；而阅读、新题型等则属于被动技

能。如果在英语学习中，一开始就能把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

的训练相结合，那么主动技能的训练将会极大地促进被动技

能的提高。这一备考理念在新航道学校的考研英语定制课程

中被广泛运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一个英语基础不太好

的艺术类考生，开始备考时还未通过四级，在老师的指导下

，她从复习的一开始就坚持进行翻译和写作方面的训练，以

高端拉动低端，学用结合，将背过的单词，学过的语法知识

反复地在翻译和写作中加以运用，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随时

体会到进步和乐趣，最后的成绩也远超出她自己的想象，达

到了70分以上。她的成功再次说明，有时候，做正确的事，

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 “啃”鸡肋之战略战术 一碗状似鸡肋

实乃十全大补丸的食物摆在面前，知道了那实际上是好东西

之后，你点头：“诺，食之！”问题就来了，怎么食？对付

“鸡肋”这种“敌人”，我们就要采取有效的战略战术。 对



于英译汉这块“鸡肋”，考生最经常的抱怨就是：拿到句子

后，即使单词都认识，还是看不懂，不知道怎么才能看懂，

更别提将其翻成中文了。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大家

的翻译能力有问题，而是缺少有效的解题程序。我给大家介

绍一套能提高做题速度和理解正确度的解题程序，当你拿到

一个英译汉的句子，就可以使用四步翻译法。 第1步：划出

所有的谓语，明确分句关系。句子之所以复杂，大都是复杂

在主语、宾语或修饰成分上，谓语相对比较容易辨认（你见

过四行长的修饰成分，但没见过四行长的谓语吧？！）。因

为英语中大多数情况下1个句子只能有1个谓语，所以数一数

谓语的数量，就知道分句的数量了，再把和每个谓语对应的

主语和宾语找到，把修饰成分剥离，这样句子的主干就确定

了。在给1个长句成功瘦身后，你就能把握它最基本最核心的

意思。这个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翻译，更能够用于对阅读中的

复杂句、长难句和考点句的分析和理解中。 第2步：确定各

个分句之间的主从关系，即找出哪个分句是“主子”，哪些

分句是“跟班”，再根据句子意思和逻辑的相对完整性将整

个句子切分成几个意群。这一步骤极其重要，因为切分的正

确与否直接影响到理解的正确与否。这种切分工作做得熟练

之后，将会大大加强同学们对句子的分析和理解能力，从而

大大提高阅读时的阅读速度。 第3步：分别对切分出来的各

个意群进行翻译，各个击破。这一步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根

据上下文和逻辑关系对意群中的单词进行逐个揣摩和推敲，

千万不能将自己平时记忆的单词意思生搬硬套上去。要知道

，所有的词只有在语境中才有意义，语境的变化，也必然会

导致词义的变化。记住，哪怕通过上下文推导出的词义查遍



词典都找不到，你也要坚决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词典是死

的，人和世界是活的。 第4步：把翻译完后的各个意群按照

汉语的行文模式组合成一个完整句。这个步骤就涉及调整意

群的前后顺序，进行必要的连接和删减，最终保证句子的通

顺和完整。 这种解题程序的好处是把一个很长的句子分解为

你能处理的短句或句子成分，从而能够大大降低翻译的难度

，理清的翻译思路，提高翻译的正确度。所以，英译汉的时

候不用怕长句子。翻译无长句，关键在切分。 超级“啃”功

之训练计划 关于英译汉这个很有内涵的“鸡肋”，知道了怎

么“啃”并不表示你就会“啃”，要达到游刃有余的水准，

就要下功夫。 语言的听说读写是不分家的，虽说考研英语分

板块考查，但复习当中，我们要常常把它们结合到一起，这

样才能融会贯通。具体到翻译的训练，我们应该从以下3个方

面将其和其他部分的复习相结合。 1． 做好语法知识的准备

很多同学说，语法不用复习，因为我们高中3年重点就是学语

法。先不说经过了风花雪月、刺激而又迷惘的大学四年你还

记得多少，就看看高中学的语法是否能满足考研英语的要求

。其实高中学的语法只是对语法规则的认知，而考研英语尤

其是翻译则需要你对语法知识的运用。举个例子说，在同样

用that引导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一个句子是定语从句还是同位

语从句？考研英语中常考查这个内容，仅靠高中知识你势必

要迷糊老半天。因此，同学们有必要对考研翻译中常考的一

些语法点进行语法知识的复习和比较研究。这些语法点包括

：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名词性从句，被动语态，分词，代

词等。语法知识的准备放在英语复习的开头，从4月份开始，

用时1个月即可，以后在复习中遇到问题也要反复去查语法书



，加深理解。 2． 抓住一切可抓住的机会进行翻译 无论你是

在做考研阅读题目，还是在进行课外阅读，记得将其中较长

、较复杂的句子进行标记。做完题或读完文章后，回过头用

“啃鸡肋”的四步翻译法对句子进行精确细微的分析，再和

专家的译文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历年考研阅读真题文章中

的句子，更加值得同学们好好揣摩，因为它们无论是在行文

风格、句子结构或者逻辑安排上，都同考研翻译真题的句子

极为接近，既能锻炼翻译能力，更能锤炼阅读理解能力（建

议大家购买参考书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阅读文章有译文的，这

样学习起来事半功倍）。这一个阶段的训练也要从４月份开

始，要一直持续到考前。前期不要直接做翻译真题，到8月份

再开始进行真题的集中训练。 3．水滴石穿，贵在坚持 翻译

能力的提高，不在于临时抱佛脚的勇悍，而在于平淡之中的

点滴积累。同学们应该将分析句子、研究句子培养成一种习

惯，让它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你的日常备考学习中去。从量上

来说，要尽量避免3个月不碰翻译，心血来潮就1个周末翻300

句的“自残式”做法。应该坚持每天都练习，每次2～3句。

最后你会发现，成功其实就来自于每天不起眼的积累。而且

，在同其他人的竞争中，这种每天的点滴进步才是真正牢不

可破的优势。 总而言之，考研翻译就是一块看上去很难啃的

“鸡骨头”，对付它需要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战略上我们要

藐视它，坚信一切看似长难句的“鸡骨头”都是“纸骨头”

；而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它，克服畏难情绪，树立信心，一步

一个脚印地做好四步翻译程序训练，用我们的心血、汗水把

这块骨头熬烂、消化，为夺取明年冬月飞雪时考研大战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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