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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汉部分作为阅读板块的压轴部分始终处于变革之中，力图

在分值较少且难度较大的客观设置中求得最大的边际价值。

基于真题文章的题材难度和英语能力要求，从多年来的考试

研究经验来看，翻译部分的实际操作难度在2001年探及拐点

，至2006年止，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态势，论述文章选题逐

年文科化、社会化、主流化；而题句设置的框架性明显增强

，语法分析的可行性逐渐增强，考查的侧重点从具体且相对

孤立的词义选择偏向了更为全面的意群释义的选择和双语语

言习惯的语法对应问题。2007年试题的难度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反弹，同时考虑到近几年社会上客观存在的考研热情，预

计2008年英翻汉部分需要广大同学更为重视。 成功标准 翻译

部分有三个特点与众不同：从语言测试学角度来看，翻译部

分是纯选拔性的考试内容，其设计初衷并不是对所有考生的

语言能力进行定量水平的检查，这就造成了实际得分分布离

散，高低分差异巨大的高风险状况；其次，翻译部分的分值

判定是分段给出的，虽然只给了五句话，但是得分点设置却

有20个，每个0.5分，得分点按照语法功能划分的痕迹非常明

显；最后，原文题材为分析性的论述文章，而非介绍性的科

普文章，这个特性消解了知识积累或专业方向等因素可能造

成的小部分人的非语言应试优势，而突出了普遍存在的非语

言阅读障碍，使得即使阅读能力不错的同学也可能在这一部

分遭遇瓶颈。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各位同学的应考策略不应



该是“至少读懂并译出几句”，而是无论是否能够充分理解

，仍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将得分最大化。 解决方案 第一，必

须完全掌握语法分析原则，做到对原句进行精确的拆分，语

法体系不完善的同学应该牢记并不断用真题巩固原句拆分的

六个黄金分割标志点，能够快速、准确定位连词、引导词、

介词、分词、单词to和重要意群标点符号，以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长句意群解拆并明确句子主干。 第二，按大纲要求和课

堂讲解掌握重点出现的词汇，特别是多义词和熟词生义现象

的高频词的词义选择。在考试前熟练把握词缀分析、上下文

提示、中文习惯搭配、同近词义替换四大选词原则，并能够

在遇到生词时能够多元化思维综合应用上述技巧。单词量的

积累在冲刺阶段应该做到有的放矢，参照大纲检索薄弱词汇

后尽快逐个攻破，万不可继续匀速轮背，这将会极大影响有

限复习时间的投入产出比。 第三，对于意群的整体翻译必须

掌握重要语法得分点的翻译规律和技巧，最为主要的是定语

和定语从句，以及定语从句中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

语从句的位置处理、分词和介词短语作后置定语的翻译、状

语的翻译定位和顺序、名词性从句（主、宾、表）的翻译为

重中之重！被动语态、虚拟语气和倒装结构的翻译为关键得

分点，需要将真题的相应部分完全吃透。同时，能够正确处

理否定结构、并列结构的译文句式选择，达到做题的时候每

走一步心中都有相应技巧作为理论支持。 第四，在最后的译

文组合过程中注意指代结构、强调结构和therebe句型在汉语

中的独特变化，并且利用汉语习惯和论文语境统一译文的风

格并按需要增加汉语中的范畴和概念词汇并删除冗余的表达

，做到汉语论述文语境中的通达和准确。 冲刺阶段 建议考生



仔细分析的每一个真题例句，做到完全能够还原完整的解题

过程。只有过程的正确性才能够保证答案的正确性。其他考

生应该尽快熟悉上述各语法结构的准确定义并参考历年答案

，以确定英汉语相对应语法结构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同时注

意词汇的积累和查漏补缺。考试前请各位考生高度重视阅读

能力的培养，坚持精读训练，同时，可以尝试练习2003年后

历年翻译真题文章中未画线的长难句，并对照全文翻译答案

来查找自己的技巧盲点，并有针对地进行最后的巩固练习。

在考试前十天左右对练习中的错误进行最后一次温习。需要

注意的是：练习过程中建议全程计时，做到在20~25分钟内解

决所有问题，并写出译文，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做题节奏。实

际考试中，当进行到翻译时，应立刻清空阅读记忆和阅读技

巧，迅速调整思路进入翻译状态，调动多元思维争取力所能

及的每一个得分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