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翻译硕士汉语写作和百科知识备考冲刺指导
2017 研究生考试考试在即，百科和写作复习进入了最后冲刺。如何在最后

阶段把握冲刺重点？如何科学分配答题时间？对于各种题型又该如何应对？

结合以上问题，文物考研翻译专硕教研室的王长亮老师给 2017 的准研究生

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对处于紧张备考的小伙伴们有所助益。

一、百科知识：认真过滤真题，把握重点，尤其是高频考点和时政热点，强

化针对性。

根据命题特点，尤其是近三年各个高校汉语写作和百科知识（以下简称汉百）

的命题趋势，百科复习冲刺务必要强调针对性。换而言之，最后这段时间的复习，

就是学校考试什么题型，就按照什么题型准备，命题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就要紧

紧根据出题方向梳理重点。

重点永远是重点。每年的试题中，总会有不同程度、不同数量的考题重复出

现，甚至个别学校还重复考试同一作文。因此，对于考生来说，在考试前，认真

细致地把所有真题涉及到的直接考点和间接关联考点过一遍至关重要。

按照考试特点来说，百科知识命题一般分为传统知识考点和时事热点考点。

传统考点，也叫高频考点，就是中西文化必须知道的常见知识点。中国文化

方向，要突出中国历史的基本史实，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突出中国文学的比重，

尤其是古代文学和文化中的诗词、戏剧（尤其是京剧、昆曲、川剧以及代表著作）、

小说、类书、哲学宗教思想（比如孔子、心学、理学、诸子百家等）和科技著作

（尤其是中医代表作品和医学家）等。西方文化，一般来说需要突出古希腊文化



（哲学和戏剧是高频考点）、英美两国的历史、政治、地理（山川河流湖泊）、

文化、文学（尤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美作家）等。复习西方文化，要牢牢把

握重大科技、文化典故、宗教思想（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和术语（如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进化论、精神分析学说）。

时政热点部分，近一年的大政方针政策（如供给侧改革、全面二胎、一带一

路），尤其是涉及到财经、政治、科技、文化、网络领域的重大事件、术语、热

词要分外关注，近三年的命题说明，很多学校的命题越来越接地气，考察学生平

时积累和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比如今年政治领域的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科技领

域的载人航天（神舟十一号飞船、引力波）、人工智能；文化领域的奥运会；网

络热词方面洪荒之力；生态环保热词也是近两年引起命题老师强烈关注的重要命

题方向，如 PM2.5，生态文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公约等等。

另外，个别学校仍然坚持考察学生在翻译方面的基本素养知识，比如考察中

西翻译简史、中外翻译名家（以中国翻译名家为主）、以及翻译基本概念和术语

等，这些都需要引起特别注意。

二、应用文写作：牢记常考写作类型，牢记应用文写作思路，有针对性积累

应用写作素材。

应用文写作的本质是考察学生能否运用汉语，按照不同应用文体的要求，写

出符合要求、体现相应文体规范，能够具有应用价值的文章。

从命题方向来说，出题老师比较偏重校园生活、日常生活、行政公文、专业

相关四个方向。考试冲刺应该从这四方面把握常考应用文的写作格式要求以及写

作要素。



校园生活方面：讲座通知、活动策划、会议邀请、演讲和讲话、征文启事、

比赛通知等，大多数是以考生熟悉的校园生活设置题目，格式要求不是很高。

日常生活方面：私人信函为主，比如感谢信、道歉信、表扬信、以及简历、

求职信、自荐信、计划与总结等。

行政公文：多数以社会职场为背景进行命题，如简历和岗位招聘、商务信函、

投诉和举报、决定、公函回复、请示、合同、说明文等。

专业方面：这类出题偏少，比如翻译培训、翻译项目管理方案等。

考虑到学生备课应用文写作实践较少，应该多看范文，熟悉格式和要素，把

握根据写作写作主题这一根本写作思路。

三、现代汉语写作：理清写作思路，不同类型命题作文要全面准备，动笔写

作确保写作手感。

现代汉语写作命题除了课堂上讲的四类作文外，在冲刺阶段，根据不同的命

题类型，理清楚写作思路是至关重要的。

写作应试的本质是分析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文字表达力考核。透过现象看到本

质，能够运用发散思维进行逻辑思考和论证写作，这是写作考试备考冲刺必须牢

牢把握的根本方向。

人生哲理与道德修养类的作文：通常是材料作文，命题者往往根据一个古诗

句、名言名句、热点社会现象来考察学生对人生基本问题的思考，借此考察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两年，以传统文化的人文素养为依托，出现了诸

如“孝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题目。这类题



目具有普遍性的代表意义，学生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知识学习，加上哲学

分析，要善于引向个人擅长的写作角度，从而确定写作的中心论点，展现写作能

力。

对于近两年频率较高的热点话题作文，要能够有所关注。尤其是教育、时政、

文化方面的热点事件，要确保有所了解，才不至于无处下笔。要能够从事实出发，

追根溯源进行原因分析，进而总结出社会热点话题带来的启示。

个别高校容易考察专业相关的作文，要强化概念了解和素材积累。

具体写作上，要尽量避免英式中文，议论文要做到言之有据，引论、本论和

结论层次清晰。

考试前至少要动手写作若干篇作文，避免考场手生。

四、科学分配时间，把握百科答题技巧，提高做题能力。

近些年的百科命题，多数是以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为主。下面侧重介

绍一下名词解释的解释原则：

NO1 解释清楚（针对定义性的名词，举例也可以作为补充要点）

例如：文房四宝：指的是古人用于书写和绘画的四种基本工具：笔墨纸砚。

（14 华南理工大学）

NO2 语言与组织：（1）层次：总分总； （2）专业性最佳（判断句）；

（3）简洁至上（简单句、核心信息不重复），50~100 字（三行）。（针对四、

五个要点的）



例如：1、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就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通常是国家赋予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的专有权或独占权。它有

两类：一类是著作权（比如版权），另一类是工业产权（也称为产业产权）。具

有专有性、时间性、无形性等特点。（13 年对外经贸大学）

2、常春藤联盟：指的是美国东北部八所院校组成的体育赛事联盟。这八所

院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常春藤联盟高校均是

美国一流私立大学的佼佼者，也是美国教学水平最高的代名词。（14 华东师范

大学）

从时间分配来说，百科知识不要超过 1 小时，应用文写作应该 1 小时完成，

大作文 1 小时较为合适。

以上就是针对翻译专硕提出的几点建议。

考生们，2017 年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就要到来，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希

望备考的学子们可以调整好心态迎接考试。文都考研专硕全体提前祝 2017 级的

准研究生同学们，都考出自己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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