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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份的四级考试由于大量大学生受疫情所限，尚无法正常返校复课，故导致参考

人数骤减。考试人数减少了，不过停课不停学，四六级命题委员会显然没有放低对大学英语

教育的要求。与之前普遍预测的不同，本次四级考试难度没有明显起伏，“疫情”题材也没

有直接反映在考试当中。笔者认为这两点充分体现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特色——为教学服

务，引领高校英语教学的发展，并不承担解读社会热点的责任。

以下就考试各大板块做一简要概述，希望能对未来参考 9 月及 12 月份四级考试的同学能有

所助益。

一、写作及翻译

本次考试的写作及翻译题材让人耳目一新。无论是写作的翻译软件（translation app）还是

翻译的重庆火锅（Chongqing Hotpot）都紧贴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既有反思性又生动

活泼，可谓近年来命题当中的佼佼者。

四级写作题材从如何择校、择专业，如何读书，到今年的如何利用或反思翻译软件，证明未

来四级写作题材将继续紧扣大学生活、学习、就业等各方面，做到让学生有话可说，但又能

区分考生英语能力高下。未来准备四级考试作文显然除了熟读模板范文以外，考生要做到眼

睛向内，学会关注自身，关注校园。备考复习时不妨自己动手写一些就业、学习、读书习惯

类的文章，收获会颇丰。

翻译部分继续围绕“中国”二字命题。无论是风景名胜、文人墨客、一带一路还是今年的重

庆火锅都是中国特色极其强烈的题材。翻译的考法已经固定，复习思路也相对明确。继续认

真背诵经典翻译译文，作为框架结构，继之以相关热点词汇进行丰富，必然能够拿到理想的

分数。

二、听力理解

笔者一直以为四级听力是考生共同的难点。无论是新闻段落还是微型讲座（mini lecture），
抑或是长对话，较之目前大学公共英语教学大纲和一般大学生水平来看，均有所拔高。特别

是新闻，非英语专业院校一般很少开设专门课程训练。

结合今年真题来看，段落听力的训练还是要学会重点抓三个方面。

第一，认真厘清单词读音，尤其是长难词读音。比如像 consequence、laboratory 等等诸如

此类的单词。只有平时自己读对了才能在听力中做出迅速反应。

第二，学会新闻写作的特点，根据特点抓答案。今年的几篇新闻基本上答案都在新闻首尾两

句命题，其实难度不大。新闻段落中间设计的具体细节数字，命题者一概略过。比如讲到罗

马尼亚野生环境的新闻，其中所有对于森林面积浮动变化的比较均未出题。而这些数字才是

这篇新闻真正的难点。如果不知道这些套路，在考场上将会极其被动。

第三，长对话部分重点把握说话者的语气和诉求。尤其是在一方提问之后，另一方的回答往

往就是答案。本次考试中，关于跳槽的这则对话，几乎所有问题（诸如为什么跳槽，跳槽会

有影响吗）之后的回答均有命题。考生要学会在听到疑问句之后高度集中注意力，寻找对应

答案。



三、阅读理解

今年的阅读理解整体难度有所下调，这是一个好现象。特别是选词填空部分，备选词难度较

低，基本没有特殊含义，而且词性明显，非常容易让考生做出判断。十五个备选词当中难度

最大的可能就是 accessible。但由于改词后缀明显，证明其为形容词。基本规律是，在 be 动
词之后要选择表语，优先挑选形容词，结合这个逻辑，不难看出第一空答案就是它。

仔细阅读文章仍旧以科学实验为主。这次考到的是梦境（dream）。结合前几年的饮食还有

心理学实验来看，科学小实验或者调查是四级命题委员会特别属意的文章题材。这类文章往

往提出陌生的概念，文章中有不少数据的比较和分析，特别容易命制题目。结合今年真题来

看，考生还是要抓住像 show、find、discover 这类单词，这些单词后面的宾语从句往往就是

实验结果分析。最容易给出答案。

另外，四级文章虽然考纲规定总词数不变，但是文章段落数这几年一直居高不下。证明命题

委员会特别注意考场学生分析有效段落，定位答案对应句的能力。定位和搜索也是未来考生

复习准备的重中之重。

总之，本次四级考试基本做到了紧扣大纲，侧重听力和交际能力的考查，围绕大学生活和社

会热点选材命题，继续保持一以贯之的四六级改革方向，对认真参加大学公共英语课学习的

考生来说挑战不大。最后祝愿本次考生都能获得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