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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翻译课的教学改革 

刘秀明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哈尔滨 150040） 

摘  要：21世纪是信息全球化的新世纪，各种语言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也随
之增加，对大学毕业生的翻译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社会培养急需人才是高等学校教学和人才

培养的目标。时代的发展对高等学校翻译课的教学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它要求高校英语教师在翻译课的教

学中要紧跟时代脉搏、转变思想，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实现教学工作最佳化。 
关键词：翻译能力；培养目标；因材施教；最佳化 

１. 导  言 

信息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作为交流媒介的翻译也随之火爆

起来。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翻译工作者成为当今高等学校学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培养学生的翻

译能力，首先需要从在课堂中起指导作用的教师入手。因为教师的指导作用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及形成

至关重要。因此，高校的英语教师有必要紧跟形势、转变思想、改进方法、因材施教，实现教学工作最佳

化，有效地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2. 英语专业翻译课的现状 

现在，各大学英语专业翻译课的设置比较随意，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对教师的选择随意性也较大。

很多教师从未学过翻译理论也未亲身从事过翻译实践，只是选择一本翻译教程，从头至尾、不假思索地讲

解，将别人的思想生硬地转嫁给学生，缺乏灵活性。翻译的实例大都也是书中所给出的例子，难易程度与

学生实际程度难以相符，缺乏时代性，滞后于实践，导致翻译课不伦不类。对此，作者在多年翻译教学的

实践中总结出几点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误区： 
（1）教学观念陈旧，教材更新缓慢，教材选用随意； 
（2）教师讲解过多，方法单一枯燥，理论多于实践； 
（3）实际训练甚少，练习脱离实际，所学并非所用； 
（4）学生被动学习，缺乏独立思维，实际能力较差。 

3. 大学英语专业翻译课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翻译课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它要求翻译课教师不仅要知识丰富，基础扎实，而且还必须掌

握一定的教学方法。要想真正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笔者在翻译教学中总结了几点体会与大家分享。 
3.1 深化基础，更新观念，增强自信，能力第一 
翻译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应用，翻译中的种种现象与难点体现在一字一句的具体应用之中，但归根结底

都会反映出一点：英语基础，也就是说基本的英语水平是做好翻译的根本。因此，大学翻译课教师须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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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化学生基础知识，如语法知识、文化背景知识、写作知识等，准确了解两种语言在思维和表达上的差

别，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从而避免死译、生译和硬译现象。为学生在翻译实践中能够自如、准确、有效

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提供有效保障。 
大学英语专业翻译课教学改革的宗旨是提高教学效果、切实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和水平。要真正达到

这个目标，翻译课的教学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现存的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革传统教学观念

和模式，更新教学理念，不再把校内考试或过级考试当成翻译教学的重点、终点，而是要把重点转移到培

养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上来。教师的角色也应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翻译实践的指导者、建议者、解说者、

译文的欣赏者、提问者、帮助者、商讨者和质量的监督者等。教学模式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

生为中心，应遵循精讲多练、以教师语言输入为辅、以学生语言运用为主的教学原则，让学生多动手、多

动脑，积极参与思考，寻找恰当、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才是检验教学效果的唯一手段。教

师要充分相信学生，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热情，相信他们的热情和勇气，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

敢于翻译、愿意翻译，并愿意将自己的翻译成果与人分享。兴趣和自信心的培养是翻译教学中不可缺少的。 
3.2 选好教材，用好教材，灵活多变，注重实效 
教材的选取在翻译教学中至关重要，好而实用的教材可以帮助学生迅速掌握翻译理论，提高教师教学

的效率。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好教材、用好教材。教材是根本，但不是唯一，适当的辅助材料也

是翻译教学必不可少的。教师应适时选取一些时代性强、代表性强的材料来填补和丰富教材，解决教材滞

后于实践的缺陷。教师对课外辅助材料的选取要注意紧扣时代主题，要突出趣味性、可操作性、科学性、

交际性和拓展性。比如当前“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奥运会”、“神州 7号载人飞船”等话题都具有很
强的时代性、科学性和代表性。教师在进行教学的同时，可适当将与之有关的文献引入到翻译教学的实践

中。虽然教师备课量会成倍地增加，但学生在翻译实践中既可学到新知识，跟上时代脉搏，又可以领略翻

译的原则和方法，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可谓一举两得。 
3.3 方法灵活，扩大容量，实践至上，提高质量 
好而实用的教辅材料固然重要，灵活的方法也是翻译教学不可或缺的。教师一定要摒弃独角戏的传统

教学方法，改变思想，充分利用网络等教学手段，扩大教学容量，充分发挥课堂效率，提高教学质量。在

翻译教学中本文作者除采用正规的课堂讲授之外，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对翻译课的热爱和

学习热情。 
首先，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 CAI、录像、投影、幻灯、录音等多媒体设备和网络等，扩大

课堂容量，增加训练机会。与传统教学相比，在教学中采用这些现代化手段可以生动、形象、直观地显现

教学内容，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还能将教学中的疑点、难点充分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多媒体

教学软件，可以在学生面前呈现集声、图像、动画为一体的视听教材，将那些难懂的教学内容以视听兼备

的形式表现出来。充分刺激学生的感观，增加想象力，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既便于学生接受，又能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对学生理解原文，掌握文中的难点，互相交流翻译方法等都有极大的好处。 
其次，采取征文比赛、师生研讨会等形式进一步激发学生翻译的热情。鼓励学生参加某些杂志、报纸

等组织的翻译大赛。这些活动具有较高的灵活度，可以使学生得到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训练。同一问

题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翻译途径，从而拓宽学生的思维领域，寻找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增强他们对知识

的掌握和灵活性，有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和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再次，有组织地参加一些社会实践的翻译工作。如各种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外事办对外事务，对外

广告宣传、对外文体活动的文本翻译工作等。这些文本互译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增长翻译知识，补充课

本知识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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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互帮互学，取长补短，丰富自己，惠及他人 
翻译不是一个人轻而易举就能独立完成的工作，一篇好的译文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体的智慧是

全面、巨大的。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在翻译课堂教学中尤为重要。 
教师之间通过集体备课、互相听课、课后相互交换心得体会、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等手段实现互帮互学，

取长补短。由于学生对原文的理解各不相同，课上提出的问题也将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因此，翻译课

堂上很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教师在课前要有充分的准备，做到有的放矢。 
学生之间通过相互商讨，查阅资料等手段了解原文的相关背景及内在含义，提出他们认为可行的翻译

方法。并通过互批译文、互相点评译文等方式，发现别人的长处、优点，找出自己的短处、不足，取长补

短，丰富自己，惠及他人，又有助于培养团队精神。 
师生之间各抒己见，相互商讨并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肯定值得推荐的译句、译文，修改有争议的译

句，弥补缺陷、完善译文，从而共同实现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 

4. 结  语 

总之，培养学生的翻译素质和能力首先需要从课堂教学做起，教师要紧跟形势，转变思想，不断丰富

自己，完善自己，改革陈旧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扬弃旧方法的弊端，发展新方法，灵活多变，因材施

教，既要克服又保留，从而实现教学工作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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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on the pedagogical reforms of the translation class of English major 

LIU Xiu-ming 

Abstract: With the 21st century, a new one with its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making communications 
between languages grow quite fast,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in translation are seriously needed in the world to 
suit the requirement, college teachers are made to put special focus on the training of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translation. As the aim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 colleges is to cultivate and train talents needed in the society, 
the college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follow the changing time closely, adapt new teaching methods constantly, 
change their teaching ideas fast, and teach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effectively so that the best effect 
of teaching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abilities of translation; the aim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teach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the bes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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