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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指引与能力培养

——翻译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Ø 翻译在当下外语学科与专业建设中的重要性

• 学科建设：翻译学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五大研究方向之一

• 专业建设：外语专业肩负翻译人才培养与外语人才培养的双重任务

Ø “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下翻译的历史使命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与传播（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鉴

2



Ø 国家和社会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Ø 翻译人才培养、翻译课程教学面临新的挑战

• 以往：翻译被作为提高语言水平的方法，重在技巧传授

• 现在：通过翻译课程，提升学生的语言转换能力、文化传播能力、跨文
化交际能力等

n 翻译观与翻译价值观的建立应成为翻译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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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价值引领是课程思政的核心特点

•  “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
事。”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
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

Ø 翻译课程思政教学探索：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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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引导学生认识翻译（本质、价值）

• 翻译是一种以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历史性为特征的

活动。这五个方面既是对翻译的基本理解，也是对翻译价值的基本认识。

• 从本质上看，翻译的社会价值重交流，翻译的文化价值重传承，翻译的

语言价值重沟通，翻译的创造价值重创新，翻译的历史价值重发展。交

流、传承、沟通、创新与发展，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翻译的价值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正是翻译精神的体现。

--许钧，《翻译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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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把握翻译在精神层面的价值是认识翻译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翻译活

动涉及并作用于人类社会发展、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承的方方面面，乃至渗透在

人们日常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时时处处，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翻译对于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的形成、精神世界的建构以及思想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建构意义。

Ø 尤其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翻译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文化多

元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是我们应予以特别关注的。从历史来看，人类正是在各种

文明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交融中得以发展的；从现实来看，在当今世界的经济

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中，如何警惕和抵抗文化霸权、谋求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这

应该说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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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世界各民族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如在巴

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他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2014）。

Ø 在推动文明互鉴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诉求中，翻译因其自身具有的交流、传

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精神价值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在当前的历

史语境下，如何认识翻译、如何把握翻译的本质与价值，更加凸显出具有某种

战略意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Ø 这种迫切性和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中，也同样体现在翻译人

才培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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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以价值为指引，促进翻译能力提升

•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翻译能力如何界定？

n 翻译能力培养的理论层面

• 对翻译能力的界定是翻译教育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

•  刘宓庆（2003）：翻译能力由语言分析和运用能力、文化辨析和表现能力、
审美判断和表现能力、双向转换和表达能力以及逻辑分析和校正能力五个维
度构成；

•  苗菊（2007）：翻译能力应包括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三方面

•  杨志红、王克非（2010）：基础能力（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核心能力
（翻译知识与策略能力）和外围能力（工具能力）

•  刘和平（2011）：双语能力、分析综合抉择能力、语篇处理能力和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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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翻译能力培养的实践层面

• 翻译教学，包括课程教材、课堂教学内容及对学生的翻译评价等方方面面，并

没有跟上翻译教育观念的转变，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

语言转换层面。

• 就各种翻译教程而言，除对翻译活动的简要概述外，主体内容大多集中于探讨

双语转换的策略、方法与技巧，如词语与词义、词语与语境、句子结构转换、

段落翻译、修辞翻译、篇章翻译、文体与翻译等。

• 对学生翻译能力的评价，也往往局限于对学生译文与原文的静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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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基于翻译人才培养的价值引领，构建“三层次”能力综合培养体系

Ø 第一层次：语言能力（基础）

Ø 第二层次：文本选择能力、文本生成与传播能力（核心）

Ø 第三层次：跨文化能力（导向）

•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知识、功能层面的语言融通、行为层面的创造性与
主动性

• 跨文化交流中的责任感和思辨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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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翻译文本选择能力

• 无论就“译入”翻译还是“译出”翻译而言，相对于“如何翻译”，
更为首要的问题是“翻译什么”。

•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语境下，“择当译之本”具有时代意义，
决定着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内涵与实质，也决定着翻译价值与
目标的实现。

• 当前翻译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与挑战：翻译什么？（走出去的到底
是什么？）

• 以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为根本目标，理性选择翻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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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文本生成与传播能力

• 翻译的使命是在新的时空里赋予原作崭新的生命、打开原作所承载的
一段语言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崭新历史。

• 译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完结，而恰恰是在“异的考验”中翻译
成长历程的开始。 

• 中国文学外译任重道远：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汉语、中国
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边缘位置

• 关注翻译之“生”，也关注翻译之“成”，培养学生有意识地通过各
种途径与方法，促进文本在异域生成与传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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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南京大学法语专业“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

（“翻译理论与实践”课）

•  以翻译实践为基点，融通理论与实践

•  以翻译“实战作品”为材料，融通翻译过程与翻译目标

•   以翻译核心能力提升为目标，融通价值追求与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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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以翻译实践为基点，融通理论与实践

• 以实践为基点，以学生翻译的具体文本为分析对象，立足一定的翻译理论
（对翻译活动的理性认识），引导学生发现翻译实践（而不仅仅是语言转换）
中的问题，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升学生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

Ø 以翻译“实战作品”为材料，融通翻译过程与翻译目标

• 材料来自正在或已经完成的真实翻译任务，即这些翻译都不是随机的，而是
出于某种需要，指向某个具体目标：有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小说和社科类译著，
也包括高校老师的研究论文和学术会议发言稿，种类不同，要求各异。

•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与创造性，做出理性、科学的翻
译选择，从而实现翻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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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以翻译核心能力提升为目标，融通价值追求与能力培养

u 文本选择能力

• 拟译文本的选择能力，是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在翻译实践中，学
生往往较少关注到翻译中的文本选择问题，也缺乏必要的选择意识。

• 为改变这种倾向，翻译工作坊曾经布置过一个任务，即要求每位同学推荐
一本尚未被翻译却具有翻译价值的作品，书的题材、类型均不限。

• 从学生选出的书目来看，入选的大多是名家名作和法国历年文学奖的得奖
作品。

• 引导学生进一步打开选择的思路、深化对翻译价值的理解：文化双向交流
的需要、读者的阅读期待

15



u 文本生成与传播能力

• 夯实语言基本功，提升语言转换能力

• 译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完结，广义的翻译过程还包括译本生命在目
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不断的延续、丰富与传承的历程，这就涉及到译者的
“传播能力”。传播能力强调译者应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手段，促使译作真
正成为原著生命的延续。这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能力。

• 具体来说，在课程教学中可从多个方面增强学生的翻译传播意识与能力，
如对原著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对原著与原作者进行研究、为其译作撰写
书评、对中外文化关系的现实与发展进行思考、对文化交流的影响因素进
行探究等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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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结语

    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国家建设、社会

发展以及外语学科与专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翻译

人才培养在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应对挑战，促使翻

译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首先应在翻译课程教学中构建科学的翻译

观、翻译价值观和文化观。以价值为指引，着力于翻译能力的培养，这

不仅是充分融合翻译课程教学与思政教学的要求，也是提升翻译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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