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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视频新闻在日语口译教学中的运用与探索 
刘希玲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  100101） 

摘要：“新时代中国的翻译事业，要把对外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将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
国主张传播得更远更广”（郭为民）。那么在日语专业本科教学中，口译课是必修课，但学时一般只有 32-64 个学时。怎样在有限的
学时内将新时代的翻译理念体现在教学中，这是本文想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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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在 2019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由中国外文局指导，中国翻

译协会主办，主题为“砥砺奋进 守正创新”的新中国翻译事业
70 年论坛暨 2019 中国翻译协会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部务会
议成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在致辞中指出：“向世
界介绍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始终是中国翻译事业矢志不渝
的初心和使命。新时代中国翻译事业，要把对外宣介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将中国思想、中国
理念、中国主张传播得更远更广。”  

笔者所在的北京联合大学自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召开后，于 2017 年开始启动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如何
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的
内容融入课堂，这也成为笔者面临的课题。翻译具有引进来传
播出去的双向功能。但由于中国发展所处的追赶阶段导致我们
一直比较重视将发达国家的东西包括文化引进来，同时由于教
师学生的日语水平所限，翻译教学中更偏向于日译中，并且喜
欢将日本优秀的部分作为素材进行讲解，客观上也造成了日本

給的一切都比中国好的印象 学生。进入新时代，我们开始意识
到国际上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如何有效地发出中国的声音，
将中国好的一面让世界知晓，这也是外语教学应该承担的责任。
翻译教学就承担着这样一个使命。 

笔者承担的《日语口译理论与技巧》课程只有一个学期 32
个学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何将宣传中国传播中国的知识和
口译技能传授给学生呢？笔者开始基于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传播中国”的理念，探索将热点新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
文化的内容引入课堂，讲解理论与训练技巧的同时，从素材内
容选择上开始进行课程设计，并积极引导学生学会通过翻译传
播中国的声音。 

如何将热点新闻视频与口译课有机地融合起来，我们需要
分析口译课程与新闻视频的特点，寻找两者可以有机融合的交
汇点。 

二、口译课程与新闻视频的特点 
口译工作者是中外沟通的桥梁。口译课是一门实践性体验

性很强的课程，需要设置一个场景，让学生置身其中感受气氛
体验桥梁的角色。学生只有在角色体验中才能体会口译工作者
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掌握即席翻译的技巧。
技巧的训练需要翻译内容的支撑。 

热点新闻视频具有可视性，便于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具有
可听性，可以作为口译模拟的素材；具有即时性，便于提高学
生对所译内容的兴趣。 

这样，热点新闻视频天然具备作为口译训练素材在教学中
应用的优势。 

三、热点新闻视频在口译教学中的运用 
笔者从 2017 年开始将中国和日本的热点新闻视频引入《日

语口译理论与技巧》课程，至今进行了 3 轮教学，具体操作如
下： 

（1）课堂讲授：通过引入相关领域一周内国内外热点时事
新闻视频，引起学生兴趣，立足中国立场，通过关键词的解读
和翻译及背景的介绍，让学生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讲授过

程中，注意引导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2）技能训练：通过逐字句对视频内容进行关键词及逻辑

结构速记训练，掌握口译的基本技巧。在技巧训练中，启发与
鼓励并重，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信。 

（3）模拟训练：在小测、期中考试及期末考试时采用视频
内容模拟口译场景进行测试，打磨提升学生临危不惧的现场反
应能力，注意职业能力的培养。 

四、热点新闻视频在口译教学中运用的效果与意义 
（1）思政元素可以有效融入课程 
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通过内容的选择，可以将中

国最新的发展成就，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方
面的内容纳入学习训练当中，比如最近第二届上海进口博览会
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开放的姿态，有容乃大的气魄。 

（2）扩大了学生的视野 
由于是一周内发生的国内外热点新闻，使得学生不仅仅局

限于书本的学习，更把视野投向了社会、投向了国际。比如日
本对中国一带一路态度的变化、中美贸易战的进行、法国黄马
甲运动的兴起，都将学生的视野引向了国际。 

（3）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的有效性 
由于热点新闻的时效性，提升了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关注度，

使得学生在学习和训练中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提升了学习的
有效性。比如当前的“双 11”内容，因为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
学习和训练时，学生表现得更积极，效果也更好。 

五、存在的问题 
（1）教师需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大事，素材的收集是一项费

时费力的工作。 
（2）学生在内容的理解上存在背景知识不足的情况，训练

起来非常吃力。 
（3）学时太少，每个领域的涉及只能蜻蜓点水。 
总之，通过笔者 3 轮的教学实践，热点新闻视频对于日语

口译教学，不论是作为内容的载体还是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上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媒介，特别对于思政元素的融入，具有
润物细无声之效。日语口译课学时少，这是日语专业普遍存在
的问题。教师如何更有效地做好素材的收集，有待于教师不断
地自我提高。在如何提高学生知识储备的宽度上进行更有效的
训练，是今后将要努力解决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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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北京联合大学 2017 普通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项
目---《日语口译理论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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