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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语翻译教学中语块理论的应用 
文秀秀 

(广东培正学院   510800) 

摘要：通过阐述语块理论的基本内容，结合日语翻译教学过程中的现状，主要从引导学生树立起愉快思想、帮助学生积累到更

多的语块、促进学生积极地使用语块这一方面进行分析，深入探究日语翻译教学中语块理论的应用，希望能够借助语块理论方面的

优势，提高日语翻译教学中的有效性，以提高学生日语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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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译属于非常重要的语言能力，并且也是衡量学生语言应用能

力方面的一种参考，但是在现今的日语翻译教学中依旧有存在理论

指导不足的现象，难以将系统化教学方式进行相关的指导，最终导

致了日语翻译教学中产生的效果不够理想。语块理论是语言学习中

的一种理论，可以依靠自身实现有效的日语翻译教学指导，为教学

改革指明正确的方向，以有效地提高教学过程中的效果和质量。 

一、语块理论基本内涵 

在以前，语言观念上认为语言是属于一种词汇化的语法，同时

也是将语言看成是词汇借助语法的规律而形成的。最近几年，在语

言学、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下，有很多的专家都开始逐渐认识到语言

的产出是不能受到语法规则方面限制的，反而是一个需要在记忆上

提炼出短句的过程。这些存在语法、词汇方面特点的固定、半固定

语言结构模式会存留在大脑中，在运用的过程中是不需要语法生成

的，能够直接地进行提取，最终在语言中形成最为基础的语言单位，

这就是语块。 

二、语块在日语翻译中的作用 

（一）提高翻译效率 

日常翻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像谚语、社交用语、成语等方面

的语言，如果能够事先积累关于这方面的语块知识，翻译过程中就

可以做到直接进行使用，不用为了进行翻译而进行资料的搜集，通

过这种方式进一步缩短翻译加工的时间，并且保证语言的流畅性。

例如在翻译社交场合中的用语“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的过程中，这句话是可以作为语块来进行记忆的，要是按照原句进

行翻译，句子就会很长，翻译过程中也会很浪费时间，还非常有可

能影响到当时社交场合中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简洁地进行

翻译，不仅表明了意思，还进一步节约了时间，提高了翻译效率。 

（二）提高翻译的准确率 

实际翻译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搭配不当的现象，即出现中国

式的日语。比如，在受到汉语的影响下，会出现将“酒量大、酒量

小”的语言根据中国思维方式、将“大、小”进行翻译的情况。如

果能够将“酒量强、酒量弱”作为日语翻译语块来进行记忆的话，

就能够避免出现这种错误，进一步提高翻译过程中的准确性。另外，

还会出现虽然翻译的句子中是没有语法错误的，但是日本人不会这

样表达的情况。例如翻译“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句话时，日语

翻译不会按照汉语的思维进行翻译，而是存在固定的语块。通过将

这一类型的语块进行有效的记忆，能够做到在相似的场合中进行自

由的运用，在运用方面也更加得体。再如在翻译新闻一类的文章过

程中，对翻译者的专业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这就需要了

解并掌握更多关于新闻翻译的语块，如权威人士、当局人士、官方

人士的专业用词与说法，作为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可以直接运用

相关方面的语块，这将直接地反映出翻译者的专业性。 

（三）提高应用语块灵活性 

由于不同区域会受到地理环境、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影响，人们

在看待某一种事物的看法中会持有不同的观点。翻译过程中，也需

要全面地了解到当地的风俗习惯等，这样可以降低误会的发生率。

语块理论教学中需要详细地阐述词和词之间的搭配，在某些特殊的

场合中，需要配合使用什么特殊性的表达。比如在对牛的理解上，

我国有悠长的农耕历史，一直以来对牛都存在特殊性的感情，也将

牛看成是辛勤劳作方面的典范，但是在由大小岛屿组成的日本，日

本人靠海生活，对牛的感情不如对鱼虾方面的感情深厚。在日语中

牛是笨重的代表，甚至有“吃饱饭后马上睡觉就会变成牛”这样的

谚语，暗示吃饭后马上睡觉会变胖。像这种类似的例子，语块理论

中有很多地方都被提及，对于同一类事物都进行了归纳，所以如果

掌握好这一方面语块知识的话，是可以灵活地进行翻译的，这样也

可以避免出现对方不理解的现象。例如在一次和日本人留学生闲聊

的过程中，对日本人留学生说他的中文越来越好了，他的回答是“不

要溜须拍马我了”，实际上所想要表达的含义是“不要恭维我了”。

但是他没有掌握好不同词语所要表达的感情色彩，不了解这个成语

在中文中具有一定贬义性色彩。因此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尤其需

要注重这方面的问题，将所掌握到的语块理论知识，合理地应用到

翻译的相关实践中，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 

三、日语翻译教学中语块理论的应用 

（一）对学生进行引导，树立起语块思想 

目前，虽然日语语块数量比较多，并且也是随处都能见到，在

学生语言发展中属于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是在听力、阅读语言输入

中，学生也通常只是停留在对其含义的理解方面，即学生的思想对

语块缺少一定的认识，忽视了语块的重要性。在缺少语块意识的情

况下，是很难重视语块的，以及难以快速识别、掌握好语块。学生

在对语块进行学习的过程中，通常会根据自身的习惯，对语块进行

解析，并将其看成是一个较为简单的词汇，没有对语块做到综合性、

规范性的重视，这将对语块学习的效果有所影响。以前在日语翻译

教学中，学生的认识是只要了解到日语语法、会简单性的翻译就可

以了，只要是能够积累到足够多的词汇，就能够做到对日语进行良

好性的翻译。所以大多数的学生认为学习翻译就是把背诵单词、掌

握翻译方法，然而在日语翻译实际操作中，依旧不能使用正确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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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来进行翻译，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忽视了语块。因此在这种

情况下，教师需要在日语翻译教学的初级阶段，引导学生掌握翻译

技巧的同时，还需要把学习的重点逐渐向语块学习、积累的方向上

进行转变。作为教师也需要加强学生语块意识，向学生详细地阐释

语块在日语翻译教学中的重要性，对于语块含义、种类进行具体性

的说明，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树立起语块意识。同时，也需要把语块

作为重要的语言输入形式，实行有针对性的培养，提高学生对于语

块方面的敏感度，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学生学习语块上的热情，并

且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学生语块的分辨能力，最终为日语翻译中

应用语块理论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对学生提供帮助，使其积累更多的语块 

在日语翻译中，语块教学的相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实际教

学中，教师需要高度重视语块教学，不仅需要对日语翻译方法、技

巧进行详细的讲解，还需要对语句、段落、文章案例中的语块进行

挑选，尤其是需要对学生经常忽视的语块进行总结和整理。在将语

块理论运用到日语翻译教学实际案例中，让学生可以自主地挑选出

资料中的语块内容，培养出他们语块的辨别能力。作为教师，也需

要要求学生能够自主地创建出个人语块库，将资料中出现的相关语

块都归入到个人语块库中，将其作为是自身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参

考资料。同时还可以提供各种日语资料中所包含的词汇、短句、谚

语、依据文化等多种多样的题材，要求学生根据不同类别的日语资

料搜集整理常用的语块，逐渐建立起个人日语语块知识体系。或者

是结合结构语块、固定语块、作用语块、弹性语块等多种种类进行

合理性的分类，这样可以使语块的训练更加系统化。根据不同类别

不断积累出学习语块，这样可以加深学生的记忆，帮助以后检索提

炼出语块。 

语块的积累是需要广大学生经常进行语言输入的，教师不仅需

要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学会注意、积累语块，还需要在课余阅读、听

力训练中逐渐加深理解以及拓展语块情景含义，最终获得更多的语

块方面知识。作为学生课外学习的有效途径就是定期背诵经典日语

散文，这样学生在背诵过程中逐渐积累更多的语块，逐渐总结出语

块结构、基本规律，培养学生针对语块运用、环境匹配方面的敏感

度，加深对于目标语言表达地道性的深切感受。学生学习语块过程

中，虽然是不需要探究语块结构，但是却是需要掌握好语块的内涵、

使用语言，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才能防止语言产出中会出现语用方面

的错误。 

普遍情况下，学生所接触到的语块不能保证一定能够真正地掌

握好语块，而获得语块的另外一种有效路径就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学

习，采取有目的的记忆，背诵多种语块。在不断加深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所积累的语块也逐渐增加。在对书面语库加大记忆的同时，也

可以让学生做到逐渐吸收已习得的语块，最终建立起翻译者自身的

语块体系。语块学习一般都是需要不断进行朗读、背诵的，在对学

生进行相关实践探究中表明，借助朗读、背诵等方式，可以更好地

帮助学生对所学习到的语块进行整理、运用。 

（三）促进学生可以积极的运用语块 

日语翻译其实就是结合原文的基本意思，根据翻译文具体的语

言环境、交际主体等相关性因素，最终选择出最为合适的日语语块，

然后将其进行有效连接的过程。日语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遵

从语块能力属于语言技能的主要标志这样的思想下，有效提高广大

学生语块能力，加强学生日语翻译能力。日语翻译教学过程中，是

要将语块作为是主要的翻译单位，以加强产出日语翻译实践训练教

学，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学生日语产出水平，保证日语翻译教学可以

得到创新性的开展。对文语篇进行翻译，不仅仅是结合语法把单词

进行简单性的串联，反而是将语块进行科学、合理性的整合，最终

建立起流畅的、符合交际场合的语言。所以这就需要结合日语翻译

教学中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机械化的语言交互活动，定期在每周

开展翻译实训活动，活动开展过程中需要规定学生运用提供的语

块，以此翻译出具体的语句和段落，对学生语块知识进行内化吸收

的真实效果进行检测。并且还需要开展半自由化的翻译实训，这时

可以向学生提供具体专题短文资料，要求学生可以对资料中所包含

的语块进行良好的归类、保存、剔除，以此可以向学生提供相同主

题的翻译练习，并要求他们能够借助使用平行资料语块，创新性地

对资料进行应用，最终形成译文。与此同时还需要安排出自由翻译

训练，学生可以自由灵活地使用以前所积累下的语块，翻译出相应

的文章。在这种翻译教学下，教师需要让学生掌握好语块结构中的

区别，即固定存在、灵活变动部分，使学生能够积极地、创新性地

运用语块中的灵活变动部分进行造句，并且还要告知学生一些语块

结构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也是可以具有非常大的弹

性，对于空缺的部分是可以进行自主性替换的，所以这其中才会具

有一定的生成性，这些语块中的空缺部分、变动部分在创新性应用

语言中是具有一定潜在性空间的。 

在加强学生日语翻译训练中，对其进行评价时，语块所应用的

数量和合理性都需要成为评价的重点，在一定的需求过程中，可以

进一步对具体性的语块进行拓展、延伸、比较，通过这种方式能够

帮助学生更快地提高自身语块运用能力。作为日语翻译教学的教

师，可以提供训练的参考翻译文章，最终寻找到译文中最为标准的

语块，在和参考翻译文章进行对比以后，发现学生练习中所使用语

块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并且要鼓励学生可以创新性地使用个人已习

得的语块。 

结束语 

日语翻译教学中语块理论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模式，针对于翻译

中语言信息处理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对

于原文的理解能力，加强翻译文的准确、地道性。同时，日语翻译

中语块理论应用对于有效产出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加强学

生交际、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能够在语言内部解决教师在教学方

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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