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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翻译教学模式往往重视知识传授和语言能力操练，

教学理论上以教材和老师为中心，学生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缺乏主动参与教学与互动的积极性；学生学业评价也多以一次或

两次的卷面考试来决定。翻译教学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的培养，其

评价过程已远远超越了单一的考试形式，而是一个系统工程。翻

译教学中学生学习评价应由形成性评价决定。学生总评不应依赖

一次或来两次的测验成绩决定，而是通过对其整个学习过程、学

习态度和学习进展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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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根据翻译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2）和商务英语专业翻

译课程性质，不难得出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

获得基本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和处理实不同商务问题的业务能力。

因此，培养学生的商务笔译能力就成了商务英语翻译堂的重中之

重。然而，目前在商务英语翻译课堂中，以“课本为中心”和“教

师讲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依然沿用。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依然将教学的中心放在传授翻译知识和

技能上，这样学生对翻译知识和技能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却只是

纸上谈兵，一进行翻译实践，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同时，由于教

师在翻译课堂，侧重点放在词语、句子和商务语篇的翻译技巧的

讲解上，老师依然主导整个课堂，学生只是别动的知识接受者，

使得学生缺乏学习的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传统翻译课堂的考试方式也过去陈旧，学生学业评价也多以

一次或两次的卷面考试来决定。大多数教师是通过学生的平时翻

译作业对学生的翻译能力和水平进行评价，然后通过一次卷面翻

译考试作为终结性考试就对学生的翻译能力进行评估。

基于此，这种传统的翻译考核方式不一定能够真实评估出学

生的翻译能力。因为翻译是需要反复实践的课程，一两次的翻译

成绩不足以评判学生的翻译能力的实际情况；其次，仅仅是老师

对学生翻译作业根据参考译文进行评价，教师批改作业的工作量

增大；而学生仅仅被告知翻译成绩，却无法知道自己在翻译过程

中的薄弱环节，导致学生对自己的翻译能力无法做出有针对的学

习。

在这一背景下，翻译教师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生的翻译过程，

而不仅仅是翻译结果，并通过引导学生关注翻译过程来促进其笔

译能力的发展，并积极构建笔译能力评估体系，对学生笔译能力

进行形成性评估（吴青，2014）。

二、翻译教学形成性评价研究综述

相对于传统的终结性评价而言，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学习过

程的评价，是基于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教师通过对传统终结性

考核方式的反思，逐渐重视学生个体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而非

仅仅关注学习的结果。形成性评价有利于摆脱传统终结性考核的

弊端，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的积极性，促使学生从

被动接受教师评价的角色变为积极参与整个学习过程的评价的主

体。

翻译教学形成性评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讲，翻译教

学形成评价主要涵盖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上的活动，例如：学生在

课堂上问答问题、与教师进行互动、学生课上或课后的作业提交、

翻译心得展示以及教师对学生翻译作业和翻译心得点评等。

而广义上讲，翻译教学的形成性评价不仅仅涵盖学生和教师

在翻译课堂上的活动，教师还应该对学生学习状态和教学互动过

程有所把控，并对学生学习过程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反馈与提出的

相应对策。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时，教师要考虑多种因素，

例如，翻译材料的选择等等。运行流畅的翻译教学评价有利于促

进教师和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转变，有利于促进师生活动和生生

互动，使学生更积极的参与进来，对学生的翻译能力会有较大的

提升，同时还可以提升教师的翻译教学水平。

三、翻译形成性评价在商务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一）实验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涉及 2016 级和 2017 级商务英语本科两个班级。研究

时间为两个学期。实验班为 2016 级 1 班（40 人），其对照班为

2016 级 2 班（38 人）；2017 级 1 班（40 人）为实验班，对照班

为 2017 级 2 班（38 人）。笔者以研究者同时又以教师的身份将翻

译形成性评价应用于实验班的翻译教学中，授课时间是这两个年

级的第三学期。对照班仍然采用传统的终结性评价模式，以翻译

作业和期末卷面考试进行终结性评价。

（二）实验过程

本研究中试图构建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导的评价与反馈机制。

整个翻译性评价包括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

四个部分。实验班的学生皆为评价主体，通过评价学生的个人表

现和集体表现，重点评价译文协作生产的过程。

教师不仅要对案例翻译的每一个流程进行分析研究，也要对

翻译评价结果的每一个流程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每一部分的教学

目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的实践合理性都要进行检查。根据商

务英语翻译课堂的性质，教师在课堂初始，需要告知学生不同商

务语篇的文体特点和相应的翻译评价标准。比如：学生在翻译中

英文企业外宣材料时，应该注意了解目标文体的行文特点，注意

表达的准确性；在翻译广告语篇时，应该更多强调广告翻译的功

能性特点，强调读者的接受程度等等。学生在进行翻译自评和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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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互评时，才能够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学生自评主要是学生和教师在共同讨论翻译标准后，把每次

的翻译练习写在统一的练习本上，包含翻译原文、翻译译文、翻

译修改过程、翻译定稿和教师所给的参考译文。学生在根据具体

的翻译标准如：翻译内容是否符合原文意思，符合原文风格；表

达是否符合逻辑、清晰，语句是否顺畅等对自己的翻译作品进行

评价，并填写翻译自评表，并指出需要改进之处。通过学生自评，

学生可以及时发现自己的优缺点，提高课堂参与度，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学生互评主要是将实验班学生分组，小组内成员互相评价翻

译作品；小组间互相评价翻译作品。每个小组投票选出一位成绩

优异责任心较强的学生担任小组负责人，小组负责人填写互评表。

每个小组成员必须在讲台展示其翻译练习内容，形式主要为课堂

ppt 展示。剩余小组以组为单位，由每组组长组织对坐翻译展示的

同学进行打分，所有组员的平均分即为同学互评分。互评表应该

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商讨所翻译语篇风格和翻译标准后制定，学生

互评主要依据互评表打分进行。学生互评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团

队合作精神，也可以让学生及时发现自身学习过程中的不足，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生生互动。

教师评价主要是教师对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技巧和策略

的应用情况和学生学习态度等方面的评估。教师定期在翻译课堂

对学生的翻译作品进行讲评，及时分析学生译文的优缺点，并及

时答疑解惑。同时，教师需要提供更多的翻译范文或平行文本，

以加强学生对所学翻译知识的理解运用。教师在进行翻译讲评时，

不能简单地评判好与不好，而应该根据学生译文的具体情况、具

体文体，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指导。

本实验通过翻译原文和译文分析、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活

动，让学生能够积极参到翻译课堂，学生不再是课堂的被动接受者，

而是课堂的积极参与者。这极大地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加强了课堂过程中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力度。同时，学生参与翻

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评价，也有利于提升其翻译批判思维和翻译

批评和认知能力。

（三）实验结果

本项目围绕上述形成性的过程设计了形成性评价手段问卷调

查，问卷共设 6 个选择题，每题有四个选项，分别为 A（强烈反对），

B（反对），C（赞同）和 D（非常赞同）。问题分别为：

1. 学生自我评价可以提升学生翻译能力；

2. 学生互评和生生间的翻译反馈能够提升学生翻译能力；

3. 小组评价和小组翻译反馈可以提升翻译能力；

4. 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互评、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这四种评

价方式，哪种方式最为有效？

5.这种翻译过程性的评价对学生的翻译能力水平做到了公平、

合理、客观的评价；

6. 与传统终结性的翻译评价模式相比，翻译过程形成性评价

更为有效。

参与调查者为两届实验班学生，共计 80 人。87% 的学生认

为学生自评有助于提升翻译能力；所有学生都认可学生互相评价

对翻译能力很有帮助；93% 的学生赞同小组协作评价；95% 认为

译员互评和小组协同评价能够反馈真实结果。但是参与调查的学

生对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的有效性持有不

同观点。其中 50% 的学生认为老师的评价更具有权威性，而仅有

20% 的学生认可学生互评和小组评价的有效性，他们认为通过学

生互评和小组评价可以增强生生互动，但是对学生互评和小组评

价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25% 的学生认为自我评价非常有效，自

我评价过程有助于发现问题，增强语言分析能力，强化自我评判

能力。90% 以上的学生认为，相比较传统的测试法和终结性的评

价方法，这些形成性评价手段对他们的翻译能力做到了比较公平

客观的评价，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培养他们的翻译素养和能力，增

强他们的翻译技能和语言分析能力。

四、结语

传统的翻译课堂以教师为主导，翻译课堂仅仅是教师讲授翻

译技巧和分析翻译译文，学生根据翻译译文进行订正翻译；翻译

评价模式也是仅以终结性的评价为主，对于学生翻译过程的主体

性和能动性会有忽视，难以调动学生在翻译课堂的积极性，不利

于在翻译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翻译素养和能力。在翻译课堂中，应

该采用形成性评价为主导的评价与反馈机制。通过学生自评、学

生互评、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四个流程，关注翻译教学过程，关

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评估。在动态的翻译教学和翻译过程中，积

极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让学生积极参与翻译教学过程和

翻译评价过程。在师生和生生的动态翻译评价和反馈中，引导学

生进行探究式学习，积极培养学生翻译批判思维和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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