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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 OBE 理念俄语翻译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
陈雅男　孙　岩　张敏幻　周晓微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随着中俄合作交流地不断深化，社会发展对俄语翻译

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本文根据应用型人才的特点，以民办高校

俄语专业为例，结合俄语翻译教学现状，探究 OBE 教育理念指导

下翻译教学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

方面“应用性、实践性”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助力俄语翻译教学

的发展，以期提高应用型俄语翻译人才的质量，为中俄合作交流

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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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与俄罗斯

等国家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对俄语人才的需求也

更加迫切。翻译能力是衡量俄语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高校作为

培养人才的摇篮，为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俄语翻译人才，俄语专业

的翻译教学应该引起学界重视。

近年来，关于国内高校俄语翻译方面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

学者的关注，如学者王淇、王一楠、马佳、艾尔肯·肉孜·艾尔图其、

关秀娟等重点研究了俄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学者杨芳、李磊荣、

程海东、杨莉、杨宏宇、季娇阳等对俄语翻译课程体系进行研究；

还有一部份学者研究俄语翻译教学法如学者董红晶、吴丽坤、纪

春萍、邓指辉、周健、刘尚伟等等。尽管当前的研究成果有很多，

但是对于民办高校俄语专业翻译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还是远远不

够的。民办院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

中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为社会进步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民

办院校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探究民办高校俄语专业

翻译教学模式改革同样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根据应用型人才的

特点，以民办高校俄语专业为例，探究 OBE 教育理念指导下翻译

教学中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应

用性、实践性”进行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助力俄语翻译教学的发展，

以期提高应用型俄语翻译人才的质量，为中俄合作交流源源不断

地输送人才。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应用型人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指出：“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

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

培养规模……”。有研究表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是“对经济转型历史背景下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工作的战略部署，也是国家层面第一次将应用型人才培

养写入正式文件”。潘懋元认为学术型人才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

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客观规律转化为科学原理；应用

型人才的主要任务是将科学原理直接应用于社会实践领域，从而

为社会创造直接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在此基础上，吴中江认

为应用型人才的核心是“用”，本质是学以致用，“用”的基础

的是掌握知识和能力，“用”的对象是社会实践，“用”的目的

是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

（二）OBE 教育理念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于 1981

年由美国学者 Spady 提出，此后被美国、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引入其课程改革中，效果显著。成果导向教

育核心包括成果导向、学生为中心和持续改进，强调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教育效果，更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效果，而非传统意

义的教育投入和以教师为中心。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下的教学设计

和教学目标均是围绕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取得的学习成果而设置的，

体现“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成果导向的教学设计遵循反向设

计原则。

三、民办高校俄语专业翻译教学“应用性”改革

民办高校俄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

创新意识、外贸活动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能从事与俄语相关的对

外经贸、文化交流、新闻出版、涉外旅游等方面工作。提高民办

院校俄语翻译人才的质量，关键在于提高其应用能力和实践水平。

而提高俄语翻译人才的应用能力和实践水平，重点是对俄语专业

翻译教学进行“应用性”的改革。尽管不同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各不相同，但是都可以结合区域优势和办学特色，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应用性”改革。

（一）俄语翻译课程教学内容

俄语翻译教学的内容通常以教材为主，优点是具有权威性和

系统性，缺点是内容滞后缺少时效性、体裁单一缺少实践性、无

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场合比较有限，因此

常常会造成“学而无用”的困扰，即对于“一带一路”“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等词汇学生往往倒背如流，而对于生活中的日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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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翻译却仍然存在困难。此外，民办高校的学生通常学习自主

性较差，语言的基础会相对薄弱一些，在相同的阶段学习这些俄

语翻译类的教材，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会有一些难度，学习和应用

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不同于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教学内容具有理

论性和探究性的特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内容的“应用性”

应体现在教学内容学了能用、即学即用，可以在 OBE 教育理念的

指导下，从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出发对教学内容进行反向设计，

即“课程设计从培养目标反向设计以确定所有迈向顶峰成果的教

学的适切性”，从而增强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实用性。

（二）俄语翻译课程教学方法

语言类课程的教学方法一般强调精讲多练。但是长期以来在

俄语翻译教学中仍然保留着“教师讲，学生记”的传统教学方式。

近年来通过进行 OBE 教学改革，教学模式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

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使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俄语翻译教学方法

的“应用性”可以体现在注重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实践结

合的基础上，避免“填鸭式”和“满堂灌”，注意使用启发式教学、

互动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

还包括译者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所以不同人翻译的结果各不相同。

不断强调在学中用、在用中学，使学生在这样的实践中不断地巩

固知识、锻炼能力并提升素质。

（三）俄语翻译教学评价体系

当前高校俄语专业翻译教学的评价方式依然以纸笔测试为主。

纸笔测试的成绩可以直观的体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但是“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规格是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具有较强应用性和

职业性的专门人才”，显然只有纸笔测试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

丰富翻译教学的评价体系，增加翻译技能和翻译能力的测评形式

和比例，评价的重点由期末转向日常，强调学习的过程性。对毕

业生的毕业要求一般可以通过翻译实践报告、实习实训等方式综

合联系理论知识、翻译能力和职业素养进行考评，评价的主体不

仅包括任教老师还有政府职能部门的主管、行业企业代表，全面、

客观、公平、公正地对俄语翻译教学成果予以考核和评价。

（四）俄语翻译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从事翻译教学的老师的专业背景、实践经历甚至发展规划是

翻译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教师队伍关系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

养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俄语翻译教学师资队伍的“应用性”，

首先，教师队伍的建设除了年龄构成、学历构成、职称构成、师

风师德、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以外，还要注重考虑其应用能力、

实践背景；第二，加强自有教师俄语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的学习，

通过到行业企业交流学习增强自身的实践能力，掌握先进的翻译

技术和本领；第三，教师队伍的构成还应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主管

和行业企业的优秀代表等，加强产学研的不断融合，提升俄语翻

译教学质量，支撑应用型俄语翻译人才的培养。

四、结语

高等外语教育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应用型本科院校要

培养高素质的俄语翻译人才就要主动求变，各高校俄语专业推进

俄语翻译教学的改革应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中，关键是俄语翻译人才的应用能力和实践水平的提高。提高民

办院校俄语专业翻译教学的水平，仍然需要增加翻译教学中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应用性、

实践性”。结合 OBE 教学理念，从“教什么学什么”转变为“学

什么教什么”，加强“学”和“用”紧密联系、相辅相成，达成

学以致用的目的，以此提升俄语翻译人才的实践能力以及人才的

市场竞争力，从而推动民办高校应用型俄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发

展。

参考文献：

[1] 董红晶，吴丽坤 . 俄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现存问题与对策

研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11）：156-160.

[2] 潘懋元，石慧霞 .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探源 [J]. 江苏高教，

2009（01）：7-10.

[3]吴中江，黄成亮.应用型人才内涵及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02）：66-70.

[4] 李志义 . 成果导向的教学设计 [J]. 中国大学教学，2015（03）：

32-39.

[5] 孙岩 .“一带一路”建设中民办高校国际化俄语人才培养

探析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7）：

177-179.

作者简介：

陈雅男（1992-），女，汉族，黑龙江宁安人，硕士研究生，

讲师，研究专长：俄语翻译、教学法。

孙岩（1971-），女，汉族，吉林舒兰人，文化学博士，教授，

研究专长：俄语教学法、俄罗斯文化学、俄罗斯区域学。

张敏幻（1981-），女，满族，吉林伊通人，硕士研究生，讲

师，研究专长：俄语翻译。

周晓微（1988-），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在读博士，讲师，

研究专长：国际经济与贸易、俄语教学法、俄罗斯问题、文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