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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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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作为国际交往语言之一，在国家政治与经济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可以成为我国

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汉英翻译课堂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从其重要性入手，对当下汉

英翻译课堂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融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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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各国的政治、经济交流也变得

更加频繁，而在这过程中往往需要利用到英语。因此在汉英

翻译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很

多高校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这方面教学，但是在

实际中，由于一些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汉英翻译课堂教学

中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并不是非常理想，遇到了一些问题。所

有加强这方面探究是非常有必要的，高校教育人员应提高自

身在这方面的重视程度，做好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中国传统

文化的融入。

一、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的重要性

在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其中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中国传统

文化融入到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有利于学生了解我国多民

族之间的不同文化，而且通过这方面教学，也有利于学生在

翻译时能够更精准的翻译。第二，在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融

入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传播。近年来，由于

全球化经济发展，外国一些不良思想文化也传入了我国，给

我国国民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融

入中国传统文化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我

国人类智慧的结晶。将其融入到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可以

实现教学上创新，让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观。[1]

二、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状

（一）过于侧重知识和技巧，忽略传统文化的影响

由于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教师在进行汉英翻译课堂

教学中，经常会过于侧重于英语词汇、单词的翻译，对于我

国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却并不是非常关注。同时教师在平时

教学中，也过分强调了学生要以外国人的思维来翻译相关的

英语词句，而没有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在这种情

况下，虽然学生能够积累大量的英语词汇，但是对于不同语

境下词汇的掌握却不是非常精准。因此，这样就会使得学生

在英语翻译时，出现不精准的情况，从而影响实际的交流。

而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就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发

生，实现汉英精准翻译。[2]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汉英翻译中的词汇空缺

我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跟西方文化相比，中

国传统文化在词汇含义上更加地丰富。不同的词汇在不通的

语境下，传达出的含义也是不尽相同的，而且在表达方式上

也存在多样化。在汉英翻译中，如果不能充分了解我国传统

文化，就无法精准把握其中的含义，而在汉英翻译课堂教学

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够让学生更充分了解我国传统

文化，从而有效避免上述的情况发生。但现在很多高校在

这方面教学时，往往会出现中国传统文化词汇空缺的情况，

即要利用英语词汇来精准表达我国具有特殊含义的词汇比

较困难。另外，中英文化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不同的文化都

代表着一种观看世界的视角。比如我国传统文化是集多家文

化融合而成的文化语言，而英语则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语

言。从这也可以看出，想要利用英语来准确表达我国的语言

文化还是比较困难的。

（三）教学模式单一，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注入

教学模式单一会给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汉英翻译课堂

教学中带来困难，目前我国高校在汉英课堂教学中，主要还

是采用灌输式教学方式，即教师根据自身的教学经验对学生

进行翻译教学。在这过程中，主要还是以教师为主进行教学，

对学生的教学内容和进度进行控制，而学生在这过程中，主

要扮演的还是被动接受的角色。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对

于汉英翻译学习兴趣也会受到打击，出现一些不良的学习情

绪，比如无聊、枯燥等情绪。这些都会给学生翻译能力提升

带来阻碍，不利于翻译教学工作的开展。从这可以看出，中

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还跟教学模式有着

很大的关系。教师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开展汉英翻译

教学，给学生带来多样化的学习体验，提高学生对于汉英翻

译学习兴趣。[3]

（四）忽略了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素养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外，在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

还会忽略学生实际情况，即学生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素

养。众所周知，要想提高汉英翻译课堂教学的质量，教师需

要从学生实际情况入手，根据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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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案。不同的语言背后所体现的价值观念

也是不尽相同的，要想更好地进行翻译，就需要对语言所体

现的价值观念进行充分的了解。但目前，教师在进行这方面

教学时，还是以学生学习成绩为主，不关心学生实际传统文

化基础，很少专门设计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而且在高考结

束后，很少学生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习。比如，现在很

多大学生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翻译都无法精准的表达出来，这

也体现了现在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素养方面的不足，需

要教师进行这方面巩固。

三、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具体途径

（一）转变自身翻译观念

要想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到汉英课堂教学中，教

师需要转变自身翻译观念，从思想上提高自身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汉英翻译课

堂教学的关系，教师才会有意识地在平时教学中，加强中国

传统文化的融入。在实际教学中，学校需要加强中国传统文

化的宣传。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来转变教师的

教学观念。同时，教师自身也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

平时空闲的时间，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充分认识中国

传统文化融入对于汉英翻译课堂教学带来的影响，然后借助

网上查询或者图书馆查阅方式来加深自身对于这方面理解。

[4]

（二）补充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词汇和表达

通过上述现状分析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汉英翻

译中存在着词汇空缺的情况，很多时候无法利用英语词汇来

精准表达我国具有特定内涵的词汇。因此，为了提高汉英翻

译课堂教学的质量，教师需要补充个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

词汇和表达，以此来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实现学生翻译能

力提升。词汇是所有语言的基础，英语也是一样的，如果不

具备一定的词汇基础，是无法很好地开展翻译工作的。所以，

教师在具体教学中，要注意到这一点，有意识的给学生补充

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词汇，比如中国结、刺绣、

剪纸、黄袍等。通过这些词汇补充就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进

行翻译，避免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进行翻译的情况。同时，

教师还可以让学生阅读一些与我国传统文化有关的英语资

料，以此来帮助学生积累相应的词汇。

（三）重视学生翻译基本功训练

学生作为汉英翻译课堂教学的对象，其翻译基本功会

给教学质量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要想中国传统文化更好

地融入到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还需要加强学生翻译基

本功训练。在平时教学中，除了要传授一些基本的翻译方法

和技巧外，教师还需要对学生进行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翻译

训练。比如，教师可以针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物或者概

念进行训练，让学生思考在面对这些特色的实物或者概念时

应采取什么样的翻译方法，以及应怎样用英语来表达真正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加以指导。通过这种有意识的训练，

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将会得到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实

现汉英翻译课堂教学良好开展。[5]

（四）在课堂内外加强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

语言跟文化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可以说语言是文化

的重要载体，通过语言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教师在

进行这方面教学时，需要充分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只有了

解了这其中的具体内涵，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语

言，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在具体教学中，教师要将对

中英文化的差异进行详细介绍，以此来提高学生对于这两种

语言认识。这样才能够让学生熟悉这两种语言，从而实现两

种语言翻译。同时在课堂内外，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

识的学习。教师在平时课堂教学中要给学生介绍相关的传统

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对于这方面的兴趣，促使学生主动地进

行文化知识的探索。在课外的时候，教师也可以给学生布置

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小作业，让学生利用空余的时间去了解

我国传统文化，比如利用空余的时间去博物馆学习或者上网

查阅相关的知识。

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

汉英翻译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传统文化

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让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汉

英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转变自身的翻译观念，利用平

时时间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从而改变自身在这方面的认

识。同时，教师需要补充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词汇和表达，

通过有意识的给学生补充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

词汇，比如中国结、刺绣，来保证汉英翻译教学工作良好开

展。在具体教学中，教师还需要重视学生翻译基本功训练，

并且在课堂内外加强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通过有

意识训练来保障这方面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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