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143

论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刘子萍 

（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550） 

摘要：2013 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后，文化因素成为汉译英翻译考查中的重点因素。基于此变化，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

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本文将讨论跨文化意识培养对于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及对目前大

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学中跨文化意识培养出现的问题进行策略分析，从而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翻译，也为

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学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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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提出了“文化

走出去”的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这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文化自信的时代需要。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强调，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任务

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同时，大学英语课程可培养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翻译教学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中英双语间的转换是跨文化交流的桥

梁，也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和文化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学英语考试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标准化考试，其目的是促

进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工作，对大学生的英语能力进行客观、准确的

测量，为提高我国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质量提供服务。自 2013 年

12 月考次起，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对四、六级考试的试

卷结构和测试题型作局部调整。调整后，其中翻译题型由之前的句

子翻译改为段落汉译英，分值比例由 5%上升到 15%，翻译内容涉

及了中国的文化、历史、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调整过后的翻

译题目响应了国家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对学生提出了跨

文化意识培养的要求。本文将以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学为例，通

过阐述跨文化意识培养对于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意义，从不同角度

指出目前对于跨文化意识培养存在的问题， 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分

析如何加强英语翻译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培养，让学生更好地开展

正确的翻译，从而进一步达成中国文化传播的目标。 

2.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学中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必要性 

2.1 培养跨文化意识是英语翻译发展本质的需要 

中文与英文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逻辑结构、组成方式各有不同。在进行翻译教学时，不是简单地词

对词翻译，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两种语言所在的文化背景，尤

其是涉及到一些习俗语时，需要了解其中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再

结合上下文进行判断，根据目的语的行文逻辑结构重新组织语言，

从而进行准确有效的语言转换。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题型改革后涉

及中国传统节日、饮食、工艺等中国特色词汇，这对学生的跨文化

意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2 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大学生除了需要具备自己的专

业知识外，还需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仅仅是

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国家的基本情况，还需要掌握本国和世界其他

地区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历史、人文、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

的知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可以锻炼大学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

行交流合作，在交流合作中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并尊重对方的文化

习俗。 

2.3 培养跨文化意识是顺应国际全球化的时代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的趋势

已经势不可挡。英语作为全球 通用的一个语种，随着其使用需求

的逐渐增多，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国际交流中越来越重要，提高跨

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3.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学中跨文化意识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英语教材普遍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从丛教授（2000）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中

国文化失语现象”，纵观我国多层次英语教学，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却

有着一种共通的片面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物质文化、制

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内容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的

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

目前国内大学英语课程基本都是选用英美本土国家的素材，展现了

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文化，然而这些英语教材中很少出现有关于中

国元素的素材，学生在学习中没有足够的中国文化知识输入，因此

在进行四六级汉译英翻译时就会无从下手，比如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红楼梦》应该翻译成 A Dream of Red Mansion；中国传统手工艺之

一“剪纸”可以译为 Paper Cutting；中国传统节日之一“清明节”又

名“扫墓节”，可以用 Tomb sweeping day 来表示；中国特色政治词

汇之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以翻译为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aspects，但因为英语教材普遍存在“中国文化

失语”现象，许多同学在翻译关于中国文化的特色词汇的时候会觉

得陌生，这是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学中跨文化意识培养的一大阻

碍。 

3.2 教师跨文化教学深度不足 

目前虽然较多大学教师英语语言处于较高水平，但因为更注重

语言能力的教学，而忽略自身的中文素养的提高以及翻译教学中的

文化因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的跨文化教学深度是不足的。在四六

级汉译英中时常会考查一些中国特色政治词汇，有些教师虽掌握较

高的英语水平，但不了解一些专有名词背后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因素，

就无法向学生传达此类政治词汇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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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生缺乏跨文化知识素养 

除了教师的跨文化教学缺乏深度外，目前学生也缺乏跨文化知

识素养，对于英语翻译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的语言知识上，对语言

背后的文化底蕴知之甚少。在四六级翻译方面，需要补充学习的有

关中国的文化知识非常之多，学生也没有意识去主动了解和学习，

更不利于中国的学生向外界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4.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学中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策略分析 

4.1 改进英语教材，增添中国元素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2001）提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

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

更重要。”因此两种文化在英语翻译教学和教材中都要有所涉及，而

不能厚此薄彼。目前在大学英语的课堂中，英语教材普遍存在“中

国文化失语”现象，缺少含有中国元素的文章。因此，教材的编辑

团队在编写修订教材时可以增加一些反映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文章，

一是可以让学生学习到如何用英语思维来描述有关于中国的社会和

文化现象，二是也可以让学生去了解从国外的视角是如何看待中国

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将中国元素融入英语教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会在潜移默化中增强跨文化意识，对于翻译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英语教材中，人物叙事是较为普遍的一种题材，在教材中大

多数选取的都是来自国外的名人轶事，例如在《新视野大学英语 3》

（第三版）第三单元 A 篇就是对于著名影星奥黛丽·赫本的生平介

绍，讲述了她对电影行业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对国际儿童事业所做

出的贡献。那么在面向中国大学生的英语教材中也可以增加对世界

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物的篇章，例如孔子、孟子、老子等文化名家，

他们所总结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千百年来影响着无数中国人的思想。

在英语教材中添加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可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也可以帮助学生培养跨文化意识，从而能在四六级翻译中运用跨文

化思维去理解文本。 

4.2 教师优化教学环节 

在翻译教学的课堂中，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以往的课堂中教

师忽略了翻译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在跨文化教学上的深度不足，因

此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优化自己的教学环节。 

首先可以增加有关中国文化的教学活动，在大学英语课本中基

本上都是选用英美本土国家的素材，教师可以在授课中进行中西文

化的对比。当文章中出现讲述西方的传统文化节日时，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进行中西方传统文化节日对比，例如将西方的圣诞节与中国

相似的春节，或者是西方的情人节与中国的七夕节进行对比，引导

学生从历史起源、庆祝方式、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比较两者的不同，

以搜集资料、集体讨论、小组汇报的方式自主完成教师优化的教学

环节。通过开展中西文化对比的课堂教学活动，教师帮助学生加深

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引起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激发学生传播

中国文化的热情。 

另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中将文化因素与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相结合。翻译策略一般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异化，另一种是归化。

其中异化策略是指在翻译时保留源语的语言特色，而归化则是在翻

译时更多地倾向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特色，让读者更容易融入到语境

中。在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策略下，可以根据具体情形来运用音译、

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在四六级翻译真题中有时会出现一些例如

“功夫”、“旗袍”、“点心”等中国特有词汇时，因为英文中没有同

等对应词汇，需要保留源语特色，因此运用音译的翻译方法分别翻

译成“kung fu”、“cheongsam”和“dim sum”。教师在讲解时注意需

要说明许多中国特色文化词汇进行音译时是参照粤语发音而来。粤

语在海外华人中的使用占比率极高，因此许多中国文化词汇的英语

发音与粤语发音相似，其中第二个词汇“旗袍”在粤语中又可以称

为“长衫”，因此在英语中被译为“cheongsam”。文化背景的描述有

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词语英译的来源，从而有兴趣学习词

汇、传播中国文化。保留源语的语言特色是必要的，但是不同民族

具有不同的文化规范。翻译中如希望充分实现译文的可接受性，就

需尽力要向目标语的文化规范靠（Toury, 1995: 56-57），这需要进行

文化层面的转换。译文有时也需简单明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理解

能力，比如翻译俗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时，如果使用直译的

方法翻译就是“If one does not enter the tiger’s lair, how can he except to 

catch the tiger’s cubs?”，但是对于读者来说较难理解，因此更适合

使用意译的翻译方法，翻译成“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以

便较为流畅、地道地再现原文的意义。 

4.3 学生主动强化跨文化知识学习 

除了改进的英语教材及教师优化的教学环节，学生自身也需主

动强化跨文化知识学习。学生可以观看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纪

录片，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也可以观察从其

他国家的角度如何来刻画中国。学生除了传统的学习方式之外，更

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例如主动探索国内国外自媒体平台，建立

个人账号，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优质内容，吸引国内外人士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学生来说，主动加强跨文化知识学习，不

仅在未来的翻译实践中可以更好地英译有关中国元素的文本，更重

要的是在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

播的践行者。 

5.结语 

综上所述，在改革后的四六级翻译教学中，要高度重视培养学

生良好的跨文化意识。在完善高校英语教材的基础上，教师也要优

化教学环节，学生加强跨文化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升学生的

跨文化意识，增强文化传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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