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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观光农业旅游英语翻译教育的方法与运用 
侯慧凡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摘要：本文主要以新时期观光农业旅游英语翻译教育的方法与运用为重点进行阐述，首先分析农业发展中引进英语翻译的意义，
其次介绍农业旅游英语翻译教育现状，再次阐述观光农业旅游英语翻译教育的途径，最后从强调英语口语训练，彰显教育实效、章
节内容结构巧妙，促进学生循序渐进学习、密切关联观光农业，加深学生对旅游专业认知几个方面深入说明并探讨观光农业旅游英
语翻译教育的方法与运用思考，旨意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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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农业成为满足时代发展趋势生成的一种全新产业，把农业

生产发展视作中心内容，密切关联农业和第三产业旅游行业，本质

上被理解为交叉类型产业。观光农业综合国家悠久农业文化，依托

农业的自然生态景象，给城市居民创设和谐与质朴的休闲娱乐空

间，不只是适应人们精神层面发展需求，还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水

平提升。观光农业的发展给予对应工作者提出标准化要求，在我国

旅游服务行业吸引外国旅客期间，旅游服务工作者自身的英语口语

表达水平关联着旅游服务质量，因此依托《观光农业旅游英语》书

籍进行更多英语翻译教育方法的创新，目的是更好的发展旅游行

业。 

一、农业发展中引进英语翻译的意义 
针对语言翻译而言，工作者应拥有大量的语文知识，简便而言，

经过系统化的国家文化与风俗习惯学习，可更为准确的完成知识传

递。结合具体情况，诸多高校都设计英语翻译课程，然而因为农业

旅游产业饱含诸多专业知识，再者民宿风气与地区特色性比较显

著，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从业工作者的翻译工作质量。与此同时，文

化背景存在不同无形中增加信息交流难度，所以每一所高校都应关

联翻译教育情况强化旅游行业知识的巧妙渗透，全方位结合课堂教

学和翻译教学，教师积极的创新教学方法，确保学生可以充分挖掘

知识内涵，提升学生今后适应工作岗位的能力。 

二、农业旅游英语翻译教育现状 
在高校开展农业旅游英语翻译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些许问题。

首先是教学气氛比较沉闷，因为英语翻译课程相对难一些，学生对

课堂学习活动的参与程度不高。并且学生学习水平存在差异，不能

跟随教师的教学进度所发展。再者旅游专业知识比较多，学生不能

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所以教学质量提升上受到影响。在枯燥的学

习气氛中，师生关系逐步疏远，自然而然降低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

其次是教学内容不够丰富，结合旅游课程教学内容，翻译课程往往

是乏味的，比如旅游英语翻译过程，包含英语翻译内容与旅游知识，

学生在学习期间应将口语训练当作基础，之后进行跨专业学习。旅

游内容比较广泛，若学生没有充分的准备，可能面临着学习困境，

所以教师要目的性的设计教学内容，全方位关联课堂教学与旅游知

识。最后是课堂信息量需要进一步扩展，旅游英语翻译教学中，教

师总是依赖文本，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教学效率，所以在上课之

前，教师应更多的补充课外知识，还应凸显课堂教学的灵活性，调

动学生学习热情。引导学生主动加入学习活动，积累旅游英语翻译

技巧，尽早适应旅游行业对旅游专业学生能力的需求。 

三、观光农业旅游英语翻译教育的途径 
（一）营造问题场景，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在具体的教学期间，

英语专业教师要创新教学方式，组织学生认真加入到课堂学习活

动，掌握英语翻译专业技巧。教师适当引进游戏教学，简便而言，

教师对课堂学习任务进行布置，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吸收相关旅

游知识。布置课外学习任务，引导学生亲身实践，积累大量的翻译

经验。并且教师要设计多样化翻译视频，将生动的视频图片呈现在

学生面前，细致讲解视频图片关键点。依托此种方式，学生全方位

掌握翻译行业的工作内容，挖掘学生学习潜能。 

（二）进行语法知识讲解，增强学生写作能力。英语翻译期间，

学生总是采取口译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然而口译过程表现出一定

随意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学生英语表达能力。所以教师要注重引

导学生进行基本功训练，围绕语法知识增强学生表述的逻辑性。并

且通过高频率的写作训练整合学生现有的语言知识体系。学生注重

口语训练，扩展自身的词汇量，可丰富学生知识视野，还可降低学

生英语翻译学习的难度，所以整合教学模式是强化教学成效的基础

条件。 

（三）注重英汉文化差异性，掌握英语翻译技巧。对于英语翻

译过程，不管是语法以及句型，都归属基础知识的范畴。关联具体

情况，翻译关键点是文化差异的学习。基于本质文化差异会引出学

生思维方式不相同，思维方式也是存在差异的，继而影响着信息传

递的效率。因此教师组织学生关心国外新闻，了解不相同国家的影

视作品，学生一方面感知地域风情，另一方面强化学生英语学习能

力。教师给学生介绍英语翻译规则，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英语翻译

习惯，继而促使学生更多的掌握英语知识，内化英语翻译技巧。 

四、观光农业旅游英语翻译教育的方法与运用思考 
（一）强调英语口语训练，彰显教育实效。在观光农业旅游英

语教学中，主要服务于观光农业的导游人员，编创的最终目的是强

化导游工作者口语表达能力，所以强调工作者口语表达与理解，把

《观光农业旅游英语》书籍的章节内容划分多个组成部分，最为关

键的便是情景交流与角色扮演。在此期间，书籍中对观光旅游的多

个场景进行模拟，教师引导学生全身心投入到情境中，组织学生完

成交流沟通，在对话模仿与还原对话形式之下，培养学生对旅游英

语的情感。比如“果园”英文教学内容，模拟旅游者参观的场景，

引发导游以及旅游者两者的对话。导游者可简便介绍旅游景点，旅

游者产生旅行需要多长时间的疑问，并且分析果园景色的别致之

处，导游需要进行逐步作答。并且关联人们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苹

果林概述，分析苹果对人类身体带来的积极影响：苹果是一种口气

清新剂，还可减少人们患有心脏疾病的几率。 

（二）章节内容结构巧妙，促进学生循序渐进学习。在《观光

农业旅游英语》学习过程中涉及几个流程，第一个流程是通过多张

图画内容与词语内容，保障学生在浏览词汇之后头脑中生成联想，

此种联想总是和主题存在关联，促使后续听力环节与阅读环节有效

进行。第二个流程是依托听力对主题进行阐述，重点是强化学生英

文听力能力，同时在听懂的前提下训练词汇发音。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应全方位的掌握主题思想，书籍的第三个部分以角色扮演为

主，可充分的锻炼学生口语表达，拟定对应场景设置完整对话，学

生学会运用英文沟通与练习。第四个流程便是练习翻译，涉及专业

用语和英语表达习惯，组织学生感知英语以及汉语两者的差异，吸

取外文表达技巧，便于内化学生英语知识体系。第五个流程是编辑

者设置阅读文本，配套对应的音频资料，学生在阅读和听读期间巩

固学生知识技能，扩展学生专业知识面。 

（三）密切关联观光农业，加深学生对旅游专业认知。观光农

业旅游英语题材选取应围绕农业旅游实践进行，学生在书籍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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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要增强自身专业能力，还应广泛的分析旅游发展现状。这本
书籍一共十个部分，包含观光农业基础概念、果园内容、菜园内容、
酒庄内容、森林内容、民族生活区内容和教育农场内容，对于“森
林旅游”内容介绍，不只包含着森林的优美静止，尤其是湖边垂柳、
鸟戏枝头，还凸显森林旅游的特点，给人们提供休闲赏景场景，学
生可以在自然中学习，依托徒步旅行和野营模式磨砺自己，在深处
冥想与静坐促使旅游者可以心灵超脱屋外，实现“天人合一”的良
好境界。森林旅游作为低碳环保的一种方式，和常规旅游景点打卡
旅游形式存在不同，旅游这件事给予人们精神带来的影响提升到全
新的高度，学习者对森林游发展情况存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结束语 
综上所述，观光农业旅游英语翻译教育对旅游行业发展产生重

要价值，各所高校应全方位综合旅游英语人才培养情况，基于观光
农业旅游英语翻译的内容和要点，不断丰富学生英语翻译知识技
能，发挥学生英语翻译能力与优势，带动旅游行业的持续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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