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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文化也在不断地融合与碰撞，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优秀的翻译人才成

为了不同语言\文化互相沟通的桥梁。高校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基地，传统的重语言教学模式存在较大弊端，

忽视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面对此现状，高校应该坚持与时俱进，在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改革教

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运用新技术，重视学生文化涵养的提高，为社会输送优秀的高素质、复合型翻译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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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翻译人才主要来源于高校的外语翻译专业，通

过不同的外语专业培养不同的翻译专业人员。随着中外文

化不断深入的交流，高质量、创新型、复合型翻译人才将

主导市场需求。而我国高等教育翻译专业培养理念较为传

统，并且模式相对单一，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缺口。针对

我国高校翻译教学现状存在的不同问题，从翻译的定位出

发，科学全面把握，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注重学生能

力，从而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1  高校培养翻译人才的研究 

1.1  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国家经

济发展，国内外的经济贸易、文化沟通、友好建交等一系

列的交流对接，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目前随着

科技的发展，各个国家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整个地球村

人们已经步入到了信息时代，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生

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及变化。翻译人才不仅要

翻译语言和文字，还需要引进国外科学，获取最新信息，

与其他国家进行技术合作等。因此，翻译人才担负着改变

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重要责任。 
1.2  当下翻译人才的缺点 
现阶段我国并不缺少翻译人员，缺少的是能够真正翻

译出其他国家人员所表达的精神思想含义的翻译人才。目

前我国高校培养翻译人才一般为翻译通才教育，仅仅培养

双语互译的能力，忽略了翻译人才综合能力的核心素养，

这导致部分翻译人才并不能达到一个优秀译者的职业水

准。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育大纲中提出的翻译课程单

项要求大致为，能够运用翻译理论知识和技巧翻译出报刊

的文章及文学作品，将我国的文化作品翻译成英文。如此

一来高校翻译教育人员只是按部就班来教授学生知识学

习，仅以课本为重心进行培养。目前高校的普遍情况是，

以书面知识来教授学生翻译基础、翻译理论以此来培养翻

译人才，如此单方面地培养翻译人才并不能有效提升翻译

人才的综合能力，以书面知识、口头教授来培养翻译人才

只会局限翻译人才的翻译才能。其实培养翻译人才不仅仅

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拥有英汉互译的能力，还需要培养翻译

人才的综合能力与其所必需的职业道德。 

2  跨文化思想语言差异的表现形式 

2.1  语言习惯的差异 
因为地域文化不同，对于语言表达习惯来说也是大相

径庭。语言的习惯是伴随着长期的社会生活所改变的，也

可以说语言习惯是在生活生产中所形成的。不同的生活环

境及生产需求会造成语言习惯的巨大差别，以美国为例，

在对别人称呼时，会提及姓名然后连带附加“先生”“女

士”之类的，而我国直呼对方姓名意味着生疏、傲然，一

般只称呼对方姓氏如“赵师傅”“钱经理”“孙老板”。所

以说在每个国家及地区都有着不同的语言习惯，在翻译的

过程中需要翻译人员注意各个地区语言习惯，从而精准并

完整地传达对方思想精神。 
2.2  思维方式的差别 
思维方式对于语言文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能

完整地了解不同地域人群文化思维，那就不可能完整地翻

译出对方所想表达的精神思想。我国经历了长久的发展，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战火、王朝

变更和兴衰危亡中形成了“上下同欲者胜”的集体文化，

说的是集体合作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认为集体力量远大

于个人力量，而语言也是受其影响在表达方式上较为含

蓄。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西方的文化思想与思维方式认

为个人主义远超于集体主义，从西方影视中就能看出西方

崇拜个人英雄主义，所以在语言表达与思维上表达比较直

接，这与我国思维思想有着巨大的差别。 

3  跨文化视域下加强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对策 

3.1  加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认知 
文化差异是翻译过程中的难点、重点，只有深度的了

解文化差异，才能够更好地翻译其中的思想与内涵。其实

翻译能力的提高在于长期的培养，翻译过程中学习或者学

习之中翻译，两者之间进行交互。在这中间寻找文化的差

异，逐渐地认知并加强对文化差异的了解，这样才能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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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提升翻译能力。翻译能力的培养是需要经过漫长且复

杂的知识学习过程与知识积累的。如果想要在原有基础上

提高高校学生翻译水平，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开展跨文化

互动类的活动，这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活动。而

在实际部分高校翻译课程中，部分的学生对于翻译知识的

学习还是以课堂理论知识与课本知识为中心，对于文化差

异并不重视，也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形成进行了解研究，同

时对于自身在翻译过程中的问题也并不自知。针对于这一

方面，在今后的培养翻译人才课程中，教育工作者应当重

点关注学生对文化差异的认知，并帮助学生做好充分的长

期学习文化差异的准备，结合目前学生的现状来进行有针

对的教学方案，合理地培养学生的思维习惯。 
3.2  合理化设计课程内容 
在翻译专业课程学习中，部分教育工作者仅以课本知

识为主体，并不会传播其他知识文化，殊不知引导学生进

行文化了解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翻译水平，因此无法有效

引领学生探究学习翻译。其实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所需要

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知识文化、文化背景、风土人情、

社会现状这些相对于专业翻译知识更是占据了绝大部分，

所以翻译专业知识只是基础，在基础之上还需要通过在课

程中学习积累、视野拓展等一系列的内容丰富自身。因此，

高校教育培养专业翻译人才应当把教学重点放在差异文化

的深入挖掘中，一方面针对学生学习能力而制定出符合学

生学习的口语、听力、写作等趣味性活动；另一方面还需

要加强学生选修课程的教学力度，充分地充实学生的知识

面，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帮助高校学生将翻译知识与翻

译底蕴基础打好。在专业课程之外，可以以丰富有趣的历

史人文、时下现状等部分课外知识来进行研究探讨活动，

只有真正地了解异国文化差异，才能深入地进行语言翻译。 
3.3  积极开展翻译实践训练 
在我国高校翻译专业课程中，教师教授学生基本为填

鸭式的传统教学模式，通过课本来进行理论知识讲解，这

种以浅显口语交流来教授学生的方式并不能有效地培养

高水准翻译人才。高校培养翻译人才首先的重心是打破传

统教育模式，也需要打破传统教育给学生带来的局限性，

这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齐心协力，根据目前国际实时变化

与人才市场需求来制定出专业的适合翻译人才培养的全

新模式。实际上在高校教育中，翻译课程中翻译训练本质

上就是一种帮助学生提高翻译转换语言技能的教授活动，

因此只需要翻译专业教育者在讲授课程中重点开展基本

功的专项训练，结合目前学生的学习现状来进行不同的重

点问题训练和题材训练，让学生在一定的帮助下潜移默化

的学习，从而找到翻译规律并掌握。在高校的翻译教学中，

许多学生进行翻译任务时基本不能完整地表述思想与精

神，常常会产生文理不通的感觉，这些原因还是由于对文

化之间差异并不了解造成的。要想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些问

题，需要教育从业者重视主语的重要性和主语的利用完整

度，指导学生合理化地进行应用被动式，从而完整自如地

在语言之间进行流畅的切换。 
3.4  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力量 
现如今，新课程改革工作已经逐渐地深入，无论是教

育模式的变更还是教学体系的转换，以学生为主体地位的

趋势已经逐渐地凸显出来，虽然学生的地位增高，但是依

然离不开教育工作者的引导。任何学生的学习都是在教育

者的引导下进行的，翻译专业更是离不开教育者的指引，

教育者翻译能力与翻译人才培养也是有着很大的联系。部

分教师对于翻译专业课程可能了如指掌，拥有丰富的翻译

基本知识理论，但是实际翻译能力比较缺乏，不能依托不

同的翻译理论和不同的地域文化实践总结进行课程教学。

首先，在高校之中应当进行评比，选取优秀的青年翻译教

师为其提供国外的学习机会。学习翻译需要进入翻译目标

的所在地，深度地融入其文化寻找文化的差异之处。一方

面希望教育者能学习国外优秀的教学模式及文化知识，并

完整地代入我国高校课堂中；另一方面还是帮助教育工作

者实地进行语言实践并真实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以

及地域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来全方面地提升翻译教学中内

容的准确性。不仅如此，高校教育者还需要不断地对自身

进行强化，强化文化素养以及文化知识修养，并且积极地

开展并投入各个翻译实践训练当中，贴近学生、融入学生、

深入地探究学生的学习需求及现状，有针对性地制定翻译

课程方案，以此培养职业翻译人才。 

4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的精髓不在于文字的转换，优秀的职

业翻译人才需要深入了解异国文化，完整翻译并传播异国

思想文化精神，但是目前翻译人才并不能达到此水准。高

校需要对现有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摆脱现有外语教学

的固态模式，以全新的教学形式应对如今社会需求，更好

地为社会及国家培养翻译人才。通过规范、专业、科学的

翻译培训，结合实践翻译训练以异国文化为主题进行培养

教学，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高校培养翻译人才不足的问题。 
 

作者简介：赵阿茹娜（1977.5—），女，蒙古族，内

蒙古包头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汉翻译，英

国文学。 
课题：本文为校级课题“翻译专业 2019 版人才培养

方案研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为“BSJG18Z001-12”。 

 
【参考文献】 

[1] 李东君.基于跨文化视角下高校外语教学中翻译能力培养途径[J].海外英语，2020（17）：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