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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双语高校官方微信平台之探索 

——以三亚学院“外院官微新视角”大创项目为例 
李  娇 

（三亚学院  海南三亚  572022） 

【摘  要】在全民追求快速的移动传播时代，高校官方微信平台备受推崇。在网络背景下，官微作为一种代表性的互

联网媒体，可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传播与宣传多元文化的平台，以促进高校官方微信平台的进步，提高其独

特性。本文通过浅析三亚学院外国语学院新推出的“外院官微新视角”项目，总结中英双语环境的高校官

方微信平台的优劣势，设立中英双语高校官方微信平台的意义、目的以及相应的改进措施。希望本文的探

讨能为双语版官方微信平台的设立与改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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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英双语环境的高校官方微信平台的优劣势 

世界上的语言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由于不同语言具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因而这些语言在使用中都各具

特色。众所周知，英语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官方语言，而

中国的汉语又是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因而这两种

语言在使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中英语

言所表现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书面作品中，也表现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其中就包括官微。 
1.1  中英双语环境下的官方微信平台的优势 
1.1.1  内容的全面性 
相较于单语的官微，中英双语背景下的官微，内容上

更具全面性，文章中既有中文传统的表达方式，也有英文

地道的语言文化知识。只有在充分掌握好母语的前提下，

才能更好地掌握、理解、使用另一种语言。基于这种情况，

就三亚学院外国语学院“外院官微新视角”大创项目而言，

内容形式上比原来官方微信平台更具多样性、语言表达形

式上更具多元性。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在文稿下方增加

了大众、著者、译者等对于该文本的英文感想或解读，从

而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加深了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帮助

读者了解社会的多样性以及文化的差异化，使其乐在其

中。 
1.1.2 增加趣味，拓展文化 
中文与英文双语的搭配，缓解了读者大篇幅地阅读中

文的枯燥感，增添了语言间逻辑转换的新鲜感与阅读乐

趣。同时，好的双语阅读体验可以给人美的视觉感受、互

通双语的心灵感受，从而陶冶跨文化的情操，增强文化认

同感，增强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为多元发展做准备，

无形中为读者之后的语言能力的发展做好准备。 
1.1.3  培养双语意识，锻炼思维能力 
中英双语的推文内容给予读者运用双语评论的灵感，

逐步建立读者运用中英双语的阅读意识、评论意识。多掌

握一门语言，的确能多一种手段，多一种看问题的角度和

思路。同时，给予读者两种阅读方式的选择，具有较强的

语言选择性与信息阅读的个人化与碎片化等特点，给予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语言选择的机会，减少不同文化水平所带

来的阅读障碍。中英双语的高校官方微信平台模式可以在

阅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学习另一种语言文化，有利于提

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思维转换能力，也有利于抽象思维的

能力与协调的能力，记忆能力与反应速度。 
1.2  中英双语环境下的官方微信平台的劣势 
1.2.1  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运用中英双语的官方微信平台的文章并非全部将中

文翻译成英文，而是著者、译者再通读全文之后，主观选

择文章中趣味性较高，或话题性较强的内容进行针对性地

翻译与解读。这就可能引起少数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只是单

纯的单语文字，同时也会减少对未曾涉及的知识进行深度

探索的乐趣与动机。 
1.2.2  译者翻译技术的有限性 
中英双语环境下的官方微信平台最核心的要点是中

英两种语言的互相渗透与翻译。这就要求译者能够在深度

理解中文文本的情况下，运用地道的英文较为熟练地翻译

出来，并且不出错。然而，大学生的翻译经验有限，所掌

握的翻译技能也还需提高与完善。因此，需要中英双语转

换的文本也许需要稍加斟酌，才可在读者中起正确的引导

作用。加之，中英双语的环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不宜过

于强调，还是得在中文的基础上稍做译文转换，同时还应

避免语言的形式化。 
1.2.3  读者阅读兴趣的差异性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读者的阅读

兴趣与偏好都是不同的。一些读者喜欢新颖的文章立意与

内容，而不在意文章表现形式。中英双语的内容的穿插排

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或打断读者的阅读思绪。一些读者

喜欢有针对性地阅读文本中的英文部分，从而会更加关注

英文译文的语法的规范性与文化的关联性。不同的阅读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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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也会影响中英双语环境下的高校官方微信平台的阅读

量与发展。 

2  设立中英双语高校官方微信平台的意义与目的 

移动传播时代，高校官方微信平台正在或者已经取代

校报、广播站、电视台等校园传统媒体的部分核心功能成

为校园媒体的主流，担负着展示学校品牌形象、提升师生

凝聚力、召唤校友爱校情感、塑造优秀大学文化、拓展对

外宣传渠道等功能。与此同时，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之

一，重要性不言而喻。“外院官微新视角”项目，建立的

目的是用学生所学英语知识、技能为学院宣传服务，并使

其在实践中体会翻译学习乐趣。该项目以学生在课堂及课

余时间所学的知识条目为基础，以翻译语言为乐趣，在原

有的官微平台上，增添主题需要英文板块内容，以此凸显

外语学院的双语特色，吸引更多读者。 
当前我国中小学校大都在传统的校园报刊等形式的

基础上，利用学校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传播校园新闻，

以增强与家庭和社会的互动，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通

过设立中英双语高校官方微信平台，一方面可以增强译者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提升阅读、翻译、材料收集

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官方微信平台的推文

的质量与阅读点击量。除此之外，在原有基础上增加英文

内容，不仅与学生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能激发学生英语

学习乐趣，而且顺应了新时代文化发展多样化的趋势。 

3  针对中英双语环境下的官微劣势的改进措施 

3.1  要强化自身写作和翻译能力以提升中英双语
转换意识  

3.1.1  强化写作能力 
尽管如今新媒体在快速经历着形式上的更新迭代，未

来还可能出现新的校园信息传播渠道，但对于校园官方平

台推文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对于文本内容

的快速精准捕捉、对于用词造句的精准锤炼等。官方微信

平台在日常发布推文中，文稿需要涉及不同方面的事件，

这就需要译者在日常工作中提升自身写作能力，使中文表

达言简意赅。在中文基础上的英文才能更有逻辑性的被表

达出来，才能使官微上的文章中的语言表达更加地道，展

现文稿所具有的价值性，对读者进行正确观念引导。但是，

译者要想在工作中提升自身写作能力，首先就是要对书籍

进行阅读，强化自身专业层面，掌握具有较高技巧的写作

能力和逻辑意识使自身的文笔更加让读者理解。 
3.1.2  提高翻译的准确度与明确语言表达风格 
翻译是在准确（信）、通顺（达）、优美（雅）的基础

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官微

是体现学院风采的展台，是传递信息和传播文化的平台，

所以将官微英文版完美地呈现出来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

要想提升官方微信平台的内容质量，首先要唤醒相关人

员，如译者的精品意识，要求他们在更高站位上树立起对

中英双语转换的责任感，并通过主动学习提高翻译能力，

从模仿翻译开始，不断提升新闻写作素养。 
译者在进行写作与阅读能力提升时，在保证翻译准确

度的基础上，要强化自身的创新意识和翻译风格，对整体

文稿进行深度理解与翻译。学会熟练运用地道的英文表达

能力，有较强的语法专业知识构架，要以符合当前读者对

阅读信息的挖掘层面和角度进行文本的强调与转换，使文

章内容得到更多关注。 
3.2  提高中英内容排版的审美 
微信官方平台的发布要具有基本的审美，才能在视觉

上使整体内容以高质量展现在读者面前。所以这就需要译

者在进行文本阅读与翻译过程中要具有较强的文章排版

能力。当译者具有编辑能力和意识时，有助于提升官方微

信平台推文的质量。为此，译者应该强化综合素养，让整

体文章实现质量与美感结合。 
3.3  翻译后期总结工作 
在翻译结束后，译者应及时关注所翻译内容的相关推

送，留意其所出现的最终效果，在一次次的推送发布中积

攒经验。同时，在熟悉中英双语语言内容的转化之后，可

尝试进行对官微内容的再度创新，尝试增加其他板块，如

国际视野、新闻一角等，以吸引更多对不同学科感兴趣的

读者。同样重要的是，译者应及时关注每一篇推送下面的

读者留言，加之适时发布相关的调查问卷，以及时倾听读

者的声音，对其意见进行适当采纳，便于对中英环境下的

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进一步调整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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