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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翻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韩两国的建交不断深入，现阶段我国高校中韩语专业逐渐增多，除了本专业之外还开设中韩翻译的相关

选修课程，中韩翻译课程也是韩语专业中较为重点的课程内容。中韩翻译教学现阶段正在广泛的应用，这也给我国与韩建交提

供有效地帮助，为建交事业提供更多优秀的人才。本文主要从现阶段中韩本科教学进行分析，在分析中发现现阶段中韩翻译本

科教学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韩翻译教学的策略，为今后中韩翻译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提升中韩翻译教学的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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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翻译作为现阶段韩语专业中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内容，
主要具有综合性较强、适用范围较多等特点。如何有效地提升
学生的中韩翻译水平，也是中韩翻译课程重要的教学目标，在
韩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翻译程度的强弱也是企
业单位重要的考察标准，不论是口语翻译还是文字翻译，都需
要应用到中韩翻译的基本理论来进行，这也是中韩翻译的首要
任务目标。本文针对韩语专业中韩翻译课程的相关内容进行分
析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将情况进行总结，进一步提出对中韩
翻译课程的改革和建议。

一、中韩翻译课程的基本情况分析

1.学生的基本特点
现阶段，高校韩语专业的学生主要特点就是在语言学习能

力方面较为薄弱，学习韩语翻译的学生主要分为两部分，中国
的学生和一部分韩国的留学生。这两部分的学生都有着一样的
问题，就是在大学四年的韩语学习中，学生对韩语、汉语都有
着一定的翻译基础和表达能力 [1]。但是中国学生对中文的掌握
程度要明显好于对韩语的掌握程度，同样韩国留学生在韩语的
掌握程度上也要好于对中文的掌握程度，在翻译的过程中，大
致的意思可以进行翻译，但要说完全正确或者全面地掌握尚且
不足，在一些中韩翻译的词汇中，仍然无法进行正确的表达。
除此之外，学生在词汇和句子上的表达都受到固有思想的束缚，
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因为学生需要涉及到另外一种语言的学习，
这样的情况让学生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尤其是在涉及到大
篇幅文章的翻译时，学生多数会担心翻译的不准确，从而不愿
意尝试进行翻译，久而久之给中韩翻译的学习带来较多的阻碍，
影响着学生对韩语知识学习的兴趣和耐心，消磨了学生在学习
上的积极性 [2]。

2.教师的基本特点
中韩翻译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包括中国教师和韩国教

师两类，这两类教师在教学中的侧重点都不同。韩国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对韩语词汇、发音和语法上的教学，教师对
韩语也更加有把握更加准确，在汉语方面韩国教师也是初学者，
无法有效地将中韩翻译的内容准确传达给学生，表达能上也有
着许多的欠缺。中国教师在中韩翻译的教学中侧重点在于对汉
语的教学上，中国的教师对韩语的掌握和理解都不如韩国教师，
但是汉语方面更加具有优势。也因此，韩国的教师适合教学生
如何将中文翻译成韩文，而中国教师则适合教学生如何将韩文
翻译成汉文 [3]。
目前，我国的中韩翻译教师的科学研究能力不足，在我国

翻译的相关杂志和刊物中，中韩翻译的内容和论文较少，由此
可见，我国高校在中韩翻译教师队伍上的研究能力尚且有待增
强，高校需要对现有教师的综合水平进行提高，制定较为严格
的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以此来推动高校中韩教师的调研能力，
增强我国韩语专业的长久发展 [4]。

3.学习目标设定的特点
学生在中韩翻译的学习过程中，经常会提到三个表达层次，

分别是信、雅、达，韩语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需要在这三个层
次上进行，并充分的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考虑。从韩国留学生
的角度上来说，韩国学生是汉语的学习者，对汉语的掌握程度
远远不如中国学生，所以韩国学生翻译过来的内容不能用他们
自身的来作为评价的标准，所以在中韩翻译的课堂中，学习的
目标应当首先的设定，在学生现有的基础水平之上，进行翻译
的教学。教学目标的设定需要根据学生的基本特点来进行设定，
根据学生的不同教学的目标也有所不同，中国学生的教学目标
主要侧重于韩语的教学，而韩国的留学生教学目标主要侧重于
汉语的教学，在中韩翻译的课堂上，中国学生需要注重中译韩
的过程中，对韩语表达、语法和词汇上的应用；而韩国学生需
要注重韩译中的过程中，对汉语表达、词汇和语法上的应用。
两种学生的教学目标不同，所以学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教
师需要根据学生的掌握情况进行教学目标的设定，韩国的教师
需要加强对韩语的教学程度，中国的教师需要加强对中文的教
学程度，以此来全面地达成中韩翻译的教学目标，提升学生中
韩翻译的基本水平 [5]。

二、有效提升中韩翻译教学的策略

1.汉语教学的导入
在教学的过程中，每一堂课都会有一个课前导入环节，如

果这个课前导入是由韩语开始，那么学生就会自动进入韩语的
思维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多数都会采用韩语的思维进行思考
和分析，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大多会偏向韩语的表达方式，这样
的情况严重影响着翻译的准确性，也让部分韩国留学生对汉语
的掌握程度逐渐降低，因此在课前导入的环节上，可以适当的
采用汉语来进行课前的导入，以此来增强学生对汉语能力的掌握。
教师需要在课前做好相应的课件，根据本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
导入环节的合理设计，导入的内容可以是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
的汉语文章或者汉语句子 [6]。这些内容的导入都是典型的中文
系教学导入方式，让学生在中韩翻译的过程中，快速地进入汉
语思维模式，这样也可以在课堂上对汉语的学习更加方便和快捷，
利用这种方式不断地提升学生在汉语上的掌握程度。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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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讨论的任务，学生完成教师所分配的句子翻译，每一组可以
由 4名到 6名学生组成，具体的人数需要根据课堂上实际到场
的人数进行确定，在确定之后教师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将文
章分成段落后进行分组讨论。在翻译的过程中，小组成员可以
通过沟通交流和协作的方式来进行内容上的翻译，学生可以采
用各种手段进行词汇的查询，也可以向教师请教。每一次的翻
译任务，教师都可以给学生预留 20分钟左右，每一组学生都有
机会进行发言，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学习的
主动性，还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加强学生对翻
译内容的掌握程度。通过课堂分组讨论，学生有畅所欲言的机会，
积极地进行思考，在交流中碰撞不同的意见，形成师生、生生
之间的良好互动交流，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有着很大的作用，
让语言的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9]。

4.加强学生自我审查的能力
学生在课后进行自我审查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的效率，在

课堂学习之后，学生可以通过自我审查的方式来检验自己对知
识的掌握程度。中韩翻译的课堂教学，通常都是以文章来进行
教学，学生有时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对知识完全的掌握，因此
良好的自我审查可以帮助学生查缺补漏，更好地进行学习。

三、结语

现阶段，中韩翻译课程是我国韩语专业的基础教学内容，
学生通过翻译可以更好地掌握韩语的语法、词汇、句型等，但
是根据现阶段的调查了解到，学生和教师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差异，
这些差异也是造成教学困难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能够有效地
提升中韩翻译的教学质量，需要从课前的引导、课中的扩展以
及课堂的讨论来全面地带动学生对翻译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此外，还需要学生进行自我的审查，以此来更好的提升
自身的翻译水平，帮助我国中韩建交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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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课之前还可以让学生用汉语来进行自我介绍，或者对教学
内容用汉语进行自我的理解，这样不仅能够培养学生在汉语表
达上的能力，还能有效地增强学生的语感，这样的教学能够有
效地避免在中韩翻译的课堂上，出现因为只翻译汉语对汉语词
不达意的情况 [7]。

2.加强对大篇幅文章的讲解
课程导入之后便是教授新课的过程，在教师授课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准备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来对学生进行扩展教学，
当课程内容讲解完毕后，教师可以将与本堂课内容相关的文章
作为关联性教学内容，让学生尝试着用所学习到的知识对文章
进行翻译。这种扩展性的教学，可以是在课上也可以是在课下，
在课上学生可以根据所学的内容尝试独自进行翻译，遇到不会
或者掌握不明确的知识点，可以询问教师，加强对知识的记忆
和掌握；在课下学生可以针对内容进行讨论，这样不仅能够锻
炼学生的思维扩散能力，还能够有效地加深学生对课程的理解
程度。在课程内容详细讲解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翻译时语
法、词汇的搭配、语法和句子的结合应用、课程文章所涉及的
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等相关的内容。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将
中韩双语中有着巨大差异的句子进行详细地讲解，并将翻译的
方法进行总结和归纳。在课程内容讲解结束后，可以带领学生
尝试着进行文章的翻译，此时翻译对于学生来说，因教师已经
将大致的内容和难点进行讲解，学生的翻译更加精准，这样的
翻译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学生对语法的掌握。在尝试翻译过
后，教师可以将正确的翻译内容书写在课件之中，学生可以通
过对比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正。如果想要有效地提
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可以在相同句子或者词汇的翻译过后，找
寻相似的内容让学生进行翻译，以此来扩展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
让教学不断地深入，从而达到翻译应有的标准水平，提高教学
的质量和效率 [8]。

3.在课堂之上进行分组练习
在展示过课程内容后，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