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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农业大学英语专业教师翻译研究水平实证研究 

——以 2015-2018 年论文发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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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利用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对全国重点农业大学英语教师所发表的有关翻译教学与研究的论文进行检

索，并设置文献数据库，运用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以及历时与共时的研究方法，对数据库中的文章进行分类与分析，从发文数量、研究

重点、研究主题与内容、研究视角四个方面来探讨（2015-2018）年以来的论文的现状特点与流变趋势，在论证的基础上，揭示全国重点农

业大学英语教师的翻译教学与科研水准，探讨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翻译教学与科研的开展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 翻译；论文研究；数据库；问题；对策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21 世纪是伟大的翻译时代”当今时代发展迅速，随着我国对外经

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及军事等领域对外交流不断扩大，社会各

行各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其他类型院校如理工类大学、

农业大学也相继开办英语专业。 

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农业类高校是农业发展的先行

点和试验区。很多农业类的高校也开设了该学士点及与此相关的翻译课

程。那么各个高校的课程设置、专业教师科研水平及学校对翻译专业学

生的培养计划十分重要。作为高校专职教师，能否传递好这一角色，在

翻译的领域，有自己对翻译的新的认知与研究，是其科研水平的一个重

要佐证。然而在实际的教育教学领域，仍有相当多的老师科研水平参差

不齐。而作为专业教师，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学科点的发展，同时

对直接面向的学生，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衡量一个学校的发展状

况要看教师的科研水平，衡量翻译教学的科研水平，要看英语专职教师

的科研水平。本文所选的 6 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其中中国农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是“985 工程”，“211 工程”建设高校。其余三所为“211

工程”建设高校。具有相同行业和特色的上述 6 所大学，其教师的翻译

教学的科研水平如何，通过研究其专业教师的发文数量，研究重点等，

来揭示其科研水平现状，是本文论证的重点。 

2 定量分析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法，通过搜集整理上述 6 所高校近 5 年

（2015-2019）的论文情分别从总发文量，研究方向，核心期刊发文量，

依托基金论文数量，英语教师人数这几个方面来论证其科研水平。 

通过调查发现，在 2015-2018 年期间，总发文量最多的是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为 108 篇，总发文量最少的是东北农业大学，为 50 篇。而核

心期刊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华中农业大学，为 24 篇，而发表在核心期刊的

论文数量最少的为中国农业大学，仅为 6 篇。这表明，同为重点农业高

校，但是其科研水平不尽相同，而且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由于各

个院校的教师人数差异较大，我们从其平均数来看，更能进行客观评价。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大学无论是从总量的平均数，还是核心

期刊的平均数，数量都处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而东北农业大学的教师

人数最少，仅为 15 人，但是其平均发文数量最多。从核心期刊的发文平

均数来看，华中农业大学的数量最多，为 1.13，相当于人均发表一篇论

文在核心期刊。除此之外，论文的研究方向等，也是一个要考察的重要

环节。我们从下表可以看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东北农业

大学，研究的重点在教育学方向，其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为明显，在

139 篇论文中，教育学方向有 63 篇。根据研究的多样性和数量分布来看，

南京农业大学发表的论文，不仅有相当多的论文发表，而且论文涉及到

了各个领域。 

因为该论文是对重点农业院校进行的一个实证考察研究，所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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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除了对教师的论文进行大致的研究方向进行调查以外，还着重对论文

的农学翻译方向的论文进行记录，发现在 393 篇论文中，关于对农学翻

译方向的论文仅有 7 篇。而比较而言，文学翻译方向则偏多，为 43 篇。 

通过对上述两个图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总发文量上来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南京农业大学得发文量较多，分别是 108 和 101 篇。

总发文量则体现了一个学校的整体实力与素质，体现一个团队的科研能

力。核心期刊的发表，则是其科研成果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佐证。在

核心期刊的发表上，南京农业大学与华中农业大学的核心期刊数相对较

多，分别为 32 篇和 34 篇。 

3 成绩与问题 

农业大学开办英语专业，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另

一方面也体现了农业大学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从更深层

次来看，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文素质培养和科学知识传授的协调

发展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意义。那从近几年的数据收集上看，各个

农业大学的论文发表数量呈现向好的态势，并且研究方向呈现多维度，

多角度的特点，而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和农学方向的研究。具体以翻译研

究来看，翻译研究所占比例仅次于教育方向研究，对翻译方向上的研究

超过了语言学方向研究，文学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其次，在调查搜集

数据中还发现，有的学校，专门的笔译、口译的师资力量已经逐渐完备，

呈现一系列的论文，并且有相当一部分论文已经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首先，农业类院校对自身的学科优势有着较为

清楚的认识，即农学、园艺学等学科。但是，在培植优势学科以外，也

应该同时注重其他学科专业的发展，外国语学院和英语专业并未体现出

农业院校的特色。从翻译方面来看，尽管翻译研究从数据来看有所成就，

但是和农学，园艺学其强势学科相比较而言，语言文学所获得的基金支

持和项目支持还是相对较少。而且，翻译的研究方向多为文学翻译，翻

译理论的研究，而农学翻译的数量则较少，393 篇论文中，农学翻译方

向仅为 7 篇。其次，因为地理位置等因素，农业大学之间也存在一些差

距，具体体现在师资数量，师资水平以及论文发表的质量与数量。其中

南京农业大学与华中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所发表的核心论文较多，

相对于其自身的师资力量而言，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人均一篇发表在核心

期刊上的论文。 

4 对策与建议 

农业高等院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国家栋梁和高

素质人才的基地。同样也肩负着实现国家高等教育，实现教育现代化的

重任。农业高等院校有其自身发展的优势，也同样有其自身发展的不足

之处。而教师又是实现高素质教育发展的排头兵。一、要提高教师的科

研水平和科研能力。因为教师是连接学校发展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

教师以其自身的科研精神和科研能力，为学生树立榜样，影响和指导研

究生的学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教师的水平直接反应了一所高校的

发展水平，也直接或间接地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导师在研究生科研阶

段占有重要作用。二、要建立良好的教学方式方法，培养自身的优势和

特色学科。通过对上述院校进行的翻译水平实证研究发现，翻译水平由

于地区等因素，呈现出多样的特点，有的院校集中研究翻译理论，而有

的院校的实践能力比较强，因此，根据学校的师资力量，可以培养自身

的优势和特色，农业院校以农为本，翻译农学典籍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

发展方向。高等农业院校应该探索农业高等院校的发展途径，从而更好

地实现农业高等院校的学生培养工作，为国家输送更加优秀的农业院校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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