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6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翻译人才培养策略 
 

郑红 

长春财经学院 

DOI:10.12238/jief.v4i3.5157 

 

[摘  要] “课程思政”在现代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培养人才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随着教育事业的逐

渐完善和发展,我国各高校也越来越重视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教育。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东西方

文化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高校在进行翻译教学时也必须融合课程思政相关内容对学生进行全面培

养。高校在翻译教学中融合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能够突出本国文化的同时还能不断向其注入新元素。

本文主要从课程思政内容在高校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入手,深入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进行翻

译人才培养的要求及策略,对当前高校的翻译教育事业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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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odern 

education, and is an indispensable key link in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 integration, the tren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universities must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lated content to comprehensively train students when conducting translation 

teaching.Integrating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not only highlight the native culture, but also continuously inject new elements into it. 

Starting with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and strategies of training translation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which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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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堂教学历来是教育工作的主战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势必离不开课堂这个重要教育阵地。但在当前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今天,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虽然要以课堂为主,但也并不局限于课堂这一方天地。在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时,各门各类课程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充分总结、

挖掘本门课程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各种新型的教学

方式将这些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融入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

方各面。 

1 课程思政内容融入高校翻译教学的重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专业越来越收到广泛关注。高校建设

翻译专业能够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促进学生语言学习和运用

能力的提高,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前,国家和

社会各方各面的发展都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形成了大量的翻译

人才需求。翻译是一种横跨两种语言载体的文化内涵转化活动,

不论何种语言、何种文体,在对其翻译的过程中都不能仅仅关注

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要聚焦于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因此,译者

在翻译过程中势必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不同风格的文化,在这

过程中,如果译者不能够始终坚持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就很容易

受到被翻译对象文化的影响。一方面,这削弱了本国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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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播力,增加文化“忘本”的风险；另一方面,各个国家不同

风格的文化都会体现在译者的翻译成果中,这样集各家特色的

翻译成果既不能正确传达被翻译对象的文化内涵,也不能成为

各国文化有效、高效交流的优秀成果。因此,缺乏扎实的思想政

治基础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缺乏良

好的思想政治素养的翻译人员也不能充分发挥对民族精神、国

家文化的传承作用,以及国家间不同文化的传播作用。 

当前,全球一体化正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正日益

变得密切。在各国文化激烈碰撞的现实中,翻译发挥着支柱性工

具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在倡导“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翻译专业更是在这其中不可缺少。高校在进行翻译教学的

同时融入课程思政教育内容,不仅能够在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

过程中传播中国精神,促进各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能够

在社会发展、语言创新等多个方面深刻认识到翻译的价值。在

高校翻译专业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内容能够帮助学生构建

有关文化全局的整体价值观念。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

学生扭转翻译过程中过度关注字、词、句直接含义的现状,引导

学生从文化角度出发,建立翻译行为的全局观念之后再聚焦于

具体的词、句、段中,提高学生翻译行为的可行性。 

2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翻译教学的内容 

2.1课程思政与应用文体翻译教学 

高校在进行翻译教学时,应该注意翻译素材的选取,尽量选

取能够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素材,引导学生在翻译的同时增强文

化自信心。以应用文体中的法律条款为例,虽然不同国家的法律

条款不同,但都具有严谨、严肃、严密等特点。教师在进行法律

条文的翻译教学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先在课前自行搜索中国的某

部法律条文,并对该部法律条文的各个翻译版本进行优劣判断,

明确专有词汇的翻译原则以及中文法律条文翻译成外语的普遍

习惯。在这之后,教师可以为学生指定某个国家同类型的某部法

律条文进行中文翻译,明确其中专有名词的翻译原则和文化特

色,并以社会普遍认可的中文译本作为参照,明确翻译重点。最

后,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将中文法律条文与中文译本的对应主题

的外国法律条文进行对比,深入明确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以此

明确本国文化的侧重点和翻译时应该注意的文化重点。 

2.2课程思政与新闻文体翻译教学 

随着我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壮大,不少国家基于自身与我国

的国家关系、利益以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等因素,在报道我

国的相关事件时常常会恶意选题、片面报道或者曲解报道。在

进行新闻文体翻译的教学时,教师首先应该引导学生明确新闻

报道的客观、准确等要求,明确我国对各个新闻事件的态度。其

次,教师可以针对同一事件选取不同国家的相关报道,分析各个

国家的报道重点,引导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批判意识。在进行

新闻文体的翻译教学时,教师必须要引导学生理性梳理、客观分

析各种涉华的外媒报道中潜藏含义和目的,引导学生形成坚定

的中国立场,不被一切另具目的的外媒报道所误导。 

2.3课程思政与艺术文体翻译教学 

世界范围内,互联网、手机、电脑等新事物、新科技的普及

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信息流通的效率,但同时也出现了信息碎片

化、阅读快餐化等一系列问题。学生在平常的生活和学习中接

触到的信息繁多、冗杂,在花费大量时间处理这些碎片信息、速

食信息之后,学生很难再腾出时间进行专门的优质内容学习。相

关调查研究表明,在书籍阅读方面,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落后

状态,甚至中国人均阅读量已经处于倒数几位。我国是一个人口

基数庞大的国家,青年阶段的大学生毫无疑问是我国未来发展

的主力军。抓紧中国文化阅读教育,必须重视大学生在其中的作

用。翻译是连接两种语言的桥梁,如果翻译专业的学生只会一门

洋腔洋调的外语,不具备扎实的中国文化知识,这会使得其在进

行翻译活动时“失根”“失本”。当然,缺乏母国文化基本素养的

翻译人员也不能成为“翻译人才”。高校培养翻译人才的最终目

的一定是通过缩短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距离来更好地实现中

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以更好地促进中国自身的发

展。因此,高校在进行翻译教学时必须要重视中国文学作品的作

用。教师教学时,可以多选取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作品进行翻译,要求学生在进行翻译之前必须深刻学习并分析

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主旨、教育意义等,并针对作品表达的不

同重点方面进行针对性的翻译训练,传承并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中优秀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等。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生

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另一

方面,深入了解母国文化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实现文化的对外

翻译,促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 

3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策略 

3.1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必不可少的指导性

文件。不论何学校、何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都必须具备。教育部

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下称《国标》)

中明确指出了外语类专业学生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其中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所有学生都必

须具备的基础。基于外语类专业的特殊性质,《国标》还指出,

该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浓厚的民族情怀、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扎实的人文与科学素养基础。除此以外,作为

一种应用型专业,外语类专业的学生还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

精神和学科基本素养。对课程思政的要求进行深入分析后可以

发现,课程思政的要求与《国标》中对外语类专业学生提出的要

求一致,同样要求学生不仅需要了解外国文化,还必须熟悉并掌

握较高程度的中国文化知识；既要充分学习人文社科相关知识,

也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基础。 

因此,作为典型的外语专业,高校在设置翻译专业时必须按

照《国标》要求制定翻译人才培养方案。但根植于传统英语专

业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际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在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问题上,不少高校不够明确；

针对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学生的不同阶段的翻译人才培养方案也

不够妥当。在新时期环境下,培养新时代的翻译人才必须抓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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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的原则,明确我国目前对于翻译人才的具体需求,

“以需定供”地培养翻译人才。现阶段,我国为了更好地实现自

身的国际化发展,不断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高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的排头兵,承担这项历史使命责无旁贷。

因此,高校应该形成有针对性的翻译人才培养方案,切实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怀,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3.2课程设置 

很长一段时间内,各高校在翻译专业上的课程设置都是以

英语为主的,英语的重要性被过度强调,而汉语则没有受到相应

的重视。不少高校在开展翻译教学时十分重视英语语言的学习,

甚至将单一的英语学习作为重点。但实际上,翻译作为横跨两种

语言的专业,不仅仅只关于英语一种语言,高校应该重视在汉语

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学习。另外,即使不少高校都将

英语学习作为翻译教学的重点,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对相关英语

背景文化的学习还较少,仅仅停留在语言和技巧层面,没有真正

做到跨文化思维的培养。 

在进行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时,高校首先必须做到维护国

家和民族的利益,明确翻译教学过程中英语语言的学习与国家

及民族之间存在的利害关系。其次,培养人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进行课程设置时,高校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保证所设置

课程的稳定性和长期发展性。另外,虽然开设翻译专业、培养翻

译人才是时代要求,但最终目的是促进本国经济、政治、文化发

展,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高校在进行翻译教学

时必须坚定自身的价值标准,选择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

观的内容进行学习。除此以外,高校还应该扩大翻译课程设置中

汉语言文化的比重,提高重视程度,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以更

好地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 

需要注意的是,翻译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专

业。高校进行课程设置时,不能单单只停留在语言本身和翻译技

巧层面,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开设相关的跨文

化学习课程,引导学生在对汉语和外语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归纳

总结翻译要领。另外,课程设置还应该重视辩证思维相关课程的

开展,翻译作为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不论是固守本国文化还是

一味弘扬外国文化都不利于翻译活动的开展,只有在两种文化

中辩证吸收、各取所长,才能实现翻译教学的价值。 

3.3师资队伍 

教师是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主心骨,课程节奏的把控、教

学方法的选择、学生思想的引导等无不需要教师发挥作用。因

此高校培养翻译人才必须重视教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鼓励教

师继续深造学习以提高自身的翻译教学能力。但在实际的高校

翻译师资队伍中,不少教师过度重视职级提升,将大部分精力放

在了提高学历和发表论文上,忽略了教学这项本职工作。《国标》

也对外语类教师提出了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

必须熟练掌握各种外语理论知识和教学方法,还必须具备相关

的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知识。除此以外,扎实的外语基本功,

良好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手段应用能力等教师也必须具备。高校

在培养翻译人才时应该注重提高师资队伍素质,以《国标》中的

标准为基本条件,还要要求翻译专业的教师具备较强的跨文化

能力,在向学生传授外国文化、外国语言、翻译技巧及手段的同

时,引导学生学好中国文化,培养其成为中国文化的“弘扬者”。 

4 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不同语言群体之间、不

同文化种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高校培养翻译人才应该充分发

挥翻译在连接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作用,向中国传递外国声

音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课题来源] 

吉林省翻译协会,课题名称：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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