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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世代相传的群众文化，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远的影响力，其传承

与保护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相比之下，其海外传播效果还有待加强。高校英语翻译类课程可以

很好地衔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译工作，因此笔者尝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汉英翻译教学，从课程

构建、文化培养、教材编写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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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C-E Translation Teaching 
LI Sha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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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ss culture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a broad mass bas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Its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work is in full sweep.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 effect of its overseas dissemination work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Colleg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course can well link up the transl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refore, the 

author tries to introdu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C-E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explores in the aspects of 

course construction, cultural cultiv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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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翻译教学现存问题 

教育部于2006年首次批准三所高校

试办翻译本科专业（BTI），2007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通过翻译硕士学位（MTI）

设置方案。截至2015年，获批设置翻译

本科专业的高校已达196所，而获准试办

翻译硕士专业的高校则多达206所。将近

15年的时间里，翻译专业迅速发展。英

语笔译类课程不仅是新办翻译专业的必

修课，也是原有英语专业各方向的专业

必修课。然而，针对英语笔译教学的研

究与改革却相对进展缓慢。 

目前，翻译教学主要存在三方面问

题：第一，课程教材建设不足。大多数

高校采用指定教材加自选教材开展教

学，指定教材多涉及翻译理论、翻译策

略与技巧等方面，自选教材多涉及主题

翻译、各文体翻译等。目前翻译行业约

80%的笔译任务是应用文体翻译，涉及旅

游介绍、商务合同、广告文案、科技文

本等，而传统教材多偏重文学类文本，

应用类文本选取较少，且内容时效性不

强，教材编写时的热门话题很快会过时，

学生学习时缺乏兴趣。反观自选教材，

教师在选取内容时确实能够找到最新、

最热的内容，解决内容时效性的问题。

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教师自选教

材耗时费力，需要反复搜索、阅读、比

较，甚至修改原文后才能选取到符合课

程需求的高质量文本。 

第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不足。随

着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种教学

模式不断被引入翻译教学，“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等都被教师引入课程中，

但部分新模式的教学效果不好，教师改革

热情褪去后，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

学模式占较大比例，学界尚没有形成广泛

认可的适合翻译课程的教学模式。 

第三，课程师资缺乏实践经历。在

我国获批设置翻译专业的高校中，绝大

多数翻译专业教师由外语专业教师转任

或者兼任，多数为学术型教师，缺乏长

期的翻译实践工作经历。翻译专业教学

对教师的实践能力要求较高，然而如果

让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之余额外增加

翻译实践工作，教师所面临的职业压力

将大幅增长。因此，将教师的教学工作

与翻译实践有机结合是非常值得探索的

解决办法。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汉英笔

译教学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

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无论是文化表

现形式，还是与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

场所，其介绍与传播交流都离不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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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而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语

言文字的描述则必须以翻译为媒介进

行传播。 

首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精准

到位的翻译，充分发扬其人文特征，有

助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影响

力。大学是学术与文化的沃土，外语类

专业培养的人才是沟通中外的桥梁，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外语类专业课程教

学，尤其是翻译类课程教学，有助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翻译质量的提升。其次，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工作与大学英语

笔译教学接轨，开展产、学、研、用一

体化合作，能够发挥出各大学“立足地

方，服务地方”的社会职能。各省市文

化主管部门负责选取需要翻译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料，与各大学开展项目合作，

由教师和学生团队完成相关翻译任务，

还可以邀请外籍教师和留学生参与工

作。这样既可以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料的翻译效率，也可以为高校汉英笔译

教学提供新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模式，拓

展学科教学特色。此外，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引入高校外语教学，可以增强外语

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还

可以通过外籍教师和留学生向外传播相

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汉英笔

译教学实施策略 

3.1课程构建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大学英语专

业教学的研究相对很少，课程体系的构

建也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探索。一是构建

学校的专业师资队伍。目前，专门从事

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研究的一线教师较

少，需要从现有翻译教师群体中进行培

养，可以采取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教学，聘请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翻译研究经验的教师或职业人入

校，既开展授课也可以协助课程师资队

伍的构建和培养。二是增强和相关文化

主管部门的联系。学校相关行政部门应

专门负责与文化主管部门沟通，了解本

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的翻译需

求，开展项目合作，根据本校师资情况

和学生课程安排情况承接部分资料进行

翻译，完成后交付文化主管部门使用。三

是实现专业前导课程的铺垫。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引入英语笔译教学，对学生的

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知识储备量有很高的

要求，这就需要相应的前导课程进行铺

垫。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可以

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等语

言文化类选修课程进行引入，提高学生

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为之后

的翻译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2文化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英语笔译教学

的核心是翻译，这要求翻译者有非常深

厚的文化底蕴，而翻译者包括教师和学

生。教师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可通过

多种媒体渠道对将要引入教学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行较为系统的了解，对相关

术语、词汇有非常准确的把握。学生除

了专业前导课程之外，所在学校可以通

过各种第二课堂活动、社团活动、文化

讲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活动丰富

学生课余生活，大力提高学生的传统文

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性，增强

外语专业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

传播使命感。还可以利用新媒体等手段，

引导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同

时营造良好的校园传统文化氛围。 

3.3教材编写 

我国世界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量众多，涉及的文字材料也是数不

胜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教材的

编写工作应循序渐进展开。收集本地相

关非遗文字资料和影音资料，教学团队

筛选并引入教学中，根据学生反馈及教

学效果对资料进行取舍，先形成课程讲

义，再通过教学实践雕琢成自编教材。

具体的教材内容可先在学生较为熟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进行选取，比如一些

基本的民俗技艺、手工艺品等，学生通

过观看能够产生直观的视觉效果，进而

提升学习和翻译兴趣，而对于较为复杂

的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原本

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口传文化遗产，则需

慎重选择，根据教材目标受众的水平适

度选用。 

3.4教学模式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汉英翻译教

学，不仅是内容上的改变，更需要合理

的教学模式来配合实施。随着互联网的

高速发展，学生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广、

搜索信息能力越来越强，而且他们也乐

于信息搜索、整合与分享的过程。因此，

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各种教学活动是目前

最有效的教学模式之一。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引入汉英笔译教学，应该采取以学

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非物质文

化遗产影音资料众多，教师可通过线上

渠道提前将翻译相关背景知识资源发给

学生学习，布置相关教学任务，学生可

分组完成，按项目式完成。完成翻译后，

可在小组内进行生生互评，再由各小组

分别汇报讨论，反复进行两到三次，最

终完成。完成后再由教师和授课组进行

校译，最终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

译工作。 

4 结语 

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在于从其植根的地方土壤入手，因此非

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高校应该承担起

文化传播、资料翻译的重任。将非遗英

译融入高校的专业教学具有重大的意

义，既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发展，培养未来的民族文化保护人和

潜在传承人，又有助于提高英语专业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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