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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背景下安徽高校翻译的创新研究
1

凡兵旗 孙晓蓉 徐亮文

(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 在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文化输出趋势持续上升，为迎合树立大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趋

势，安徽文化“走出去”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然而，目前安徽省内缺少具有本土文化素养的翻译人才，安徽文化

对外传播的步伐也相应较慢。若让安徽文化走进高校翻译课堂，不仅能提高翻译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能为安徽

文化“走出去”任务提供优质的英语翻译人才。因此，安徽高校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创新对培养安徽文化“走出去”

背景下的翻译人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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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文化传播现状

安徽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书写了光辉的篇章。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安徽坐拥黄山，

九华山等远近闻名的景点；安徽黄梅戏更是在全国传唱；美味的徽菜在大江南北得到品尝；六尺巷的故事向世界展示我们一直

以来传承的谦让。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华文化正在朝着面向世界的趋势发展，因此安徽文化的传播也面临新的挑战，国内的知名度

已经不足以成为安徽文化传播的最终目标。与国内传播相比，安徽文化“走出去”的任务更重并且更难，其中主要涉及语言障

碍问题。相比于一线城市的文化传播，安徽目前少的并不是文化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安徽需要培养具有丰厚自身地域文化素

养的翻译人才。目前，安徽高校逐渐重视将文化引进校园，通过开展各色各样的活动以及开设各类文化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本土

文化底蕴。但若想培养能为安徽文化向世界宣传的“代言人”,仅提高学生本土文化素养是远远不足的，还应培养学生对本土文

化的转述能力和翻译能力，这就需要高校在引入文化进校园的同时，在学生翻译课程上融入更多的安徽文化。因此，培养满足

安徽文化“走出去”战略要求的翻译人才迫切需要高校在传统的翻译课程教学中进行探索与创新。

2 安徽文化在翻译课程中呈现现状

近些年，安徽各大高校争相开展“安徽文化进校园”活动，如 2021 年 10 月份安徽理工大学举办的“徽风皖韵进高校”的

活动让经典黄梅戏剧目《女驸马》走进了高校，为校园带来了丰厚的安徽文化气息。但若想安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安徽高校

有必要重视具有本土文化素养的翻译人才培养以解决安徽文化对外宣讲时的语言障碍问题。高校英语翻译课程中融入安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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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助于学生翻译能力的提高，又能为安徽文化“走出去”任务培养优质翻译人才，因此安徽高校在翻译教学中加入本土文化

成分是可行且必要的。然而目前，安徽省内高校英语翻译课程教学对安徽文化的融入依然欠缺，安徽文化相关题材的翻译教学

活动在翻译课堂中涉入较少，传统的教学形式并不能满足培养具有安徽文化素养的翻译人才的要求。现今，安徽高校对翻译课

程的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2.1 教师偏重教学能力培养

学生的视野往往受教师的综合素质影响。客观地讲，教师的综合素质在知识面、英语实践能力、专业技术等方面是多种多

样的。因此，教师在日常的培训中不应局限于单方面技能的培养，应根据教学要求以及多变的教育形势来全方面提高自己。翻

译专业本科教育既要深化学生对目标语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也要增进对母语汉语和传统文化的把握，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了解

世界的同时，更好地向世界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成为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为达到这一要求，高校英语翻译课程教学中需要

文化的融入，让学生在学习翻译技能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本土文化，这就需要教师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注

重学生翻译技能的培养，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因此，在这样的教学任务要求下，教师着重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教

学技能，以此来保证传道的质量。但近年来，受文化输出任务的影响，学生的翻译学习不仅要重视技能的提高，还要重视文化

知识的掌握。由于教学目标的转变，教师的培养方向也应做出相应的改变，单一的注重教学能力培养的模式不再能够满足新的

翻译教学目标，因此教师在进行自我提高培训时应注重文化和百科知识的学习。

2.2 课程过于注重西方文化

“一带一路”倡议下，强调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但也要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弘扬，不能丧失文化自信，或失去本民族文

化特色。然而，安徽高校英语专业生接触的教材大多数都是偏重西方文化，鲜有涉及安徽文化因素，翻译课程的教学更是以专

业技能与外国文化课程教学为主。拿安徽理工大学英语专业举例，《西方文明史》《美国文学》《英国文学》等课程是学生的

主要学习对象，并且在期末考核中这些课程的内容占最大比重，因此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格外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而对

于本土文化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这样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增强学生本土文化自信，更不利于提高学生本土文化素养。

因此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翻译能力，在翻译课程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习目标语言的文化，还要加强本土文化的学习，

让学生认识到安徽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差异之后再进行翻译实践。然而目前匮乏安徽文化因素的翻译课程教学，并不能为翻译

学习者提供对本土文化进行翻译实践的训练机会。如此失衡的课程开设，不利于培养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自信以及跨文化语境中

自己的本土文化意识。

2.3 翻译实践不足

英语翻译专业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理论、实践两方面进行教学。笔者通过问卷在安徽省高校中就“翻译专业的学生

应加强哪些方面的技能与知识”问题，随机调查了 250 位来自不同院校的英语专业同学，其中有 203 位同学认为目前的翻译学

习应该加强翻译实践技能的培养。由此看出，目前安徽省内高校翻译教学对于翻译实践技能培养的重视程度依然不足。安徽省

内高校翻译课程进行更多的是传授课本中的理论知识，在期末检测时也偏向于考核学生的课本知识掌握程度，而对学生的实践

翻译能力培养重视度不够。然而对于翻译学习而言，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才是提高翻译能力的关键。要培

养出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就需要加强实践教学力度，多为学生提供翻译实践机会，重视学生翻译思维的培养。

3 安徽高校翻译专业课程体系创新研究

3.1 提升师资水平

教师是翻译知识和技能传授的主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培养英语翻译创新型人才，需提升英语翻译师资队伍的素质

和能力。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有着很大的影响，学生的知识面以及所能达到的专业高度，往



3

往都与教师的专业能力有关。因此提升英语教师的专业能力是培养高水平外语人才的基础。在安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

高校英语课程的教学更应以培养具有安徽文化底蕴的翻译人才为首要任务。为使安徽文化真正融入英语翻译教学中，安徽高校

有必要组建高水平的师资团队并成立安徽文化研究小组，以此来培养高校英语教师的安徽文化素养。

成立专门的安徽文化研究小组是翻译教学创新的首要任务，强大的师资团队才能让安徽文化在翻译课堂中融入的更成功。

因此，安徽高校应注重英语教师素养的培训，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学术研讨会及各类师资培训，提高自身能力。其次，教师本身

要拥有终身学习理念，时刻牢记培养地方特色人才的理念，扩大自身知识面，提高自身安徽文化素养，尝试将安徽文化和翻译

教学相结合，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培养学生本土文化宣讲的能力。最后，师资团队的组建为安徽高校的翻译教学提供了优质的

教师资源，教师团队可共同探讨安徽文化融入翻译教学的途径，以及翻译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师资团队应积极合作，共同努

力创建有关安徽文化的翻译课程，编写相应的语料库以及翻译教材，研究安徽文化与国外文化的差异，制定一套系统的翻译教

学方案。

3.2 改革教学内容

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历史，所传达出的文化底蕴也有所不同。因此，教师在优化英语翻译教学时必须为学生讲解中西文

化的差异性，这样才能体现出文化导入的优越性。然而传统高校英语课堂中，无论是考核还是教学，西方文化都占最大比重，

涉及安徽文化的教学内容极少。这种不平衡的教学模式会使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与本土文化的传播脱节，并不利于学生多

元文化思维的产生与发展。在传统的翻译课堂中增添更多有关安徽文化的相关英语翻译知识，例如组织学生学习英译版本的安

徽著作，以及举办“我用英语谈安徽”等课堂活动，从而达到学生英语学习与本土文化相联系的目的，让学生在安徽文化的熏

陶下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另外，为确保文化渗入课堂的有效性，而不是单纯的走形式主义，应在学生的日常考核

以及期末总评考核上加入对安徽文化相关知识的考察，来检验学生的掌握程度以及验收翻译课堂的创新成果。翻译活动并不是

机械化的语言转换，其中包含着很多的文化因素，因此，培养为安徽文化宣讲服务的翻译人才时，加入安徽文化的知识教学是

极为重要的，只有对本土文化了如指掌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准确地处理文化差异问题。

3.3 加大翻译实践教学力度

理论教学是偏重于课本与课堂教师传授的书面教学，学生充当受教者的身份，是知识技能输入的过程。而实践教学则是让

学生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进行实践，是技能输出过程。理论与实践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但目前安徽很多高校翻译教学

中都过度偏于理论，实践教学的尝试较为匮乏。为打破这种现状，翻译教学应该加大实践力度，尤其是安徽文化实践活动更应

出现在课堂中。在学生的翻译学习考核时，不仅要考核学生基础翻译技能还要加入课外翻译实践能力的考核，尤其是对安徽文

化翻译能力的考核。另外，为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应用于安徽文化宣讲的能力，老师应尝试引导与鼓励学生对安徽文化进行翻译

与宣讲实践，老师可设计相关文化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其中，例如英语宣讲胡适等安徽伟人的精神，以及配音、表演，短

视频制作等形式分享安徽故事。并且，传统的翻译作业应相应的变通，可改为有关安徽文化的课题翻译讨论，以及组织学生自

主发现在文化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学生的学习既不会枯燥，而且课堂形式也更多姿多彩。为使学生真正感受到鲜活的

安徽文化，可组织他们到黄山，九华山等文化景点参观，在参观过程中发现旅游英语翻译的问题。文化实践教学力度的加强将

对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更能提高他们的文化自信，成为安徽文化传播所需的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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