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建设是深化高校教育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语

境下，外语教材的编写需要深挖中国思政元素，寻找课程思政与外语教育的“融点”，提

高大学生用外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日汉翻译是日语专业的核心

课程，深挖日汉翻译教学材料中的思政元素是外语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由修刚等编写的《理解当代中国：高级汉日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一书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融入教材当中，实现了课程思政建设与翻译能力

培养的有机融合。该翻译教程共分十个单元，通过丰富的汉日翻译实践练习，帮助当代大

学生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思政元素，提高大学生向国际社会讲好中

国故事的能力，为新时期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参考路径。总体来看，全书

主要有以下三大特色：

第一，坚持课程思政理论与当代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首先，在教学目标上，坚持课程思政理论与当代中国建设实

践相结合。该翻译教程深挖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思政内容，通过课程思政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实现了高

等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学目标。其次，在教学内容上，坚持课程思政理论与“四史”学习相结合。该翻译教程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的改革与法治”等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内容纳入翻译案例，

通过对思政素材的日汉翻译，调动了大学生学习“四史”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后，在教学效果上，把思政元素内嵌于

外语教学全过程，通过“四个自信”“四个意识”“牵牛要牵牛鼻子”“难啃的硬骨头”等热点时政词汇的翻译诠释，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第二，坚持日汉翻译能力培养与讲好中国故事相结合。首先，知识目标的培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

外语人肩负着融通中外、向世界阐释中国的历史使命。该翻译教程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策进行了全

景式解读，让当代大学生了解了中国的奋斗之路、发展方向及使命担当，还向世界展示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其次，

能力目标的培养。该翻译教程坚持日汉翻译能力和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相结合的培养目标。该翻译教程将思政教育

与专业教育相结合，通过大量的时政文献翻译案例提升了日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和用外语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能力。最后，

情感目标的培养。该翻译教程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外语翻译教学之中，通过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培养理念，增进了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

感认同。

第三，坚持国际视野培养与厚植家国情怀相结合。首先，重视培养学生的中国视角。在新时代背景下，促进国际社

会对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产生共鸣，离不开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中国视角的外语人才。该翻译教程以中国视

角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阐述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是新时期中国外语教育的创新之作。其次，重视培养学

生的国际视野。该翻译教程聚焦环保、发展、外交等中国与世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让大学生用国际视角认识中国特色，

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趋势，拓宽了其国际视野。最后，重视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该翻译教程借助鲜活生动的中国实践，

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发展观、安全观、外交观、国际秩序观等核心理念，多视角、多维度地诠释了中国发展，阐明了中国理论，

展现了中国担当，厚植了家国情怀。

综上所述，外语翻译教程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直接关涉到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质量。外语翻译教程的编写是

深化外语教育改革、推进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举措。《理解当代中国：高级汉日翻译教程》

的出版为我们充分发挥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优势，促进世界读懂中国，培养阐释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优

秀人才提供了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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