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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笔者的统计，建国后共有汉英翻译教材 ３９５ 部，其中单向普通型 １３６ 部、双向普通型 １４７ 部、领域实务型 １１２
部。 在 ４０ 余年的发展中，它们经历了萌芽探索期、发展成长期、繁荣丰富期。 在教材编制上，理论基础有从对比语言学

到翻译学的群理论八种，编写脉线有从“技巧中心型”到“多元素中心型”六种。 文章最后从十个方面展望了汉英翻译教

材编写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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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翻译教材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中间环节，它的

内容选择、体例安排是决定翻译教学能否成功的关

键因素之一。 根据笔者的调查，湖南大学立启凡编

写的《汉英翻译技巧简论》 （１９７９）是建国后第一部

汉英翻译教材，在随后 ４０ 余年的历程中，汉英翻译

教材经历萌芽探索、渐步发展，直至繁荣丰富。 根据

笔者统计，到现在汉英翻译（笔译）教材已有 ３９５
部，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单向普通型（指单纯讲解语

言转换，不涉及诸如科技、商贸等具体领域，且只讨

论汉英单方向翻译的教材）１３６ 部、双向普通型（指
单纯讲解语言转换、双向互译的教材）１４７ 部、领域

实务型（指以“科技翻译”“医学翻译”等具体领域命

名，和以“翻译实务”命名， 包括了科技、 商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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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文类翻译的教材）１１２ 部。 那么，中国的汉英

翻译教材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编写的理论基础和

脉线选择怎样演变？ 教材编写的未来展望又是什

么？ 便成为本研究的核心内容。
２．汉英翻译教材的发展阶段

中国翻译教材的发展往往与中国社会的需求、
教育界和翻译界的重大事件相关。 我们根据翻译教

育界的大事件，以及相应汉英翻译教材在数量、质量

上的变化，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２． １ 第一阶段：萌芽探索期（１９７９ －１９８６）

１９７８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外交流日渐加

强。 教育界先识之士意识到翻译人才培养的急迫

性，筚路蓝缕，开始了汉英翻译教材编写的探索。 立

启凡的《汉英翻译技巧简论》 （１９７９）便是在此艰难

的环境下诞生的，遗憾的是因为其材料多为革命战

争题材而未能广传。
该时期汉英翻译教材共 ９ 部，其中单向普通型

５ 部、双向普通型 ２ 部、领域实务型 ２ 部。 其特征表

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材多为“技巧中心型”，基本

不涉及翻译理论。 影响最大的是吕瑞昌、喻云根的

《汉英翻译教程》（１９８３），它系统地讲授了汉英翻译

中的技巧。 第二，讨论的翻译单位多为词汇和句子，
很少扩展到篇章。 第三，教材所选译例政治性较强，
很多选自《毛泽东选集》，或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
２． ２ 第二阶段：发展成长期（１９８７ －２００３）

１９８７ 年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青岛召

开，这次会议普遍被学界认为是翻译学筹建的标志。
受此激励，汉英翻译教材编写进入发展成长期。 这

一时期共有教材 ６８ 部，其中单向普通型 ２８ 部、双向

普通型 ２３ 部、领域实务型 １７ 部。 其特征表现在四

个方面：
第一，编撰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翻译理论融入教

材编写之中，教材的理论选择也不断丰富。 代表性

教材有刘宓庆基于汉英对比的《汉英对比研究与翻

译》（１９９１）、柯平基于符号学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

程》（１９９３）、陈宏薇基于社会符号学的《新实用汉译

英教程》（１９９６）、金惠康基于跨文化交际的《汉英跨

文化交际翻译》 （１９９８）。 第二，“问题为中心型”教
材开始出现。 这是编撰者不满足于单纯讨论翻译技

巧，转而以具体的问题作为切入点编写教材的尝试。
如冯志杰的《汉英科技翻译指要》 （１９９８）讨论了科

技翻译的文体特征、语法问题、修辞问题、逻辑问题。
第三，“文类为中心型” 教材开始出现。 所谓 “文

类”，是指科技、商贸、法律、新闻、时政等不同的“文
体类型”，大多数教材编撰者将其称为“文体”，我们

认为称之为“文类”更妥。 这反映出编撰者注重教

材的实践导向性与学生未来就业的致用性。 如郝晓

静的《实用汉英翻译指南》（２００１）讨论的是经贸、科
技、旅游、应用文等文类的翻译。 第四，“多元素为

中心型”教材开始出现，它容括了理论介绍、英汉语

比较、翻译技巧、不同文类的翻译。 如陆钰明的《汉
英翻译指导》（１９９５），包括英汉语法差异、常见错误

分析、翻译技巧、古文翻译、外贸翻译、广告与合同翻

译等。
２． ３ 第三阶段：繁荣丰富期（２００４ －现在）

２００４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式获批翻译学学位

点，并从 ２００５ 年起开始招收翻译学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 这标志着我国翻译学学科和学位点建设进入了

新的阶段，也标志着翻译学科获得完整性和独立性

（庄智象，２００７：１８ － １９）。 ２００６ 年，教育部批准复旦

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设立翻译本

科专业学位。 ２００７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ＭＴＩ）。 自此，汉英翻译教材迅

猛发展，进入繁荣丰富期。 这一时期共有汉英翻译

教材 ３１８ 部，其中单向普通型 １０３ 部、双向普通型

１２２ 部、领域实务型 ９３ 部。 其特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多元素为中心型”教材迅猛发展。 这类

教材在第一阶段为 ０ 部，第二阶段增长到 １１ 部，第
三阶段迅速增长到 １０４ 部。 第二，“问题中心型”教
材发展较快。 这类教材在第一阶段为 ０ 部，第二阶

段为 ７ 部，第三阶段增长到 ４９ 部。 第三，“文类为中

心型”教材发展较快。 这类教材在第一阶段为 ０
部，第二阶段为 １ 部，第三阶段增长到 ３０ 部。 第四，
“领域实务型”教材不仅数量增加，涉及的领域也不

断扩展。 相较于传统的科技和商贸，这一阶段教材

关注的范围已扩展至医学（包括中医和西医）、文
化、法律、新闻、公示语、服装、艺术，等等。 第五，教
材日趋系统化和专业化。 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推出“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推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

位（ＭＴＩ） 系列教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推出“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推出“理解当代中国”系列翻译教

材。 这些教材构成一个完整而专业的系统，有效地

服务了翻译人才的培养。 第六，教材良莠不齐。 虽

然这一阶段教材数量井喷，但是其中既有选材匠心、
组织合理的，也有译文粗糙、匆忙拼凑的。 正如李德

凤评论说：目前翻译教材重复太多，新意不足，……
教材质量参差不齐，商业化倾向严重。 （转引自陶

友兰，２００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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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汉英翻译教材编写的规律性特征
在 ４０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汉英翻译教材的编写

也表现出一些规律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理论基础和
编写脉线上。
３． １ 教材编写的理论基础流变

关于翻译教材的理论基础，陶友兰（２０１３）曾从
国际视野出发，高屋建瓴地介绍了教材编写的语言
学、跨文化交际学、教育心理学、可读性理论、市场营
销理论等五种理论，它是自上而下的指导性研究。
张美芳（２００１）基于 １９４９ － １９９８ 年之间教材的考
察，分为“词法、句法流派”“功能流派”和“当代译论
流派”三个理论类型。 我们的调查则是自下而上：
基于教材分析，梳理 ４０ 余年理论基础的历时发展。

早先的汉英翻译教材编写是没有理论支持的，
编撰者完全依据自己的经验。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开
始，编撰者有意识地运用翻译理论来指导教材编写，因
而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效能性。 下面我们依次介绍：

１）对比语言学
刘宓庆的《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 （１９９１）是最

早运用对比语言学，基于汉英语法差异、表现法差异
来编写的汉英翻译教材。 之后的《新编汉英对比与
翻译》（２００６）进一步深入，从词汇、语法、思维与表
现法等 １４ 个方面进行细致比较，并丰富了翻译方
法。 王建国的《汉英翻译学》 （２０１９：７８，１１８）提出
“汉语重过程、英语重结果”“汉语界限性弱、英语界
限性强”的区别，并相应展示压缩和扩展的策略。
这两位学者的教材都是研究性教材。

２）符号学与社会符号学
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客体和意义之间的关系。

柯平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 （１９９３）基于莫里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ｏｒｒｉｓ）的符号学编写，陈宏薇的《高级汉
英翻译》（２００９）基于皮尔士（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ｉｒｃｅ）的符号
学编写。 他们都重视指称、言内、语用三类意义的转
换。 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由奈达提出，除了三类意
义外，它还重视交际效果，主张功能对等。 陈宏薇的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１９９６）基于此理论，以“意义
相符、功能相似”的思路展开汉英翻译教学。

３）文化翻译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翻译理论界受到西方“文

化转向”的影响，教材编撰者随之将文化翻译作为
编写对象。 他们基于文化理论（包括跨文化交际），
探讨文化翻译的原则、策略、方法。 这一类教材关注
的是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通过不同层面的汉英文
化比较，学习汉语文化的表达策略与方法。 代表性
教材有金惠康的《汉英跨文化交际翻译》（１９９８）、马
会娟的《汉英文化比较与翻译》（２０１４）等。

４）语篇类型理论
贾文波最早根据纽马克（Ｐｅｔｅｒ Ｎｅｗｍａｒｋ）区分

的语言三种主要功能，即表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功能、信
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功能、祈使（ ｖｏｃａｔｉｖｅ）功能，编写了
《应用翻译功能论》 （２００４）。 他在阐述三种类型英
汉语篇差异的基础上，主张“功能性归化” “行业性
归化”。 基于此理论编写的还有李长栓、施晓菁的
《理解与表达：汉英翻译案例讲评》（２０１２）等。

５）功能 －目的论
德国的功能 － 目的论是对忠实的反拨，主张译

文要实现翻译任务的目的，而不是对原文的等值。
方梦之、毛忠明最早采用此理论编写《英汉 － 汉英
应用翻译教程》（２００５）。 他们在详细介绍功能 － 目
的论后，比较它与等值论的不同，讨论应用翻译中的
删减与改写策略，以及全译、节译、改译、译要、综译
等具体方法。 基于此理论编写的还有陈小慰的《新
编实用翻译教程》（２００６）等。

６）篇章语言学
篇章语言学关注语篇的语法衔接、语义连贯、篇

章结构、语境综观、语篇意图等问题。 以此为基础编
写的代表性教材有李运兴的 《汉英翻译教程》
（２００６）和《汉英语篇翻译》 （２０１５）等。 他强调语篇
的整体性与层级性、不同文体在翻译方法上的差异
性、英语平行语篇与汉英翻译的互文性，推出 ３Ｒ 教
学模式（Ｒｅａｄ—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即阅
读目标语相关语篇—记忆词语、句式、搭配—灵活
运用。

７）比较翻译学
魏志成的《汉英比较翻译教程》 （２００６）是基于

比较翻译学编写的。 杨自俭（２００６：３）在其教材序
言中将比较翻译学总结为：建立在比较翻译基础之
上，系统地揭示与重译、复译的理论及实践相关的翻
译规律的学科。 该教材在比较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内，以独立语篇的多种译文为示范，引导学生结合自
己的译文参与评价。

８）翻译学的群理论
傅敬民、吕鸿雁的《当代高级英汉互译》（２００４）

从翻译理论的核心———翻译标准、直译意译出发，逐
级讨论支撑翻译学的语义、语法、语篇、文体、思维、
文化、审美、叛逆七个理论群，限于篇幅我们只介绍
“审美与翻译”。 在这一部分中，两位编撰者首先介
绍了从玄奘到刘宓庆的审美翻译思想，然后从审美
客体和审美主体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审美客体部分
讨论了形式美和翻译（包括语音、词义、句式）、内容
美和翻译（包括所指意义和实用意义）、意境美和翻
译；审美主体部分讨论了译者的文化素养、审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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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审美经验。 针对每一个论点，他们设计了说服力
强的译例。 另外，每一章的练习与理论紧密相联，是
对理论的复习、巩固；“实例评析”中用到了比较翻
译学的思路，有效地诠释了翻译的主张。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以上理论兴衰的原因。
１）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理论，一方面过于宽泛难以
切实落到翻译实际，另一方面它视翻译为“解码⁃编
码”活动，忽略其他一些重要问题，现已为编撰者放
弃。 ２）文化理论既可以像“泛文化”一样漫无边际，
又可以只局限于特定文化因素的讨论。 一方面，文
化翻译是翻译教学永远绕不开的课题，因此目前有
多达 ２１ 部文化翻译的教材；另一方面，“文化翻译
学”在我国“学人对此专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多为引
用、阐释或介绍”（方梦之，２０２３：８１），因此多数教材
只是讨论表层文化因素的翻译，鲜有在文化互动的
规律、影响译者文化立场和策略的因素等方面作出
深入思考。 ３）语篇类型理论虽然能区分英汉三种
语篇在体裁结构、语言特征方面的差异，但因为框架
过于宏大，不好与实践中的文类一一对接，因此也逐
渐淡出视野。 ４）功能 － 目的论虽然在 ２０ 年前中国
的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但现在已不是理论的主流，
因此近年少有编撰者将之作为理论基础。 更重要的
是，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应用翻译学”①已见雏形，它
可能会在将来的中国学界取代功能 － 目的论。 ５）
比较翻译学创始于 ２０００ 年，然而它在知网的关键词
和主题词只是 ５ 和 ２，可见“学界乏人” （方梦之，
２０２３：８０ － ８１）。 此类教材的优点在于，能从比较之
中发现优劣、佐证主题，但其材料大多局限于文学翻
译，且有的原文可能有一个优秀的译文，但难以找到
平行的比较材料，因而会给教材编写带来困难。 ６）
篇章语言学一方面强调宏观的语境思维，能将复句、
单句、词汇收纳其中，并在后续类似材料中复现，另
一方面注重词汇的衔接、意义的连贯，重视相关英语
语篇与待译语篇的互文性，因而一直为编撰者所重
视。 ７）英汉语对比理论因为从深层次区分了英汉
语言在思维、选词、构句、谋篇上的差异，能授予学生
“渔”的手段，直至今日还为编撰者采用。 ８）翻译学
及支撑学科的群理论，秉持“整体主义”的教育思
想，从语义、语篇、文体、思维、文化、审美等多维角度
引导学生了解翻译过程、形成翻译技能，是培养学生
复合翻译能力的重要理论基础。
３． ２ 教材编写的脉线类型

教材编写的脉线是指编撰者组织全书的主要线
索，是贯穿全书的“经络”。 一部教材可以没有理论
基础，但一定会有一个脉线。 脉线与理论基础不同：
理论基础是深层次的指导思想，常常只是出现在教

材开始的介绍部分；而编写脉线则是表层的、捆系全
书的丝线。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考察侧面。 比如柯平
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１９９３），理论基础是符号
学，但是编写脉线却是“随性型”，包括翻译的语义
学、翻译过程（理解和表达）、错误分析三个部分，中
间并无严密的逻辑关系，也没有完整的教学体系。
根据教材分析，我们将教材脉线分为六类：技巧中心
型、对比中心型、文类中心型、问题中心型、多元素中
心型、随性型。

１）技巧中心型
技巧中心型教材主要讨论翻译中的增 ／减词法、

定语 ／状语从句的翻译等等技巧。 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是有一定意义的。 从第一部教材，立启凡的《汉
英翻译技巧简论》 （１９７９），到 ２０２３ 年彭萍的《译无
巨细：英汉互译技巧示例》，都是以技巧为脉线编写
的，可见它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２）对比中心型
对比中心型教材是从英汉语言的比较着手，通

过透视语言的差异来讲述语际转换的方法。 当然这
并不是说这类教材全书都是对比，只要对比的内容
达到了 ７０％ ，我们就认定它是以对比为中心的教
材。 如杨元刚的《英汉语对比与翻译教程》（２０２１），
在主张描写与解释结合、同一性与差异性结合的基
础上，从概论、文化与思维、词汇、语义、句法、修辞、
篇章七个层面深入对比汉英语言，进而衍生出相应
的翻译方法。

３）文类中心型
文类中心型教材在简要介绍翻译理论之后，立

即转入科技、旅游、新闻等多种文类的翻译方法与技
巧，且文类翻译的内容要占 ７０％ 以上。 如方梦之、
毛忠明的《英汉 －汉英应用翻译教程》（２００５），在简
要介绍翻译总论、实用文体与翻译、功能目的论与应
用翻译之后，迅速转入具体文类的翻译方法，包括科
技翻译、经贸翻译、法律翻译、新闻翻译、广告翻译、
旅游翻译、政论翻译。

４）问题中心型
问题中心型教材一改过去技巧为中心的思路，

围绕翻译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编写。 如肖海燕的《服
饰文化汉英翻译教程》 （２０２２），编写体系包括传统
服装、传统服饰品、丝绸、刺绣、新时代服饰五个板块
的汉英翻译；每个板块下面又有诸多分项问题，如在
传统服装下面又包括深衣、胡服、龙袍、唐装、裙装、
官服、戎装、旗袍、中山装九个子项的翻译。

５）多元素中心型
多元素中心型教材将翻译理论、英汉对比、翻译

技巧、典型文类及其他个人感兴趣的问题都纳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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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编写中，每个部分平均着墨。 与对比中心型、文类

中心型教材的对比或文类要占 ７０％不同，这类教材
每一个部分所用篇幅均等，约为 ２０％ 左右。 如陈宏

薇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２０１０）包括汉英翻译的
基本理论（翻译标准、翻译单位、译者修养）、基本知

识（文化、思维、语言的对比）、词义翻译、句子翻译、
句群翻译、篇章翻译（包括不同的文类）。

６）随性型

随性型教材多为编撰者的随性思考或漫性笔
谈，是他们在翻译实践中的经验或体会。 这类教材

没有明确的脉线，不按照一定的学术体系和严密的
逻辑结构安排，要么写得非常有特色和创见，让读者
收获甚丰，要么写得非常散漫肤浅，让读者收获甚

寡。 好的教材如何刚强的 《 译写融合， 助撰佳
章———汉译英理念与实践新讲》 （２０２２），提出新境

界下汉英翻译学习的译写理念，并以九个话题展开，
阐述如何将翻译与写作结合，讲好中国故事。 在随
性型教材中，译文粗糙、粘贴拼凑的也不在少数。

表 １　 六种脉线教材在三个阶段的数量分布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各类型总数

技巧中心型 ７ ２６ ７８ １１１
对比中心型 ０ ３ ２３ ２６
文类中心型 ０ １ ３０ ３１
问题中心型 ０ ７ ４９ ５６

多元素中心型 ０ １１ １０４ １１５
随性型 ２ ２０ ３４ ５６

　 　 从上表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实：１）多元素中心

型教材的数量最多，在当下（第三阶段）已成为教材

编写的大流。 这类教材的繁盛表明，越来越多的编

撰者希望能够将理论、对比、技巧、文类等问题都纳

入其体系之中，让学生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与技巧。
２）技巧中心型教材数量非常庞大，仅次于多元素中

心型教材。 在这类教材中，除了大量以“技巧”命名

的教材外，一些领域型教材，如科技翻译、医学翻译

等教材，常常以技巧作为脉线编写，反映出编撰者希

望在短时间内尽快让学生提高翻译技巧、形成技能

的愿望。 ３）问题中心型教材逐步成为编撰者喜欢

的类型，他们希望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切入，从多维视

角将待译对象阐述清楚。 ４）多数对比中心教材都

是基于一些陈旧且“绝对化”的比较，如“形合与意

合”“动态与静态”等。 要想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理

论突破，非常困难，此类教材也处于低位状态。 ５）
文类中心型教材因为涉及众多的实务领域，编撰者

要熟谙每一种实务，非常困难，因而此类教材也处于

低位状态。 ６）随性型教材可以摆脱套路的教材编

写体系，编撰者可根据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就某些

有深刻体会的问题自由写作。 因为它的灵活性、跳
跃性，也为一些编撰者喜欢，然而它难以成为教材编

写的主流脉线。
４．翻译教材编写的前景展望

下面我们从十个方面展望未来教材编写的前景。
１）不管是单向还是双向翻译教材，都有各自的

优势和劣势，一方的优势往往是另一方的劣势。 单

向教材的优势在于，能够针对汉译英与英译汉在思

维路径上的不同，集中精力深入探讨汉译英过程中

语法、词汇、句子、篇章的教学。 另外，鉴于当下中国

文化走向世界的社会需求，在选材上也要注重挑选

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相关的“中国故事”
内容，展开“中国英语”独特表达的教学。

２）双向教材的优势在于提高教学效率：一方面

通过英汉语对比让学生明白汉译英和英译汉相反的

思维路径和操作策略；另一方面，英汉翻译的原文也

要为汉英翻译的译文提供互文借鉴。 （这恰恰是大

部分双向互译教材存在的问题：或者只讲共性，不讲

差异性；或者只是盲目罗列材料，没有利用好英译汉

对汉译英的启示。）
３）在教材编写理论方面，能有直接指导作用的

是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应用翻译学、翻译美学，
编撰者可以根据自己意欲强调学生某一（些）侧面

的能力而酌情选择。 在教材编写脉线上，六种脉线

都有自身的长处，它们与教材的范围和内容，以及编

撰者自身的经验和水平相适合，比如领域实务型教

材以问题为中心编写，往往会有更好的效果。
４）翻译教材对句子层次翻译能力的培养，目的

在于培养学生写出规范，进而有张力的句子。 规范

是指语法正确（如没有垂悬结构、平行内容在语法

上对称）、没有语义冗赘（如不必要的范畴词、不必

要的副词［形容词］修饰动词［名词］）、用词清晰而

不抽象虚泛、符合“简明英语原则” （Ｃｕｔｔｓ， ２０２０）；
张力是指通过使用隐喻、转移修辞、矛盾修辞、无灵

主语句、行使动词功能的介词等手段，使得句子简

洁、耐读、有韵味。 我们需要向汉学家，如霍克思、葛
浩文、闵福德、蓝诗玲等学习，将他们翻译的中国文

学经典中精彩的句子做成双语语料库，供学生阅读、
记诵、仿用。

５） 翻译教材对篇章层次翻译能力的培养，目的

在于培养学生篇章的权衡与顺应能力，即根据翻译

的任务和读者的需求，对原文内容作出价值判断：哪
些需要翻译、哪些不需要翻译、哪些需要补充信息、
哪些需要重写（如将汉语诗幻性的、虚的表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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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英语事实性的、实的表述）。 留下来的内容还要

做好各部分之间的衔接、连贯。 因此需要精选范例

（这对编撰者提出了真实翻译经验的要求），让学生

学会“取舍”与“译写”，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６）教材编写要有正确的“理念”统摄。 所谓“理

念”，是指教材编写中核心的思想或总体的意识，它
可以用一个短语或一个句子凝练出来。 理念既可以

统摄全书，也可以统摄书中某一板块。 以全书为例，
方梦之教材的“变通”理念、何刚强教材的“译写”理
念、陈宏薇教材的“思维转换”理念、杨晓荣教材的

“篇章观照译意”理念、傅敬民教材的“整体汇通”理
念、范武邱教材的“美学”理念、王建国教材的“过程

－结果”理念，等等，让各自的教材既富有特色，又
让学生受益。 以局部板块为例，单句翻译的“简洁

＋张力”理念、流水长句翻译的“主题拆解 ＋ 逻辑重

组”理念、篇章翻译的“体裁样式 ＋ 目的顺应”理念，
均能抓住汉英翻译中各个层级的核心问题。

７）教材编写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它表现在

四个方面。 首先是激发学生兴趣。 教材需要从经典

性和时下性的材料中找到代表性问题，让学生“生
惑”，然后是“诱惑” “解惑”，让学生觉得趣味盎然。
第二是发展学生的认知与思维。 比如讲解汉语流水

句翻译时，先要教会学生分析原文内涵的多重主题，
通常一个汉语主题用一个完整的英语句子表达，这
一步是对原文的切分；然后将每个主题拆解为多个

命题小句，分析命题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并列、
连动、转折、递进、总说 －分说；再后是讲解每一种逻

辑关系在英语中的多种表现手法（可以制成语料

库）。 第三是开发与教材相关的教材外阅读和翻译

练习，它们要与每章的主题相关，以便学生巩固翻译

技巧并形成自动化。 第四是注重全人培养。 教材所

选的内容，既要有科学性的材料，又要有人文性的材

料；既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又要影响学生为人处

世、安身立世的态度。
８）教材编写要融入多学科知识，如教育心理

学、文体学、叙事学、隐喻学、应用翻译学等，使之既

符合学生的认知过程，又多维度拓宽他们的视野。
如就教育心理学而言，在教材编写时，可以借用布鲁

纳的结构主义教学理论（Ｂｒｕｎｅｒ， １９９９），将词义、简
单句、复合句、语篇的核心问题抽出来作为“学科结

构”（ｉｂｉｄ：３），然后运用螺旋式课程往复上升，低一

级结构的内容会在高一级结构中复现，其难度会更

大，学生的理解和掌握会更加深刻，进而提高教学效

率。 再如就叙事学而言，今天的叙事学研究范围不

断扩展，包括文学叙事、历史叙事、医学叙事、科技叙

事等，这些理论可以借鉴于领域型教材的编写。
９）教材走向要多模态化、立体化。 当今世界信

息技术高度发展，为翻译教学、翻译教材编写带来机

遇和挑战。 纸质版教材出版后，需要开发出与之配

套的电子教参、网络拓展课程、关联语料库等，方便

学生自主学习。 同时，同类教材的立体化资源可以

整合，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以最大程度发挥育人

功能。
１０）建立翻译教材评价的市场和学术机制。 评

价具有调节、激励、导引、惩戒的功能。 一方面，可以

在翻译教学指导委员会下面成立教材分委员会，聘
请资深学者对新版教材进行匿名评价；另一方面，出
版社也可以联合不同学校的教师、学生对新版教材

进行评价。 这些评价的分数等级、评论情况都可以

放在网站上，供潜在的购买者参考。 最后，委员会可

每两年评选一次优秀翻译教材，被认定的优秀教材

视为与专著同等的学术成就，进而鼓励优秀教师潜

心编写高水平教材，特别是研究性教材。

注释：
①在这一领域，方梦之（２０１９）的《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

与技巧》代表了国内最高研究水平。 可以预测，以应用翻译

学为理论基础的教材会在不久的将来蓄势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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