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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等教育建设中的英语专业改革探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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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型高等教育改革是对专才教育的继承和超越，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在此次改革中，英语专业

应该由传统的语言文学类转向实用翻译类，这次改革的重点在于教学方法和理念的更新，而不是课程的重新设置。传统

的英美文学课程在实用翻译类人才的培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文学中“创造性误读”的训练是培养学生在翻译

实践中灵活运用“创造性叛逆”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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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学生在高校的学习方式和将来的就业，高等教育处在改革的紧要关头，应

用型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是我国在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中做出的重要举措。这次高等教育改革获得了

广泛的社会支持，因为这次改革致力于解决高等教育与市场脱节的问题，确保学生学以致用，可是，这次

改革对于大多数高校教师来说却是一次挑战，因为这场改革意味着专业的重新定位和课程的重新设置。

对于英语专业来说，这场改革给教师造成了尤为沉重的压力，因为很快英语学科将不作为高考科目，英

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英语系的师生对于英语专业在就业中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英语专业甚至面临着

生存危机，让很多英语系教师在这场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改革中显得无所适从。本文将分析改革

的总体方向，提出英语专业改革的设想，并提出作为传统学术型核心课程的英美诗歌课程的具体改革

方案。

１　安徽省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解读
２０１０年，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联合出台了《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到２０２０年，要“初步建成能够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支持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引领社会进步和文化繁
荣的具有安徽特色的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２０１２年，李和平、储常连和方明三位教授撰文详述了安徽
省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教学改革要有新思路，“大力倡导启发式、探

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注重激发学生好奇心，发挥学生主动精神，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改变单

纯灌输式的教学方法”［１］。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安徽省教育厅于２０１３年进一步作出部署，“强力推进省
级统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和高等教育分类管理改革试点，不断

完善具有安徽特色的现代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上下贯通的人才培养机制，努力成为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单位。”

安徽省高等教育改革作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走在全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列。应用型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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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建设与专才教育的最大不同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专业教育是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的工

业化时代的产物，专业知识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授课方法也是比较机械的，而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建

设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高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因此，当今的高等教育就要求教师科研带动教学。高校

教师必须走出僵化的教科书，研究日新月异的新现象，并通过科研引领社会的发展，及时将自己的研究

成果带进课堂与学生分享。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习也不再是单纯地掌握课本知识，而是要强调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教师的教学要注重启发性，充分调动学生探求知识的主动性，培养他们的创

新能力。

２　英语专业由语言文学向实用翻译的转型
随着国家和社会对于英语的重视度越来越高，我国绝大部分小学已开设英语课，很多城市中的幼儿

园也开设英语课，学生入学后的英语水平在不断上升，因此，针对学生英语技能训练的听说读写等课程

就要相应地压缩，而要增加一些语言背后的文化类的课程，发展他们对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

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社会对于专业翻译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近年来很多高校都设

立了翻译专业硕士（ＭＴＩ），这种应用型的专业翻译主要包括占据很大市场的商务翻译、广告翻译、新闻
翻译以及影视翻译，与传统的文学翻译有诸多不同，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高校英语专业师生的共同研

究。翻译专业硕士的兴起也促进了英语专业本科教育向实用翻译的转型。

实用翻译更加强调信息的传达，往往为了追求译文在读者中的效果而打破文学翻译中“信、达、雅”

标准，典型的例子就是Ｃｏｃａ－Ｃｏｌａ原来译为“蝌蝌啃蜡”因销量不佳，后改为“可口可乐”而大获成功。
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实用翻译的对象失去了文学翻译所面对的文学经典的权威性，给译者留有更

大的发挥空间。译者必须深谙译入语文化，以便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译文中赋予原文第二次生命。虽

然实用翻译表现出与传统的文学翻译截然不同的特点，但是实用翻译并不是完全脱离了文学翻译，而是

在２０世纪共同开启了新的范式。
如今，不管是实用翻译界还是文学翻译界都形成了一个共识，一致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两者语言之间

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在另一个文化中赋予原作以新生。实用翻译也必须植根于两种文

化的深层才能在译文中赋予原作以生命力，因此，实用翻译要以文学翻译为基础。英语专业转由英语语

言文学向应用型翻译转型的重点不是改变课程设置，而是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传统课程中的西

方文化、英美文学特别是现当代英美诗歌对于培养学生的实用翻译技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英美现

当代诗歌有很多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很多著名的英美诗人如燕普逊和理
#

兹等来到中国讲学，也

有很多诗人如庞德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著名垮掉派诗人斯奈德通过翻译寒山的禅诗而步入诗坛，而这

些英美的现当代诗歌又影响了一批中国现当代诗人，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因此，英美诗歌的学习可

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锤炼学生的双语语言，提高他们的翻译能力。

３　创造性误读、创造性叛逆与创新性人才的培育
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误读”概念，他指出误读不仅发生在后

辈作家对前辈作家的阅读中，而且一切创造性的阅读都是误读，正如布鲁姆在《误读地图》中宣称，“阅

读，……，如果是强势的阅读，总是误读。”［２］这就意味着阅读不仅是读者单方面对于信息的吸收，而是

读者根据自己的已有知识对信息的再创造，因此，阅读是一个读者积极主动与文本对话的创造性过程。

继布鲁姆之后，“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ＲｏｂｅｒｔＥｓｃａｒｐｉｔ）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ｓｏｎ），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３］６６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就有很多的例子，其中
失败的例子有在中国很畅销的“白象”牌电池被译为“ＷｈｉｔｅＥｌｅｐｈａｎｔ”而失去市场；还有 Ｐｏｉｓｏｎ香水根
据发音被译为“百神爱”，而备受中国女士喜爱。可见，在商务翻译中，“创造性叛逆”至关重要，往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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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企业的生命。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将创造性和叛逆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为学生在商务英语翻译中正

确运用“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很好的典范，而“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

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练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译者几乎

无所适从———保存了内容，却破坏了形式，照顾了形式，却又损伤了内容。”［４］１３７－１３８

庞德将李白的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误译”为：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ｗｏｒｄ，ｃｕｔｉｎｔｏｗａ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ａｇａｉｎｆｌｏｗｓ．／Ｒａｉｓｅｕｐ，ｑｕｅｎｃｈｓｏｒｒｏｗ，ｓｏｒｒｏｗａｇａｉｎｓｏｒｒｏｗ．这里的译文“不像英语，这是搬中国句
法”，“英语到了读不通的地步”［５］２３１。庞德的“直译”中省略了英语作为形合语言的虚词，只保留了传达

意象的实词，在英语读者中创造了一种陌生化的美学效果，形成了现代主义诗歌断裂隽永的特点。因

此，“翻译”对于庞德来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行动，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相互影响的生动交涉。罗伯特·

弗罗斯特曾经说过，“诗意就是在翻译中所丢失的那部分”。庞德的观点与他相反：他希望挖掘诗意中

“坚不可摧”的部分，在翻译中不会丢失的那部分。

从布鲁姆的“创造性误读”到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再到庞德的“创造性误译”实践都凸显了创

新的重要性，然而，三者都强调对于传统的学习在创新中的必要性。创新离不开传统，任何创新都是立

足于传统的创新，脱离传统的创新往往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在今天的教育改革中，我们必须要正确处理

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要打破固守传统的守旧主义，也要防止抛弃传统的激进主义，我们要坚持“古为

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让传统的经典在课堂上焕发生机，让经典作家成为陪伴

学生的良师益友以指导今天的社会实践。

高等教育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改革并不是对传统学科的抛弃，而是以传统学科为基础，集传统

学科的智慧研究现代的新问题，推陈出新，培养把握时代潮流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这场改革

对于高校教师的挑战在于要正确处理好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教师不能将科研仅仅停留在学术问题

本身，而应将学术研究中的老问题与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结合起来，集先贤的智慧解决新的问题，并将

研究的成果带进课堂，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完全抛开传统课程，重新设置应用型

的新课程，高等教育必然会蜕变成失去根基的技能培训。只有植根于传统学科才能提高发现新问题并

解决新问题的能力，高等教育才能引领时代潮流，培养出适应新形势的创新性人才，而不是被动的追随

时代潮流，只能培养出落后于时代的技工。

参考文献：

［１］李和平，储常连，方明．转型提升，科学构建地方应用型高度教育体系［Ｊ］．中国高度教育，２０１２（１）：１２－１４．

［２］Ｂｌｏｏｍ，Ｈａｒｏｌｄ．ＡＭａｐｏｆＭ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

［３］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Ｍ］．青岛：青岛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谢天振．译介学［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赵毅衡．远游的诗神［Ｍ］．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Ｌｉｔｚ，ＷａｌｔｏｎＡ．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Ｔ．Ｓ．Ｅｌｉｏｔ［Ｃ］／／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ＥｍｏｒｙＥｌｌｉｏ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９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