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３

论翻译教学的本质 ①

———生态翻译学视角

宁济沅
（韶关学院 外语学院，广东 韶关５１２００５）

摘　要：本文基于翻译教学与翻译活动的关联性与相似性，运用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论析翻译教学的本质，认为翻
译教学是教师适应教学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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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相关研究要么是从学生（学习者）的角度探析
翻译教学，要么从教材或外部学习条件（比如网络条件）的

角度探析翻译教学，很少从教师的角度探析翻译教学，几

乎从未有过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来探析翻译教学。鉴

于此，本文基于翻译教学与翻译活动的关联性与相似性，

借用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支持，从教师的角度，论析翻

译教学的本质。

一　翻译教学与翻译活动
翻译教学的行为主体是教师，翻译活动的行为主体是

译者，二者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从事的活动都属于人类行

为活动，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已。而人类又是生物界的

一部分，所以教师从事的翻译教学和译者从事的翻译活动

都是属于生物界的人类活动。

翻译活动彰显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三元关系，即

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而翻译教学也有类

似的三元关系，即教材（作者）———教师———学生。

鉴于翻译教学与翻译活动不仅都属于生物界的人类

行为活动，还都具有类似的三元关系，因此二者具有很大

程度上的关联性和相似性，用来指导翻译活动的生态翻译

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指导翻译教学。

二　翻译教学与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而是胡庚申

先生２００８年在《中国翻译》上撰文提出的一个有关译学研

究的生态学视角或生态学途径［１］，认为翻译活动的实质是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２］，这完全可以应用

于翻译教学领域，论析翻译教学的本质。

１．教师———教学行为主体

生态翻译学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认为“在翻译

操作的过程中，一切适应与选择行为都要由译者作出决定

和实施操作……没有译者就没有译文；而离开了译者也就

谈不上翻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讲话者与听话

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无法实现了。可以说，只要我们论及的

是翻译问题，那么，译者就一定是‘中心’，译者在翻译行为

中就一定起着‘主导’作用；否则，那就不是翻译了，那就另

当别论了。”［２］

人类所从事的翻译教学活动就像是以译者为中心的

翻译活动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把教师比作为译者，教材及

其作者比作原文及其作者，学生比作翻译中的读者。这

样，翻译教学就和翻译活动有着一一对应的三元关系，即

教材（作者）———教师———学生。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看翻译教学中的三元关系，教师

居中，地处“中央”，是读懂教材、理解作者、为学生传道、授

业、解惑的“中枢”。从功能角度看，教师既是教材的“学

生”，同时又是学生的“作者”，前者在于教师与作者对话，

理解教材的功能，后者重点在于教师与学生对话，授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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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从教学差异视角看，不同的教师给同一水平层次的

学生上同一门翻译课程，他们的教学风格和效果也会有差

异，原因在于“中央”位置的教师不同，正所谓成也“教师”，

败也“教师”。

因此，我们认为翻译教学的行为主体必定是教师。教

材及其作者、学生都是教师教学活动的对象———教材是教

师理解、阐释、再创造的对象，作者是教师理解、阐释、再创

造活动所需借助的研究对象，而学生则是教师教学活动的

目的对象［３］。

２．教学生态环境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

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

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２］。

翻译教学也有一个类似于翻译生态环境的教学生态

环境。处于“中央”位置的教师虽然是翻译教学的行为主

体，但是在其周围还有很多诸者和要素。这些诸者和要素

一起共同作用于教师，构成一个复杂而繁荣的生态系统。

该系统中首先表现为教师与教学行政主管的对话，确

定具体的翻译教材，明白教学任务和课时数；然后表现为

教师与教材及其作者的对话，理解教材，做好课前准备；最

后表现为教师与课堂上现实学生的对话，之前的对话都伴

随着教师与潜在学生的对话，处处都是以潜在学生的学习

利益为要旨的。教师与诸者之间的对话是交互进行、平等

协商的对话，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除此之外，该系统

还伴有诸要素与教师的关系，表现为教师对现有教学条

件、课时数、以及学生的自身特点等方面的适应，还有教师

在学生和社会对翻译的需求与教学大纲的规定之间的适

应性选择。

以上论及到的诸者和相关要素都是该系统中的元素，

都是教师从事翻译教学时的周围环境，可以将它们界定为

教学生态环境，即与翻译教学相关的诸者和诸要素之间所

呈现出的世界，即教学主管、教材及其作者、教师、学生，教

学大纲、教学条件、课时数、以及学生和社会需求等之间互

联互动的整体。

３．二者之间的关系———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是适应与

选择的关系，正如胡庚申本人所言，“翻译生态环境既是制

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

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２］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接受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

选择，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另一方面，译者又以

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２］。

同样，翻译教学也有类似的关系，即教师与教学生态

环境之间的适应与选择。一方面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生态

环境的适应，以教材及其作者为典型要件的教学生态环境

对教师的选择与制约，选择那些与教材相适应、相匹配的

教师，即教学生态环境对教师的选择，也可以理解为教师

的适应，即教师会主动去适应环境，不会选择那些自己毫

无把握的、或把握不大的教材去从事翻译教学。另一方面

又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生态环境的选择阶段，以教师为典型

要件的教学生态环境会驱使教师以教学生态环境的身份

对具体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与操纵，教师会在教学大纲

的规定、教学主管的要求、以及课时数的限制和学生与社

会对翻译的需求之间权衡利弊，做出适应性选择，有时甚

至是逆向选择，彰显教师对教学生态环境适应度的选择程

度，操纵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展现出最佳的整合适应

与选择。

三　翻译教学本质
在生态翻译学的关照下，以上具体论析了处于“中央”

的教师是翻译教学的行为主体，界定了教师从事翻译教学

行为时的周围环境，即教学生态环境。进而探析了教师与

周围的教学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适应与选择的关系。因

此，翻译教学的本质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可以定义为是一

种以教师为教学行为主体的适应教学生态环境的选择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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