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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英汉翻译问题及其教学对策 ①

———以语篇翻译测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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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加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和提高大学生的翻译能力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研究通过语篇翻

译的测试系统地归纳了目前大学生英汉翻译的许多问题，如无意识的语误、字面翻译、措辞不准、逻辑矛盾、语篇衔接错

误等现象，并深入分析造成这些翻译问题的原因，大学英语教学应重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在学生的翻译能力方面要特

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语篇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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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既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贯彻执行教学大纲的要求。外语专业培养出来

的翻译人才大多擅长文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翻译，而对于机械、电子、工程等领域的翻译仍然受到专

业限制。１９８０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没有对翻译的要求。１９８５年的《教学大纲》对翻译的要求只有
英译汉。１９９９年的《教学大纲》大学英语教学目的为：“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
写、译能力”，并要求具有英汉互译的能力。《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２００４）要求大学生“能借
助词典对题材熟悉的文章进行英汉互译，英译汉速为每小时３００英语单词，汉译英速为每小时２５０个汉
字。译文基本流畅，能在翻译时使用适当的翻译技巧”。国家对培养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翻译能力越

来越重视，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翻译能力存在许多问题。因此笔者以本校２０１０
级计算机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作为测试对象，考察目前大学生翻译中存在的常见问题，并分析造成

这些问题的相关原因，以期给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提供有益的建议。

１　大学生英汉翻译问题及原因
为了通过测试集中发现大学生翻译中的普遍性问题，笔者以２０１４年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的英汉翻译

题为例，对本校计算机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进行测试，考虑到专业八级的水平和难度对非英语专

业难度较大，在本次测试过程中允许学生查阅英汉词典，以降低难度。在对学生大量译文错误进行分析

的基础上，归纳出一些常见的错误类型，结合相关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进行解释，深入分析其中的原

因，以便给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提供一些借鉴。

１．１　无意识的语误
“语误”通常是翻译过程中无意识所导致的一种常见的误译现象。弗洛伊德指出：“即使在极其微

妙和非常艰苦的知识活动中，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欲望和思想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１］。翻译虽

然是一种高强度的思维活动，无意识也会随时影响译者的语言转换，影响翻译的质量，这类错误一般在

学生的正常心理状态下是可以避免的，当然造成此类错误一方面是因为要求在短期内完成试题，学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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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紧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生对翻译态度不够严谨，比如：

例１：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ｃ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ｕｓｅｄｔｏ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ｓｅｎｄ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ａｂｏｕｔｉｎｔｅｎｔ．

学译：说话者双方的距离不仅可以表示许多事情，而且还无意中被用来传递意图信息。

例２：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ｏｒ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ｍａｎｙ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ｗｈｉｌｓ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ｙｄｅｎｏｔｅ
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ｏｒａｌａｃ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学译：对许多说话者而言，距离近暗示关系亲密或危胁，距离远则意味着关系正式或彼此缺乏兴趣。

笔者发现，受试的学生中近１０％的学生讲例句中的“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被学生错误翻译成“无意”或“无
意识”，将汉语的“威胁”写成了“危胁”。在允许查阅词典的情况下，学生的词汇量对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的
翻译应该不会犯错误；之所以将“威胁”写成了“危胁”是因为两字的读音接近，导致学生在翻译过程中

出现语误，而这些无意识的低级语言错误如果译者认真对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１．２　字面翻译
翻译是离不开语境的，没有语境就没有词义，没有语境同样没有翻译。英语词语用法灵活，一词多

义现象广泛，词语的理解对上下文依赖性强，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词义，笔者发现学生在

翻泽时往往没有仔细推敲和揣摩就把一些词按其最常见的意思翻译出来，或者按该词语的字面意义翻

译，这就可能导致歪曲原义，望文生义，甚至造成许多笑话，比如：

例３：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ｉｓａｌｓｏｂｏｔｈ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ｉｓｏｆｔ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ｏｕｎｄ．
学译１：身体距离的远近与个人风格相关，也为文化所捆绑。
学译２：客套是个人风格的一种，通常也算是文化边界。
改译：谈话者之间的距离远近与个人风格相关，也受文化制约。

测试发现不少学生将原文中的“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ｏｕｎｄ”按“ｂｉｎｄ”的字面意思翻译成“文化捆绑”、“文化边
界”或“文化纽带”。造成字面翻译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没有对原文的深层含义进行分析，翻译时局限于

字面理解，缺少对英汉语差异的考虑，不能从翻译技巧上对原文词义进行从具体到抽象或从抽象到具体

的转化。对于“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ｏｕｎｄ”的翻译应该考虑语言差异，将“ｂｉｎｄ”的字面意义抽象化为“文化制约”或
“文化影响”。

１．３　措辞不准
王宗炎认为：“辨义为翻译之本”［２］。翻译的措辞需要通常指在正确理解原文词义的基础上，选择

恰当的目的语词语，该词语能充分地传达原文的意义，且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翻译的措辞并不能简

单从词典中去寻找对应的词语，措辞通常要考虑该词语在原文中的语境意义，考虑该词语的语义范畴、

用法以及感情色彩等多个方面。翻译中的措辞如同绘画，需要做到恰到好处，可谓增之一份太多，减之

一份太少，但在翻译实践中，部分学生要么对原文的意义表达不够充分，要么过于发挥，比如：

例４：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ｌｏｓｅｔｏｓｏｍｅｏｎｅｍａｙｂｅｑｕｉｔ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ｉｎｓｏｍ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ｐａｒ
ｔｙ，ｂｕ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ｏｕｔｏｆｐｌａｃｅｉｎｏｔｈ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学译１：在某些场合，比如在一个聚会上，和某个人站得很近是相当合适的，但是，在会议上和某个
重要的人说话，情况就不同了。

学译２：在某些场合，比如说在不是很正式的舞会，与某人贴得很近是很合适的，但是有些场合你就
不能，比如说，接见上级领导。

改译：在某些场合，比如在非正式的聚会中，与某人站得近是非常合适的，但在其他场合就截然不同

了，比如会见上级领导。

学译１的问题是漏译了“ｉｎｆｏｒｍａｌ”，原文中的“ｍｅｅｔｉｎｇ”属于动名词，应该翻译成“会见”，而不是“会
议上说话”，“ｓｕｐｅｒｉｏｒ”应该是“上级领导”却被翻译成“重要人士”，该生的措辞有些地方过于随意，有些
地方不切合原文。学译２的问题是在翻译时的措辞对原文不够忠实，有些地方凭空想象，过于发挥，如
“在不是很正式的舞会，与某人贴得很近”，还有个别词语用词不当，如“接见领导”这样的说法显然违背

了“ｍｅｅｔｉｎｇ”一词的语境意义。
１．４　逻辑矛盾

逻辑矛盾指的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事物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所作的描述出现互相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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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翻译中出现的逻辑错误指的是原文在叙述或论证中没有逻辑矛盾，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对

原文的错误理解，使译文出现逻辑矛盾。表面来看这是由于译者粗心大意，但在多数情况下则反映了译

者在翻译过程中思维不够缜密，甚至混乱。忠于原文的逻辑思想是对翻译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译者的职

责所在，翻译伦理使然。李克兴认为思维中存在逻辑矛盾，不但是语言表述和论证的问题，对于翻译工

作者来说更是翻译中的大忌，因为这不但错误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有时会完全歪曲、甚至破坏原著的

思想，使译文质量大打折扣，比如：

例５：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ｉｓａｌｓｏｂｏｔｈ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ｉｓｏｆｔ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ｏｕｎｄｓｏｔｈａｔｗｈａｔｍａｙｓｅｅｍ
ｎｏｒｍａｌｔｏａｓｐｅａｋｅｒｆｒｏｍｏ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ａｙａｐｐｅａｒ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ｃｌｏｓｅｏｒｄ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ａｓｐｅａｋｅｒｆｒｏｍａｎｏｔｈｅｒ．

学译１：由于个人习惯或文化差异，人们近距离或远距离交谈看起来都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学译２：距离可能是一种个人风格或与文化相关，因此，对于来自两个国家的谈话者来说，一个可能

觉得谈话内容很正常，另一个会觉得无关紧要。

改译：谈话者之间的距离既与个人风格相关，也受文化制约。因此，在从某一文化来看是很正常的

距离，在另一种文化中会显得过近或过远。

单纯从思维逻辑的角度分析学译１和学译２的问题，如学译１，句首强调的是个人习惯和文化的
“差异”，而句尾却又得出近距离和远距离交谈“都”是合情合理的。既然前面将“差异”作为“原因”，怎

么后面又否定差异？抹杀整个句子的因果关系呢？学译２，句子前一部分译者显然明白：个人风格和文
化因素会影响谈话的距离，按照这样逻辑推理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一种文化看起来很“正常”的

距离，在另一种文化看来就“不正常”，令人费解的是学译２在句子末尾却得出“觉得无关紧要”的结论。
以上学生的两种译文，即使对于不懂外语的读者来说，单从汉语表达就可发觉其译文的逻辑错误。可

见，学生对原文的逻辑思路既没有进行认真逻辑推敲，也没有用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翻译。

１．５　语篇衔接错误
对原文的英语语篇进行充分的语篇分析，这是准确理解和翻译的先决条件，语篇分析，可以帮助译

者理解原文，确定一段话的主题，把握其大意，分析词语衔接和语法衔接，从而帮助译者确定词义，使词

语的微观意义和语篇的整体意义融为一体。翻译过程中如果忽视语篇衔接必然导致主题意义把握不

准，词语的微观意义与整体主旨不协调，前后矛盾，比如：

例６：Ｈｕｎｃｈｅｄ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ａｎｄａｈａｎｇｉｎｇｈｅａｄｇｉｖｅ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ｏｄ．Ａｌｏｗｅｒｅｄｈｅａｄｗｈｅ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ｔｏａ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ｙ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ａｎｃｏｎｖｅｙ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ｓｏｍ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学译：昂首挺胸可以给人一种情绪高昂、朝气蓬勃的感觉。在某些文化中，低头与贵宾谈话，不管有

无眼神交流，都能够传达一些适当的关系。

改译：耸肩和垂头都表明一种强烈的情绪。在某些文化中，与上司谈话时低头 （不管有无眼神交

流）能恰当表达人际关系。

通过语篇分析可以发现原文中的“Ａｌｏｗｅｒｅｄｈｅａｄ”与上一句的“ａｈａｎｇｉｎｇｈｅａｄ”构成前指关系，后一
句是对前一句的补充和进一步说明，英语语篇中常用近义词替代上文中出现的词语，如果学生具备了这

样的语篇分析能力，是不可能将“ａｈａｎｇｉｎｇｈｅａｄ”翻译成“挺胸”的，况且“Ｈｕｎｃｈｅｄ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指的是“肩
膀”，怎么可能是“挺胸”呢？可见，如果学生缺乏语篇分析意识，不仅不能从宏观上正确把握原文的主

旨，甚至对词语的理解也会出现许多语篇衔接方面的低级错误。

２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相关对策
针对目前大学生英汉翻译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首要措施是对教学进行改革，体现大学英语教

学对大学生翻译能力的重视。本文中所提到的大学生英汉翻译中常见问题，比如无意识的语误、字面翻

译和措辞不准等。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方案到教学目标，都没有给与翻译足够

的重视。为了给翻译与听说读写同等重视，可以在目前大学英语初级阶段的教材中增加翻译训练的比

重，在每单元练习中设置一定量的翻译习题，通过一定量的练习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翻译理念，能够掌

握和应用基本的翻译技巧；大学英语教师还可以根据所教学生的专业特点，在每章教学内容中加入与学

生专业密切相关的篇章翻译练习，培养学生的实务翻译能力，为学生今后的专业文献翻译打下坚实的基

础。另外，还可面向高年级比较优秀的学生和对翻译感兴趣的学生，开设与翻译相关的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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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张景华：论大学生英汉翻译问题及其教学对策

我校的大学英语教学部已连续６年开设《英汉翻译》选修课，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内容
上不断完善，我们基本设置了如下四大部分：第一，导言，该章主要介绍翻译的定义、作用、翻译简史以及

翻译与大学教育，主要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白翻译对其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第二，英汉语言的宏观比

较，如综合性与分析性、形合与意合、繁复与简单、物称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间

接与直接、替换与重复等，目的是通过英汉语比较研究培养翻译综合能力，重点突出培养学生的语感能

力、语境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第三，翻译方法和技巧，翻译方法包括直译、意译，翻译技巧涉及选

词用字、增词法、省略法、转换、词序调整、正反交替等，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根据特定的语境选择恰当的翻

译方法和技巧有效地实现语言转换。第四，应用翻译，包括经贸翻译、科技翻译，编译和改译等方面，目

的是让学生掌握实务翻译的基本特点，为将来的专业性翻译奠定初步基础。经过这样比较系统的翻译

教学，学生至少可以避免上述低级翻译错误。

其次，大学英语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篇分析能力。翻译时需要从宏观上分析原文的主旨、题材

和文体；也需要从微观层面分析原文的字词句、上下文，以便弄清关系，明确意义。只有把对原文宏观

分析与微观分析融为一体，才能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所以，语篇分析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有效帮

助译者的解构和分析原文，真正做到：“词语—句子—篇章”的分解组合，如庖丁解牛，胸有成竹。这样

就可以提高学生翻译能力，避免上述翻译中逻辑矛盾和语篇分析不够等问题，比如本次测试语篇的前一

部分：

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①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ｃ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ｓｅｎｄ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ａｂｏｕｔｉｎｔｅｎｔ．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②，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ｏｒ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ｍａｎｙ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ｈｉｌｓ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③ ｍａｙｄｅｎｏｔｅ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ｏｒａｌａｃ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④ ｉｓａｌｓｏｂｏｔｈ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ｉｓｏｆｔ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ｏｕｎｄｓｏｔｈａｔｗｈａｔｍａｙｓｅｅｍｎｏｒｍａｌｔｏａｓｐｅａｋｅｒｆｒｏｍｏ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ａｙａｐｐｅａｒｕｎｎｅｃｅｓ
ｓａｒｉｌｙｃｌｏｓｅ⑤ ｏｒｄｉｓｔａｎｔ⑥ ｔｏａｓｐｅａｋｅｒｆｒｏｍａｎｏｔｈｅｒ．

从词汇衔接来看，该语篇中的①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身体距离）、②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近距离）、③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远距离）、④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距离远近）、⑤ｃｌｏｓｅ（近）、⑥ｄｉｓｔａｎｔ（远）构成了构成很好衔接关系：１）其中①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身体距离）与④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距离远近）这对近义词构成同义关系；２）其中②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近
距离）与③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远距离）、⑤ｃｌｏｓｅ（近）与⑥ｄｉｓｔａｎｔ（远）这两对反义词构成了重复关系；（３）其中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身体距离）与②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近距离）、③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远距离）、④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距离远近）、⑤
ｃｌｏｓｅ（近）、⑥ｄｉｓｔａｎｔ（远）构成了补充说明关系以及整体与部分关系。如果学生具有充分的语篇分析能
力，即使对其中较难的个别词语（如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不太熟悉，学生也可以根据语篇分析大致猜测出该词的
意义。另外，这些与“距离”密集出现反义词和近义词对主题的理解和把握也有很大的帮助，至少在语

篇理解时不会偏离“身体距离与文化差异的关系”这一关键话题。

当然，进行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改革对我们教师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大学英语教师必须改变对大学

英语翻译教学的认识，即翻译不再是大学英语教学中听说读写的补充，翻译也不再是外语学习的辅助手

段。可以说，翻译能力是与大学生的专业发展、外语水平并驾齐驱的一种职业能力，只有具备了一定的

翻译能力，我们才可以认为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与国际科学技术和国际学术接轨的水平。另外，大学英语

教师也必须将科研与教学结合，增加专业知识和提升专业教学水平，至少应该系统地学习语言学和翻译

学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才能胜任新时代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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