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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论和目的论翻译观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①

郑立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涉外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教学翻译被视为语言教学工具，旨在培养语言能力，翻译教学被视为语言教学目的，旨在培养职业翻译能
力。在新形势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科学的态度是融合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既用翻译作为教学手段又将其设为教学目

标，使非专业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同步发展，体验式外语教学可以帮助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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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十年来，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翻译教学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其地位和作用得到肯定，看到了不足，一致认

为：第一，翻译活动能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第二，翻译

能力是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之一，不能忽

视；第三，翻译学习是大学英语教学必不可少的部分；第

四，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目前非常薄弱，急需提高。有两个

方面存在分歧：第一，教学翻译是否束缚语言运用能力

（特别是翻译能力）的发展；第二，在教学上，非外语专业

学生的翻译学习是否该向专业学生看齐。笔者认为不能

否定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翻译活动对培养学生翻译

能力的积极作用，不必用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的概念和

区别决定非外语专业翻译教学改革的方向，只要是有真

实交际意义的翻译训练就可以实现教学翻译向翻译教学

的无缝连接，同步培养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在作为语言

教学的翻译教学中应该用体验式外语教学。

２　语言能力和工具论翻译观
在传统的语言教学中，除语法分析外，翻译是另一种

语言活动，被师生用作巩固所学词汇和语法、提高语言知

识的手段，主要过程是语法、词汇分析后采用演绎的方

法，用所学的语言知识翻译句子，所以被称为语法翻译

法，在 １８ －１９世纪的语言教学中被大量使用。Ｊｅａｎ
Ｄｅｌｉｓｅ将语言教学中的这种翻译活动称为教学翻译或学
校翻译，定性为语言学习手段，目的在于掌握语言学习的

基本要点，提高语言水平，完善语言风格；与之对应的是

翻译教学，传授翻译技能与知识，培养学生从事职业翻译

的能力，目的在于完成具有特定受众的交际任务［１］。

Ｄｅｌｉｓｅ的观点被各国学者普遍接受，自此，教学翻译与语
言能力相对应，翻译教学与交际目的、职业翻译、外语专

业翻译课程相对应。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进一步厘清教学翻译和翻译教

学的性质和区别。Ｇｉｌｅ指出，教学翻译目的是提高并测试
学生外语的主动和被动知识，母语和外语的互译活动可

以帮助学生掌握外语词汇、语言结构、提高外语理解和写

作水平［２］。翻译练习提供了提高语言的方法，可以帮助

学生扩展词汇知识和获得语域、词序、时态、语态、所指、

语言变体等语言学知识［３］。在我国，语言学习中的翻译

也被认为是手段，“在教学翻译中，翻译是外语教学的附

庸、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的目的”［４］１３３，刘和平指出教学

翻译不是以交际为目的，而是帮助学生掌握语言，认为这

种运用词汇本义将翻译句子的教学翻译属于元语言范

围，所以也可称为语言翻译［５］。罗选民、徐丽娜说：“教学

翻译是以辅助第二语言习得为目的的教学手段，教师以

此帮助学生掌握外语词汇和语法特征。学习以模仿为主

……”［６］

区分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对语言教学有积极意义，

特别受益的是外语专业的翻译课程，但是有些论述不免

显得狭隘，夸大教学翻译的危害。由于教学翻译以语法

为中心，具有非交际性特点，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这种
教学方法饱受诟病，被贴上“只教授什么是语言，而不是

语言本身”［７］、“哑巴英语”、“费时低效”等负面的标签，

甚至对纯正意义的翻译也造成不良影响，译文表意不准、

表达不畅、译语痕迹严重都是教学翻译留下的后果。“受

教学翻译的影响，学生们往往过分拘泥原文的语言知识，

致使翻译出的句子逻辑混乱，不合乎中文的习惯。”［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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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交际能力和目的论翻译观
交际能力是指恰当使用语言的能力，是语言能力和

语用能力的综合体现。它有四个特征：（１）能辨别组织合
乎语法的句子；（２）在适当的语言环境中使用语言；（３）能
判断语言能力的可接受性；（４）能知道语言形式出现的或
然率。“翻译就是交际”，而且是跨文化交际，需要外语、

母语语言能力、语境意识、文化意识、思维能力等。

翻译是不同语言间沟通的桥梁，在语言学习中，翻译

是语言运用能力之一，是教学的目的，因为语言学习的目

的就是为了交际，有目的地输入目的语信息或输出母语

信息。今天，翻译的作用和广泛需要已不言而喻。因此，

１９９９年，我国将翻译能力纳入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要求，规
定大学英语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

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２００４年，教育部启动新一轮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明确规定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三

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２０１３年 ８
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原单句汉译英调整为段落汉译

英。翻译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

四级长度为１４０－１６０个汉字；六级长度为１８０－２００个汉
字，要求学生在３０分钟内完成。不难看出，其目的是根据
大纲的一般要求考察学生的翻译能力，即语言运用能力，

把翻译视为语言学习的目的之一。

４　教学翻译、翻译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翻译要求已提高到交际层面和篇

章层面，传统的教学翻译不能满足需要，是不是只有开设

专业翻译教学才能解决问题？毋庸置疑，受课时限制，增

设专业翻译教学没有可行性，解决办法只有改革教学翻

译。虽然局限于语法字词层面的教学翻译已过时［８］，但

是翻译能培养语言能力的作用不能忽视。翻译总是以语

言能力为前提，事实上，“语法翻译法并非那么可怕，改进

的语法翻译法在广泛使用”［９］４，翻译法是一个重要的教

学资源。朱月娥指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切实有效

的教学翻译活动，有利于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

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１０］。

我国有学者和教师研究大学英语背景下的翻译教

学，提高非外语专业生的翻译能力。罗选民（２００２）建议
将翻译教学划分为“大学翻译教学”和“专业翻译教学”，

前者的教学对象是非外语专业学生，后者针对外语专业。

这个观点实际是扩大了专业翻译的范围。鲍川运

（２００３）、王金波、王燕（２００６）则扩大教学翻译的范围，认
为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都属于教学翻译，非外语专业应

有翻译课程，他们的做法是给非外语专业本科三四年级

学生开设口译选修课。这两个观点看似决然相反，其实

一致：非外语专业学生不应当挡在翻译教学大门外，应该

有进入交际层次和专业层次的翻译学习。他们的不足是

仍然未将语言能力培养和翻译技能培养同步起来，没有

解决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内容多－时间少”、“学生多－

教师少”两大矛盾。我国大部分高等院校受教学课时的

限制，王金波、王燕的研究成果很难推广到其他学校。如

果要在两年大学英语教学时间内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必须找到一种能同时培养语言能力、篇章能力、语用能

力、文化能力、策略能力等交际能力和翻译知识技能并行

的途径。

５　双功能翻译观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大学外语教学需要双功能翻译观，即认为翻译同时

是工具和目的，通过翻译活动本身使语言能力和翻译能

力相互作用，在完成一项教学任务过程中实现同步提高。

蔡式教学法和体验式外语教学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蔡式教学法是翻译式语言教学，起源于他本人的学

习经验，验证了双功能翻译教学观的假设，翻译的工具性

和目的性效果一同体现。

蔡式教学法把翻译既当作语言学习的工具又确定为

语言学习目标，其目的就是要求学习者较快地熟练掌握

目的语，能用目的语进行交际，训练的途径是翻译，因为

“翻译练习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表达策略，指导如何‘正

确、规范、精致地’使用目标语［１１］３２。具体操作是让学生

在基础外语课程学习期间向学生布置一定量的口笔译翻

译练习（语篇），学生以小组形式讨论、解决问题、产出译

文，然后与参考译文比较，进行第二次讨论、解决问题，课

堂上老师帮助解决全班同学共同的问题或错误。

蔡教授２０来年的法语教学实践证明这种体验式的
翻译教学法非常成功，能显著提高学习效率，使学生达到

掌握目的语的要求。邹为成、王初明等关于体验式外语

教学的实验取得同样的成功。

体验式教学古已有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重回人们视线
并受到追捧。体验式教学衍生于美国教育家杜威“教育

即生活”的教育思想，体验学习以增长学生的经验为中

心，教学活动围绕着组织教学任务、解决问题展开，学习

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材料，使学习成为有意义的事，强调社

会效益。

体验式教学理念与交际教学有关，与交际外语教学

理念非常吻合，两者都强调“将学习者置于语言教学的中

心位置，强调学习者的个体需求和个性化学习风格，强调

合作式学习，强调课堂交际情景对校外社会的再现”［１２］。

体验式外语学习给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同伴之间、师生之

间和人书之间的真实意义的交流协商，更有助于交际能

力的发展，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提高外语应用

能力。

体验式翻译教学法的主要原则：

第一，学习材料必须与学生专业和生活相结合。纯

粹的外语学习目的是为了与目的语者交流。交流什么

呢？从已有的经验看，交际双方，特别是开始阶段，主要

话题包括：自己的基本情况，例如学习、工作、家庭、兴趣

爱好等；自己国家的文化知识，历史、地理、习俗、节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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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化等；工作内容，介绍、交流自己从事的工作、职业，

或者因为双方工作上的合作需要交流。所以，教学材料

必须是与学生的专业和生活相关、具有很强的交际意义

和社会意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学习的效益。“边

学边用”的方式是语言学习的有效途径。“当成年人有自

己的学习目标，并且与目前的自我概念一致时学习最

有效。”［１３］

第二，学习材料必须与文化相结合。教学材料应既

有目的语国家又有母语国家的文化内容，不能是单向介

绍。“目前大多数外语教材反映目的语国家或区域文化

现象的很多，然而学习者母语文化却常常在教材的编写

中被忽视。”［１１］７０最新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翻译题材料体

现了介绍母语文化的意识。

第三，学习材料必须真实、有交际意义。体验式教学

和交际教学法要求在真实或虚拟的环境下实践体验，然

后通过反思、感悟实现自身知识、能力和态度的提升与重

构。非真实的语言材料缺乏趣味性和启发性，“翻译应该

充满着发现和兴奋”［３］，在学习过程中，具有交际意义的

真实文本翻译练习获得的经验更有效。

第四，教学材料来源多样化。教学材料应来自不同

语域、不同渠道，不盲从教材。体验式教学有个人性的特

征，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允许学生参与选择

材料，学生对学习内容有决定权。

第五，小组学习形式。小组学习是体验式学习的主

要形式，给学习参与者更多的口语翻译和交际需要，增加

ｉ＋１的语言输入。而且，小组学习能营造轻松、愉快、富
有刺激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探究精神［１４］。

体验式翻译法教学在实践中还应考虑更多的因素，

王海啸探讨了关于体验式外语学习的教学原则，归纳为

“大纲相关原则、教师相关原则、教学过程相关原则”，每

个原则下面都有若干子原则。总之，体验式教学以体验

为方针，以学生为中心，以效果为目的。

６　结　语
语言教学首先要确定“教什么”，然后确定“怎么教”，

如果统一了“重视培养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思

想”，其余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理论上厘清“教学翻译 －
翻译教学”、“语言翻译－职业翻译”、“语言教学中的翻译
活动－翻译活动中的语言学习”这些概念，有助于指导教
学实践，但是不管怎样区别它们，这些语言活动在正确的

教学思想指导下都有殊途同归的作用。语言能力是确保

交际翻译达到 “准确、清楚、灵活”（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ｃｌａｒｉｔｙ，ｆｌｅｘ
ｉｂｉｌｉｔｙ）这三个质量标准的基础，教学翻译为之服务，“预
备级的翻译练习提供了提高语言的有趣方法，包括扩展

词汇、语域、词序、所指、时态、语态、习语等各方面的知识

和语言变体”。所以我们需要语言课上的翻译教学法。

实验表明未学过翻译的英语母语学生的西班牙语—英语

翻译作品比受过翻译训练的西班牙母语学生的西班牙

语—英语翻译作品更差，可见，要培养学习者的翻译能

力，必须授其翻译知识和技能。否定教学翻译肯定翻译

教学的思想值得反思，“先语言后翻译”将语言知识和翻

译技能教学剥离开来的方式也值得反思，体验式和翻译

式教学大学英语教学的尝试者目前很少，需要广大英语

教师努力探索，从实践中发展和完善它，提高大学英语教

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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