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5 月

第 38 卷　 第 3 期

外
 

国
 

语
 

文(双月刊)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bimonthly)
May,

 

2022
Vol. 38　 No. 3

收稿日期:2022-02-15

基金项目: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进课堂为主要抓手,打造外语类院校特色课程思政”

(2021010026)、2020 年四川外国语大学“三进”工作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高级翻译实务课程建设与

思政教育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昉,
 

女,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主要从事翻译与文化、翻译教学及翻译技术研究。

引用格式:唐昉. 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培养———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赏析课程为例[J] . 外国语文,2022(3):33-41.

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培养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赏析课程为例

唐昉
(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 ,重庆 　 4 0 0 0 3 1 )

摘　 要: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模式,

因此翻译教学应该服务国家和社会,满足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需求。 本文在已有译者能力研究基础上,从社会翻译学出

发重构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培养模式,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赏析课程中开展以双语研读为基础的认知能力训

练、以话语等效为原则的翻译能力训练和以创译项目为依托的传播能力训练,让学生切实领会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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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

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

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

贡献。”(习近平,
 

2021:
 

1)这一指示指明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任务与方向: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

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以下简称“五力”),为外语

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 翻译产生于语际,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密切相关,中国故事的传播、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都离不开翻译质量的提升。 新时代对翻译教育提出了新的

要求和挑战,翻译教育事业要继续服务改革开放,更加注重服务经济和文化走出去,服务中国参与全球治

理和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黄友义,
 

2018:
 

5)。 因此,传播中国的历史重任要求译者不仅具备较好的

翻译能力,还应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国情和民情,具有基本的传播学知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至三卷英译本是对外传播翻译的典范,作为翻译课程的教学材料进行研读和赏析,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提升译者能力,满足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 本文以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硕

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赏析课程为例,在已有译者能力研究基础上,从社会翻译学出发,按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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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设需求重构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培养模式,践行翻译与国际传播的有机融合,探索翻译人才培

养的新方式、新途径和新载体。

1　 译者能力研究

能力的培养是翻译人才建设的核心,译者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是翻译学关注的问题之一。 译者能

力的研究最初主要聚焦于离文本较近的翻译能力,学术界基于不同理论范式对翻译能力进行研究,主要

形成了自然观、要素观和认知观。 自然观基于乔姆斯基的理论,将翻译能力等同于双语能力。 如哈里斯

提出“翻译能力随着语言能力的发展而提高”(Harris,
 

1978:
 

158);图里也认同翻译能力是通晓双语者天

生的素质,可以“与双语能力共同扩展”(Toury,
 

1995:
 

245)。 随着翻译能力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进一步

展开对能力结构及其要素的探析,即认为翻译能力由若干相关的子能力构成,它们相互作用、互为补充。
比如,纽伯特提出翻译能力的五大参数:语言能力、文本能力、学科能力、文化能力及转换能力( Neubert,

 

2000:
 

3);“西班牙翻译能力研究小组”(PACTE)经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六大子能力:双语能力、语言外能

力、翻译知识能力、工具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要素( PACTE,
 

2005:
 

612)。 有些学者则从认知视角

探讨翻译能力的建构,比如施里夫指出翻译能力是一套认知图式集合,促使译者在现实交际情境下对由

文化决定的翻译形式-功能集进行重新组织(Shreve,
 

1997:
 

120);瑞斯库以情境与具身认知理论为概念

框架,将翻译能力界定为以情境化的方式产生理解并生成译文的能力(Risku,
 

2010:
 

94)。
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行为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和职业化,关涉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语言服

务等。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从早期的翻译能力逐渐转向译者能力研究,提出了更系

统和多元的框架,体现译者的主体性。 比如,吉拉里区分了翻译能力和译者能力,认为翻译能力只是注重

创造同原文等值的译文,而译者能力则强调发现问题的能力、合作能力、创造能力、权衡能力、工具使用能

力、对翻译规范的认识与运用能力(Kiraly,
 

2003:
 

3-27)。 根据陶友兰的研究,译者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

包括跨文化交际能力、翻译能力和职业能力(Tao,
 

2012:
 

289)。 刘晓峰、马会娟则从社会翻译学出发探索

译者能力结构,认为译者能力包括“道识”能力和“器用”能力(刘晓峰
 

等,
 

2020:
 

95)。 综上所述,面对当

今翻译新常态,译者能力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综合能力,呈现出诸多要素,是一个复杂、有机

和动态的能力综合体。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每项译事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对译者的甄别力和创造力都

会提出新的要求。 专家能力不等于生搬硬套现成的计划,而是在不断提出新假设的过程中得以呈现”
(Risku,

 

2010:
 

100)。 因此,明确不同任务环境的译者能力结构要求,并依此进行相应的翻译教学设计,
对面向专门领域的翻译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2　 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构成

中国翻译事业推动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共融,在理解世界和传播中国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背景之下,需要培养具备对外翻译能力的人才,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 翻

译人才是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智力保障,“培养精通对象国与地区语言与舆情的高端翻译人才可

为实现分众化、区域化的精准传播,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提供关键支撑” ( 吴赟,
 

2022:
 

22) 。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界定与国际传播相关的译者能力构成要素,增添一些新的内涵。
本研究从社会翻译学视角出发,根据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求涵盖相应的能力参数,为后续教学实践提

供理论基础和明确目标。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学者纷纷借鉴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卢曼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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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系统理论以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拓展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路径( Merkle,
 

2008:
 

175) 。 社

会翻译学强调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注译作的选择、生产与传播,把文本内部研究置于场域、系
统、网络等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将翻译视为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有助于从多层面、全方位综合阐释

翻译活动的社会运作机制。 切斯特曼指出,社会翻译学将文本、认知与文化等视角连接起来,“甚至可

以朝着‘融合’的目标向前推进,即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统一起来” ( Chesterman,
 

2007:
 

171) 。 因此,译
者能力除包括以文本为表征的翻译能力外,还表现为译者的场域、规范、资本意识和良好的惯习。 这

些非文本能力涉及“对各级场域的认识水平、民族语言文化的责任力、翻译资本的综合运用能力、惯习

的调节能力、交际谈判能力、翻译编辑统稿能力、术语提取和项目管理能力等外围品质” (刘晓峰
 

等,
 

2016:
 

59) 。 本研究在社会翻译学框架下,以国际传播为导向重构译者能力构成要素,划分为译者认

知能力、翻译能力和传播能力(见图
 

1) 。

图 1　 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构成

认知能力重在培养文化自觉意识、中国形象建构意识和批判思维意识;翻译能力借鉴学界普遍认可

的 PACTE 小组模型,对六项子能力进行综合训练;传播能力则包括多模态创译能力、叙事写作能力和传

播效果分析能力。 以上三项能力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认知能力为翻译能力和传播能力提供方向指引,
重在价值塑造;翻译能力作为译者能力的核心要素,以翻译教学资源强化正确认知,用专业知识储备为跨

文化传播奠定基础;传播能力则是认知能力和翻译能力的拓展延伸,以实践项目促能力发展。 笔者把上

述译者能力培养模式应用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赏析课程,以期在教学中实践翻译和传播的联动

和融通,注重培养学生的对外翻译传播能力。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赏析课程教学实践

3. 1 教学内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赏析课程是我校翻译硕士的必修课,共计 18 周 36 个课时,体现了思政教

学和专业教学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卷内容丰富,辑录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谈
话、演讲、问答、批示和贺信等,阐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与施政方针,
全面塑造了当代中国形象。 本课程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版本为核心教学材料,分为思政元素和

专业知识两大内容模块,旨在既增进学生对国情、民情和传统文化的理解认知,又增强学生的翻译能力和

传播意识(见表 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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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内容与安排

教学周 思政元素 专业知识 能力类别

1 中同特色社会主义 总体翻译原则 认知、翻译和传捕能力

2 中国梦 书名和专题名的翻译 认知和翻译能力

3 党的全面领导 文章名的翻译 认知和翻译能力

4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 认知、翻译和传播能力

5 以人民为中心 搜索与语料库检索 认知和翻译能力

6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术语的统一与术语库 认知和翻译能力

7 全面深化改革 典故诗词的翻译与互文性 认知和翻译能力

8 经济建设 谚语的翻译 认知和翻译能力

9 政治建设 隐喻的翻译 认知和翻译能力

10 文化建设 重复修辞的翻译 认知和翻译能力

11 社会建设 副词+动词结构的翻译 认知和翻译能力

12 生态文明建设 语篇逻辑重组 认知、翻译和传播能力

13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翻译质量评估 认知、翻译和传播能力

14 祖国和平统一 多模态文化传播 认知、翻译和传播能力

15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批评话语分析 认知、翻译和传播能力

16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翻译实践与国际传播 认知、翻译和传播能力

17 “一带一路”建设 国家话语的区域化精准传播 认知、翻译和传播能力

1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知识生产与传播 认知、翻译和传播能力

3. 2 教学模式

本课程的教学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采用翻转课堂与工作坊教学模式,在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

全面融入认知能力、翻译能力和传播能力训练,实现知识的内化和应用(见图 2)。 同时,整个教学模式以

翻译过程为导向,实施学生自评、互评和师评三结合的多元评估,建立行之有效的讲评机制。

图 2　 教学模式流程

在课前学生自主探究阶段,教师首先将每周专题的双语研读任务在平台上发布,学生登录账户下载

篇章进行阅读,随后完成在线测试。 在线测试包括选择和判断题,主要考查学生对篇章相关术语概念和

背景知识的理解。 同时,教师还会分享中国日报等公众号关于国际传播和翻译家的案例,介绍《习近平讲

故事》等视频节目,引导学生聆听翻译家的故事。 学生整理学习难点和疑问通过平台反馈给教师,教师查

看测试结果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并结合学生提交的疑难问题确定课堂讨论问题。
课堂学习中,教师先将学生按照研究生入学专业成绩进行异质分组,每组四人,组织学生先讨论课前

疑难问题,之后师生互动共同分析解决这些困惑,加深对思政元素的理解。 接着,教师开始讲授每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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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模块,并布置相应的课堂小练习,检查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 讲解结束后,教师选取《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中文语篇,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英译,并将小组讨论的译文和英文版译文进行对比,
找出差异,赏析英文版译文的翻译策略与方法,领悟政治文献翻译的原则。 然后小组在课堂上汇报讨论

结果,教师点评并补充总结。 课后阶段,教师布置多样化的翻译项目,比如创译、短视频、英文文案写作

等。 教师以客户的身份对翻译情境作出明确要求,规范小组翻译流程,让学生轮流担任项目经理、译员、
审校和编辑排版角色,协同完成翻译项目。 学生提交后,教师对译文作品进行审核评价,提出修改意见。
之后学生再作修改,撰写心得体会,教师在平台上展示优秀译作。 翻译日志提供了学生对翻译实践的反

思和自省,教师可从中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不足,更好地开展因材施教。
3. 3 能力训练

本课程按照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培养目标,着力开展了以双语研读为基础的认知能力训练、以
话语等效为原则的翻译能力训练和以创译项目为依托的传播能力训练。 首先,译者的认知能力是其翻译

行为的底层基础,决定着价值取向正确与否,但这一能力培养在实践中往往遭到忽视。 要提升学生的国

际传播能力,就应该先让他们熟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国情民情,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思想道德观念,涵养其中国立场和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包括了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提
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具体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

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

的能力和地位。 此外,文化自觉还表现为应具有世界眼光,能够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增强与不同文化之

间接触、对话、相处的能力”(费孝通,
 

2009:
 

2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内容丰富,学生根据个人知识储

备情况查找典故出处及内涵、中国特色词汇背景知识和专业术语概念等,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比如

“治大国若烹小鲜”“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等。
翻译行为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是联络不同社会文化的枢机,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陈法

春,
 

2021:
 

68)。 因此,就认知能力训练而言,本课程强调培养学生的中国形象建构和批判思维意识,既要

熟悉西方的话语体系,积极与西方进行沟通,又要看清和纠正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误解。 长期以来,中国的

国际形象以“西方塑造”为主,“西方人通过不同类型的文本,建立起一套言说中国的词汇、意象、观念,形
成一套关于中国形象的知识话语体系,该体系构筑起西人想象、思考中国的模式和框架”(朱伊革,

 

2018:
 

90)。 在此框架的影响下,西方创作或翻译的有关中国形象的文本混杂着真实与虚构的内容,体现了西方

世界对文化他者的幻想。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于国家形象的自我建构,引导学生借助翻译对外讲好中

国故事。 比如,“中国大陆”的译法,要注意区分“China’s
 

mainland”和“mainland
 

China”的不同潜在内涵,
正确地选用“China’s

 

mainland”。 “民主党派”指“other
 

political
 

parties”,而不是“democratic
 

parties”,因为

后者是西方的民主党。 学生们经过辨析发现“红色景点”不宜直接用“red”,而“heritage
 

sites
 

related
 

to
 

the
 

CPC
 

history”的译法才能更准确地传达意义。
其次,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考虑,翻译不是字对字的机械转换,而是精准地传达信息,不能忽视语境、话

语方式以及历史文化语境差异等因素。 话语等效兼顾了语言等值和文化等值,有助于真正实现跨文化交

际的目的,即“把翻译看作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话语体系的人们进行语际交流的动态话语过

程”(祝朝伟,
 

2020:
 

6)。 采用翻译话语等效的标准指导翻译教学,即强调原文与译文在话语层面实现相

同的传播效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用典翻译是翻译学习的一大难点,学生需要理解分析典故的背景

内涵和现实意义,并依据语境作出判断。 用典翻译涉及错综复杂的互文性关系网络,其翻译需要根据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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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化原则合理对前文本进行保留、转化或创新,再现原作者的用典意图(陈大亮
 

等,
 

2019:
 

2)。 以“打

铁还需自身硬”的翻译为例,学生分组对不同语境中“自身”是指“铁” “铁锤”还是“铁匠”进行了探讨和

辨析,按照再语境化的思路予以解释说明。 此外,通过对比自己译文和英译本译文,学生发现自己在理

解、表达、逻辑等方面的不足。 学生翻译“精神”“文明”“科学” “建设”等词时往往容易望文生义,直接采

用对应的英语词汇,而没有考虑其使用的语境。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将“生态文明建设”译为

“ecological
 

progress”,超越了语言等值而达到话语等效,很好地传达了思想内涵。 同样,“改革进入深水

区”这个隐喻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中处理为“ uncharted
 

waters”
 

和“ critical
 

phase”,而不是简单

地对应为“in
 

deep
 

waters”,因为后者在英语中隐含着“遇到麻烦、陷入困境”的含义,这与原文要表达的信

息背道而驰。 按照话语等效原则,学生逐步养成反复斟酌译文的习惯,比如考虑如何翻译“阳光管理制

度”“复合型外语人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 因此,对外传播翻译教学应强调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话

语历史研究法”,厘清“话语对象的历史来源、话语受众的历史文化、话语实践的历史情境” (胡安江,
 

2020:
 

49)。
在汉英翻译实践中,学生往往只注重语法规范和语义对应,较少考虑搭配用法,于是经常出现搭配不

当或者表达生硬的问题。 因此,在课程学习中,教师引导学生掌握如何使用搭配辞典、搜索引擎、COCA \
Sketch

 

Engine \NEWS 等语料库进行英语搭配查证和近义词辨析,并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部分关键

词的搭配展开调查研究,比如“改革”一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汉语原文中多次出现“深化改革”的

用法,许多学生容易根据词汇对等译为“deepen
 

reform”,这种试译是否正确有待验证。 通过上述语料库

查证,学生从中发现母语使用者的自然英语里并没有“ deepen
 

reform”的搭配,而是 further
 

reform \ drive
 

reform
 

to
 

a
 

deeper
 

level \ continue
 

reform 等表达。 学生广泛使用搜索引擎、语料库、术语库等翻译技术,相
互交流解决问题的查证途径,主动获知母语使用者话语习惯,学会使用受众熟悉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

话语。
第三,本课程将传播能力训练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以创译项目驱动学生切实领会如何实现更

好的传播效果。 “‘新外语’建设必须守正创新,守正是守住外语专业是语言学科的属性,而语言是传播

的工具,传播要考虑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从传播的角度重构教学内容、开展专业建设、
进行人才培养,其结果是更加强化外语作为语言学科的专业性”(何宁

 

等,
 

2021:
 

5)。 就传播方式而言,
多模态已经成为意义表达和阐释的重要特征,不同模态共同促成读者对意义的认知和解读。 吴赟指出多

模态翻译研究的价值在于“推动‘中国故事’改变文字讲述的单一模式,以多模态叙事拓宽表达范式与疆

域,以多样化方式满足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需求”(吴赟,
 

2021:
 

122)。 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文

版本均有插图,这些图片生动地展现了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景的风貌和中国的发展状况,其多模态特征

是对文本信息的有效补充。 而《木兰辞》英文绘本和电影的模态编译则体现了多模态的意义组合和重

构,将木兰的形象塑造成追求自由独立的现代女性。 随着数字文化的强势增长,海外受众了解中国的途

径越来越多元化,他们通过短视频、直播、网络文学、游戏等形式感知中华文化和国家现状,因此多模态创

译项目是引导学生进行国际传播的有效实践,如学生分组收集素材,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绘本创译、中
国经典故事创译、校园新闻稿图文编译、产品手册创译、影视字幕翻译等项目。

在传播内容方面,中华文化感召力建设需要将具有感召力的中华文化经典和时代精神传播出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积极推动了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中国形象在世界的成功自塑,也是国家

翻译实践的成功范例。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经验和理念是全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承担世界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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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责任、贡献中国知识和智慧的国际传播应从当代国家翻译实践开始” (杨枫,
 

2021:
 

18)。 从历史发展

进程来看,中国形象多是“他塑”而非“自塑”,而西方对中华文明积淀和中国国家现状了解欠深入,容易

造成误读和曲解。 因此,除翻译实践活动外,为了改变中国形象被动地由西方来言说的局面,应该重视培

养译者的叙事写作能力,直接用英语描述中国文化和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促进多层面多领域的交流互动。
本课程通过中国当代故事英语演讲比赛等课外实践活动,突出现实问题导向,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创

作意愿。
针对传播效果分析,教师组织学生聚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发行的成就,在查询资料的基础

上对问题展开讨论:该书为何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 其海外成功传播的经验对我们有何启示? 为了分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的海外受众评价情况,学生分组收集海外不同读者群体对该书的评价,并利

用语料库软件考察受众对该书的关注重点和态度倾向。 有的小组在海外官方媒体上收集政府官员和学

者的书评;有的小组在国外主要英文社交媒体上随机抽取语料;有的小组选择亚马逊网站的读者评价进

行数据分析。 从书评语料的高频实义词及其搭配共现结构的语义中,学生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即海外

受众普遍希望通过该书了解中国的发展、治理经验和发展愿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的多元化

出版发行策略和立体化宣传渠道提升了该书的影响力,这些国际传播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启示。
3. 4 教学效果

本课程自开设以来,不断改进完善,精选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形式,拓宽教学思路,力求实现预期教学

目标和满足学生及社会需求。 从学生评教数据来看,本轮教学实践获得 98. 21%的好评。 课程结束时,笔
者专门针对译者能力培养目标,对 60 名选课学生进行了满意度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60 份。 问卷总

共设置 10 道选择题,涉及对认知能力、翻译能力和传播能力相关训练的评价。 评价标准采用李克特 5 级

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得分越低则满意度越低。 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问卷调查结果(%)

问题 5 4 3 2 1

1. 教材双语研读能否提高你对国情和文化的认知? 9 1. 67 8. 33 0 0

2. 教学内容模块能否满足你对本课程的期望? 88. 33 10 1. 67 0 0

3. 翻转课堂工作坊教学模式能否实现知识的内化? 85 11. 67 3. 33 0 0

4. 本课程能否夯实你的双语能力? 81. 67 13. 33 5 0 0

5. 本课程能否提高你的翻译理论修养? 75 15 8. 33 1. 67 0

6. 本课程能否提升你的搜索和语料库检索等工具能力? 86. 67 13. 33 0 0 0

7. 本课程能否发展你解决翻译问题的策略能力? 85 11. 67 3. 33 0 0

8. 国际传播案例能否增强你的译者责任感和传播意识? 93. 33 6. 67 0 0 0

9. 本课程的实践项目能否锻炼你的创译能力? 86. 67 10 3. 33 0 0

10. 本课程能否增加你的传播学知识? 90 8. 33 1. 67 0 0

　 　 此外,笔者还随机选取了 10 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学生比较喜欢哪些教学内容模块?
教学模式在哪些方面有助于提升译者能力? 如何理解翻译与传播? 对课程有何建议? 等等(见表 3)。

本课程的教学实践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 首先,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帮助学生坚定了理想信

念,明确了奋斗目标,提高了文化素养。 其次,多模态学习资源和师生之间的交互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

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译者能力得以不同程度的提升。 第三,翻译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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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动使创译项目贴近学生生活,学生通过平台或自媒体发布和分享交流,成就感增强。
表 3　 部分学生心得体会

学生 A
研读文本不仅帮助我们夯实了双语基本功和文体意识,更重要的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既蕴含着深邃
的中华文化思想,也为我们求学治学和创新创业指引了目标和方向,让我们明确了如何把个人理想与国
家发展结合起来

学生 B 老师和我们经常线上线下互动,除讲授翻译策略技巧外,还融入了翻译理论和传播学知识。 授课内容丰
富,

 

深入浅出,
 

我们从中认识到翻译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 建议小组讨论的时间适当延长

学生 C
我之前较狭隘地认为翻译主要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这门课程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了翻译的跨学科
属性和对外传播功能。 尊重文化差异,对受众进行分析才能实现精准传播。 此外,

 

我的搜索和语料库检
索能力也在课程训练中得到了提升

4　 结语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时代命题为翻译学科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兴的研究方向,促进了翻译与

传播的深度融通,也为翻译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传播的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属性决

定了翻译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价值意义,同时有效传播中国话语需要培养具备传播素养的翻译人

才,为对外翻译传播工作积累智力资源。 本研究立足于翻译传播人才培养需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译赏析课程中以培养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为重点,实施多维度教学,不仅有专业知识的传授,也有

针对学生认知能力和传播能力的训练,实现了从单一的翻译能力到译者综合能力的提升。 课程教学全过

程体现了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隐性教学与显性教学、育德与育才的有机结合,达到了翻译硕士课程思政

的培养效果。 翻译教学要致力于服务国家和社会,重构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手段,在专业发展的基础上

加强国际传播意识的培养,使学生有能力将真实可信的中国展示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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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Translator
 

Competenc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ANG

 

Fang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ranslation
 

is
 

a
 

typical
 

mod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o
 

translation
 

teaching
 

should
 

serve
 

our
 

country
 

and
 

society
 

and
 

meet
 

the
 

needs
 

of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ranslator
 

competence
 

and
 

establish
 

a
 

tentative
 

framework
 

for
 

cultivating
 

translators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In
 

the
 

Translation
 

Appreciation
 

Course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ranslator
 

competence
 

development
 

comprises
 

three
 

parts:
 

enhancing
 

cognitive
 

capacity
 

by
 

bilingual
 

reading,
 

promo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by
 

setting
 

discourse
 

equivalence
 

as
 

a
 

principle,
 

and
 

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capacity
 

with
 

transcreation
 

projects.
 

It
 

is
 

expecte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tell
 

China’s
 

stories
 

and
 

make
 

our
 

voice
 

heard.

Key
 

word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or
 

competence;
 

translation
 

appreciation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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