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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强调情感教育的社会性以及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与课程思政的理念有

着密切的关联。文章以社会情感学习理论为基础，通过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和教学形式与内容三个维度，

探讨翻译教学课程思政策略，为新时代高校翻译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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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Theory emphasizes the sociality of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mpor-
tance of core values for personal development,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curricu-
lum politics. Based on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of cur-
riculum politics throughout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form and content,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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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国内外社会情感学习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情感教育的重要性，研究范围从基础教

育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大学教育及成人教育。毛亚庆教授指出[1]，社会情感学习强调以尊重、理解和关

怀作为构建与他人、与社会(集体)、与世界联系的基础，从而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更丰富更充满情

感的关系，这与课程思政的理念联系紧密。在新加坡就有结合本土价值观，将社会情感学习与公民教育、

价值教育联系在一起，服务于国家社会意识培养的尝试[2]。社会情感学习应用范围广泛，为各类教育提

供了价值观教育的解决思路。本研究以社会情感学习理论为基础，探讨基于该理论的翻译教学课程思政

策略，为更加有效地开展翻译教学课程思政提供借鉴。 

2. 社会情感学习理论的内容阐释 

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由美国 CASEL 组织最先提出，以学习“社会情感”为

核心，指在个人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建立社会关系、履行社会义务、完成社

会工作而进行的情感领域方面的学习活动。社会情感学习强调个体认识、个体对自己情感的管理，以及

在不同环境中识别不同人的情感状态，并以此做出相应的反应，设立合适的目标，获得解决问题的技能，

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学习过程。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内涵由五部分构成，即自我意

识(Self-awareness)、社会意识(Social-awareness)、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关系技能(Relationship-skills)
和负责任地做决定(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3]。翻译教学课程思政可以借助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展开。 

3. 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对翻译教学课程思政的指导意义 

社会情感学习理论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有序、和谐

的关系。这种理念与课程思政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课程思政最早是由上海市委、市政府于 2014 年提出

的[4]，旨在以课程为载体，充分挖掘课程中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在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引领学生思想价值、坚定学生理想信念。课程思政通过具体课程传授使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的价值体系，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成为一个自己能自洽，对人民、对社会、对民族有

益的人。翻译教学课程思政的目的在于在提高学生翻译能力的同时，指导学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助

力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社会情感学习理论为翻译

教学课程思政开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4. 基于社会情感学习理论的翻译教学课程思政策略 

基于社会情感学习理论，从自我意识、社会意识、自我管理、关系技能和负责任地做决定的内涵出

发，翻译教学课程思政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教学目标维度，在社会情感学习理论指导下，翻译教

学课程思政强化人文性目标。其次，教学过程维度，基于社会情感学习理论，翻译教学课程思政强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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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自我效能感提升。此外，教学内容及形式维度，社会情感学习式翻译教学课程思政追求教学内

容及形式的多元化。 
上述三项趋势互相联系，共同作用。首先，教学目标的深化是进一步发展翻译教学课程思政的核心。

通过翻译教学的人文性目标，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将助力翻译教学融入更大的价值观教育方法论体系。其

次，教学过程通过强调自我效能感提升进一步丰富，将拓宽翻译教学课程思政的格局，从而为教学目标

的实现提供更加有效的路径。最后，教学内容及形式上追求多元化，是社会情感学习理论融入的进一步

深化，进而保障翻译教学课程思政过程的有效开展。 

4.1. 强化翻译教学人文性目标 

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外语教学属于工具性教学。随着外语教学的发展，有学者提出，外语教育同

时具有人文性，具有工具性目标和人文性目标[5]。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全人教育说”的课程思政目标，

即通过教学输入材料及教学活动形式，实现外语教育人文性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6]，使外语教学的

目的不仅是为了提升学生外语运用能力，也要培养学生人文素养[7]。翻译教学作为外语教学的一部分，

同样具有人文性目标。在新时代构建我国大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增加国际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

翻译教学更加强调综合人文素质的提升，并以此为教学的根本目标，培养爱祖国、爱人民，人格健全、

情操高尚的高素质翻译人才。社会情感学习理论致力于不断深化学生道德感，从而进一步融入价值观的

引导教育。社会情感学习通过自我意识、社会意识、自我管理、关系技能和负责任地做决定五方面内容，

培养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完善人格。 

4.2. 强调翻译教学课程思政过程中自我效能感提升 

在教学过程层面，社会情感学习理论指出需要与传统情感教育进行区别。传统情感教育把人的本质

看成是理想化先验主体和美好向往的根据，它不同于动物性冲动。建立在这种观点上的教育过程通常是

预设目标–导入目标–期待目标实现。伴随社会情感学习理论不断应用于实践，可以发现，很难找到教

育目标、教育内容与个体接纳之间的对接点。因此，需要从个体生存状态出发，从个体深层精神结构出

发，确认人的发展的可能性和主体的能动性。这种可能性就是马斯洛人本主义所认为的，人性本身就是

具有生物学意义的，例如爱、尊重、自信等特性是人生存不可或缺的需要。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强调不从

外部强加，而是从内部找根据。这种从内部出发的理念，首先强调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自我效能感指学

生对于自我完成学习任务质量的判断和自信程度。自我效能感对学生整体学习质量影响巨大。在教学过

程方面，教学活动的设置首先需要适应学生个体发展、创造及积极主动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自己的选择得到了实施，执行力得到了提高，从而产生自我超越的成就感和快乐感。社会情感学习突出

了由实践自我实现的无限可能性与能动选择性，强调主体的自由本质，在教育过程中提升学生的自我效

能。在教学过程中更加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更多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教学活动，

提高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例如对于一些易于理解的翻译理论、翻译技巧方面的内容，教师可以组织

学生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完成，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讲解、补充和点评，并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中提高

学生的共情能力、协作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从而促进翻译教学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 

4.3. 追求外语教学内容及形式的多元化 

要在更广阔的范畴下实现更高质量的翻译教学课程思政情感目标，需要在微观的层面优化教学内容，

提升教学内容的质量。就西方而言，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情感教育一直属于人文科学。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情感教育始终具有人文化成的含义。随着社会情感学习的人文科学内涵不断扩展，社会学、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2044


刘姝宁，徐蕾 
 

 

DOI: 10.12677/ces.2023.112044 263 创新教育研究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为社会情感学习增添了新的指导思想与资料，更为社会情感学习理论注

入了现代人文学科的态度和精神，如以作为主体的人为对象、评价而非描述、实践性等，增强了情感教

育的人文性特征。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脑科学、神经科学、心

理学等获得长足的发展。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借鉴脑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应用生

理测量法、表情测量法等统计方法，使社会情感研究具有坚实的实证基础。翻译教学内容方面，传统情

况下，集中于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的讲授，缺少对于学生情感教育的关注，所利用的教学内容更新较慢，

与现实情况脱节，存在明显的时滞性，偏重工具性。在大数据时代，在翻译教学中可利用的教学内容类

型大大丰富。除了文本内容，图像、音频、视频等数据类型逐渐受到关注并被应用于翻译教学之中。此

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加入自然科学性材料，通过多媒体多模态技术，构建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从科技

发展、科学精神的角度更加深入地挖掘情感元素，丰富翻译教学课程思政内容。 

5. 结语 

社会情感学习理论为翻译教学课程思政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社会情感学习式翻译教学课程思政

具体实践中，全角度、多层次促进翻译教学课程思政真正落在实处。翻译教学课程思政可以有效应用社

会情感学习理论，整合翻译教育、情感教育和课程思政各种元素，为翻译教学立德树人育人目标的达成

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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