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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科技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适用于现代教学体系。打破单一教学模式，

以多元目标为体系，将科技与教学的有机结合，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以互联网和信息化

技术为依托，以学生为核心的翻转教学模式应运而生。但在这种新型教学模式下，如何开展有效的翻译

教学，成了一项新的挑战与任务。本文阐述了新时代背景下，翻转教学模式体现的优势，同时提出翻译

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改善建议，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以完善翻转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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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line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reforms continually progres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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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not apply to the modern teaching system. It is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to break single 
teaching mode, build a system that centers on pluralism and flexibly integrate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Therefore, the flipped teaching mode, which relies on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ocuses on students learning, is created. Guided by this novel teaching mode, 
however, it poses a new challenge and a task to carry out a highly-effective translation-based 
teaching metho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the flipped teaching mode embodies in this 
era and points out the flaws it covers. Then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raised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needs of students and perfect the flipped-teaching-mod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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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作为一门国际通用语，它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

文化、外交，甚至是教育等。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经济的栋梁，是构建新型社会发展秩序的重要力量。因

此，改善大学英语教育质量，提高大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培养新型复合型人才，是目前大学教育的一项

艰巨而紧迫任务。“新型教学模式秉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宗旨开展教学”[1]。作为信

息化时代的产物，大学英语翻转教学以学习者为中心，注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以及顺应了时代对于教

学改革的要求。但作为新生事物，它必然存在缺陷与不完善。翻转教学侧重于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培养，

而口语，翻译和写作是语言输出的具体体现。对于非翻译方向出身的英语教师，如何在新型教学模式的

理念下，开展有效翻译教学，提升学生语言应用能力，这对翻转教学教师团队而言，既是一种挑战，更

是一种契机。在此，任课教师在翻转课堂的执行中，不仅需要妥善把握好听、说、读、写、翻各项板块

的平衡度，注重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培养，更要以高端型外语人才培养为目标，改善课堂翻译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的翻译互译能力。 

2.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翻译教学探究 

根据《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所指出：“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

合，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

作用。”目前翻转教学模式逐渐在高校开展执行，为达到理想的效果，其硬件设施也正不断更新和完善。

此外，网络的全覆盖也得以落实，保证这种模式能够正常运行。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曾提出：

“所谓建构主义，就是要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学习并非是教师简单地向学生传递知识，而是学生应

该主动去构建信息”[2]。翻转教学模式遵循建构主义认知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不是通过传授获得知识，

而是在相关情境下，利用各种学习资源，自己对知识进行构建。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课堂的中

心，负责知识的讲授；学生以教师为中心，记录或练习教师所讲授的重点。而在翻转课堂中，知识传授

和习得模式以线上线下结合为主要特点。教师在课前让学生通过视频或其他多媒体应用的方式，自主进

行相应的课程知识点学习，并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发现难点和问题，之后在线下课堂的授课中，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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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学为主要形式，并针对线上自主学习知识点中的重难点开展广度性与深度性的学习与讨论。 

2.1. 翻转教学模式下翻译教学所体现的优越性 

在目前大学英语翻转教学改革进程中，英语老师们摒弃了传统填鸭式教学，通过让学生线下自主学

习课文，并结合 MOOC 或 U 校园的相关教学视频，来了解新的教学内容所涵盖的文化背景、课文结构

及新单词等。克拉申(S Krashen) [3]曾在二语习得理论中，提到 5 个“假设理论”，其中的一个“输入假

设理论(The input hypothesis)”，即语言习得者，产生语言习得的大前提，是接触到的语言输入，必须在

其可理解范围内。以线上学习为辅助的翻转教学，若视频中若出现较难的知识点，学生可以通过回放视

频，又或是在线下课堂与小组成员进行探讨并解决疑惑，以最终达到语言输出的培养目标。之后课上老

师们通过小组讨论，活动设计等形式，让学生巩固之前对这一板块的相应练习，同时学生也就线下自主

学习所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发问，让老师和其他小组成员进行探讨，以提高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师生间

的互动性。在这一模式背景下，翻译教学结合翻转教学相应教学法，让学生更好地加入课堂翻译教学活

动中。例如，目前国内的新媒体时代的翻转教学中，老师们的课堂主要教学手段是黑板板书配多媒体教

学，同时以任务型教学、学习合作法以及互动性教学相结合的手段，来提升翻转课堂的翻译教学效果。

任课老师会在课前先发布与课文相关的长难句练习到数字媒体例如 QQ 群或微信群中，让学生以小组的

形式，总结这个句子的亮点结构，重点生词与词组等，课上任课教师会根据这些两点句式结构来深化练

习，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应的重难点。 
例句“Yet this stop was only part of a much larger mission for me. Josiah Henson is but one name on a long 

list of courageous men and women who together forged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这个长句中的重点句型包括了“only part of a much larger mission for”，“is but one name on a long list 

of”，重点生词是“forge”。这些都属于课文中的理解难点。若是按照传统课堂的填鸭式教学法，给学

生逐一讲解单词释义和长句大意，不仅降低了课堂活跃度和学生专注度，也不利于学生对难点句型结构

的理解和操练。因此，结合了翻转教学模式的翻译教学的重要性便由此体现。教师提前通过数字媒体的

形式将翻译作业发给学生提前学习，课堂上再结合句子的重难点结构，拓展相应的课堂句式结构仿照翻

译练习，以提升学生的灵活运用能力和翻译水平。例如： 
“但主权独立仅仅只是爱国者们繁重使命中的一部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长串足智多谋的政

治家名单中的其中一员，这些人共同起草了美国宪法。” 
“Yet sovereign independence was only part of a much larger mission for patriots. Alexander·Hamilton is 

but one name on a long list of resourceful statesmen who together drafted the Constitution.” 
通过课文中的重点句型结构，让学生相互探讨需要使用的生词难词如“patriot (爱国者)”、“sovereign 

independence (主权独立)”、“resourceful (足智多谋)”、“statesman (政治家)”，不提增加了学生间的团

队合作意识，增加了班级凝聚力，还能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更好地推进翻转教学模式与翻译教学的完美

融合。 

2.2. 大学英语翻转教学模式背景下翻译教学存在的问题 

2.2.1.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单一 
“以学生为主体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模式就是要以学生为中心，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使翻译教学

向主动式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4]。受传统教育模式

的影响，即便是在翻转课堂教改浪潮的大环境下，翻译教学的改革也举步维艰。大学英语翻转教学以强

调互动学习，小组合作以及任务导向为主要特征，但翻译教学部分依旧存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情况。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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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提前给学生布置了翻译作业，再进行批改，课上来讲解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词汇语法错误等。

虽然学生收到了老师的作业反馈，但这种单向性墨守成规的知识灌输，缺少师生或学生间互动交流，不

仅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获益性，也使得综合性翻转教学模式难以完善。 

2.2.2. 大学英语任课老师对翻译教学技能的不重视  
翻译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存在于大学英语教学体系。虽然近年来，高校教师的翻译水平有了明

显提升，但任课老师缺乏较为完整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等相关知识体系。这是因为大部分英语老师的

专业出身，与翻译并无太大关联，翻译实践经验也相对欠缺。在翻译时，往往不会意识到其存在的可译

性和不可译性，词汇空缺，文化翻译误区等问题[5]。因此，非翻译专业方向出身的老师们，由于缺乏对

翻译理论、方法和实践知识的掌握，会潜意识地避重就轻，在翻转教学的授课中添加自己的专业元素，

以弥补这种英语专业特定方向的知识空缺。长此以往，这种对翻译教学的忽略，使学生在翻译学习过程

中，无法得到有效的引导，英语的互译能力也无法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即便在翻转教学体系较为成熟的

高校，强调学生“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能力的大学英语课程，也仅仅侧重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忽略了对翻译教学的探讨改进以及学生翻译水平的培养。 

2.2.3. 课程设置与学生学习方法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群体，基本为非英语专业学生。和专业课程相比，它的重要性相对较低。一些

高校的大学英语学时为每周 2 小节(45 分钟一小节)。由于课程性质和时间的限制，英语老师很难在有限

的时间内，结合任务型教学和互动式教学等翻转教学模式，来有效开展翻译教学。在一些高校，翻译课

甚至被当成了选修课，使得学生对课程的重视度大打折扣。其次，不少学生就翻译学习，秉持旧式的学

习方法，即手握一本词典，以备做翻译时随时查阅。但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推进，纸质词典已经不再是

学翻译的唯一选择了，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词典，例如“Bing 必应”，甚至是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来完成；

学生在翻译练习过程中不善于总结，缺乏创新能力，不熟悉相应的翻译技巧，最后的译文呈现出浓浓的

“翻译腔”，生硬，死译，也不进行校对和译后思考。 

3. 大学英语翻转教学中翻译教学的发展策略 

笔者谈到，由于任课教师来自不同的英语研究方向，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掌握程度也大不相同。因

此在翻转教学背景下，提出相应改进策略，以便能更好地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 

3.1. 大学英语翻转教学背景下翻译技巧的讲授 

对于非英语专业，尤其是非英语翻译方向的学生而言，翻译是一种较为碎片化的学习过程。不少学

生在做翻译时，仅凭借所学的单词进行简单拼凑，又或是纯粹靠经验和直觉来翻译。这样的译文不仅读

起来生硬和难以理解，同时也不利于树立学生的英语学习自信。对此，在翻转课堂模式背景下，英语老

师需要针对性地传授一些实用性的翻译技巧给学生。例如增词(Amplification)、减词(Omission)、词性转

换法(Conversion)、被动语态译法(Passive Voice)等。翻译技巧是翻译有效进行的保证，所以教师在教学中

要有意识地向学生传授一些常用翻译技巧，并引导学生进行针对性的练习[6]。 

3.2. 大学英语翻转教学背景下课堂互动方式的改变 

董元元在《大学英语任务教学法：理论与实践(TBLT for College English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中

提到：“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应该是教师引导学生在课堂，以及课后进行有效的实践训练，通过训练提

高英语的表达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英语教师始终处于辅助的地位”[7]。在以互动性为特征的翻转课堂

里，若无法有效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依旧以灌输为主要翻译讲授法，这种低实践性的单向性知识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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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单一的英汉互译讲解模式，不仅降低学生课堂专注度，还会拉低翻转教学质量。对此，任课老师在

自身积累一定翻转课堂教学经验的前提下，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法和教学目标，以任务型教学为主要方法，

设计出形式多样，集趣味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翻译教学内容，以此提高学生课堂专注度和思考能力。以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转教学团队的使用教材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第三册 Unit 4 Active Reading 1 的线上

视频“Text Appreciation”中提到的语言点“Sub-”为例。视频中简单介绍了前缀“sub-”的三层基本含

义以及相关例子(如图 1 所示)。在线下授课中，任课老师便灵活设计了教学内容，通过多模态话语形式[8]，
结合图形、语言、声音和动作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给出与视频内容相呼应的学习任务，并先让学生以两

人合作的形式，来推测这些中文表达，应该使用“sub”和哪一个词根结合来与之相对应(如图 2 所示)。
同时，为了进一步深化学生对相关单词的理解和使用，教师设计了三个与之相关的句子翻译(如图 3 所示)，
并通过合作学习法，让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探讨出各组最好的译文，再由老师随机抽选小组代表分享译

文，并以同伴互评的模式，对其他小组的译文进行点评。这不仅能够有效利用课堂时间，还能巩固学生

对课堂所学知识点的了解以及小组团队协作能力，从而提升课堂整体质量。 
 

 
Figure 1. Shows the annotation of the suffix “Sub-” in the new standard MOOC 
video “Text Appreciation” 
图 1. 为新标准慕课视频“Text Appreciation”对词缀“Sub-”的解注 

 

 
Figure 2. Shows the multi-modal translation mode of the teacher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图 2. 为任课教师在翻转课堂中的多模态翻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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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s the class sentence translation and reference translation designed by the 
teacher  
图 3. 为任课老师设计的课堂句子翻译及参考译文 

 
这种任务型与合作型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与专注度，同时还对课件审美度提出了

新的要求。无论是传统教学模式还是翻转教学模式，在数字多媒体的时代背景下，PowerPoint 都是作为

主要教学内容呈现载体。虽然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决定了课堂质量的还坏，但教学课件的

外观呈现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课堂视觉效果的呈现，而视觉效果也直接影响学生的课堂学习专注度。相

比传统课堂教学，翻转教学模式是先进性，超前的，因此在教学课件的审美上，也应当有所体现，既能

呈现出形式多样的翻译教学设计，又能保持视觉审美的愉悦。 

4. 结论 

“有效的教学手段，是提高课堂互动性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因此，在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媒体

的支持下，提高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全向互动”[9]。而目前课堂互动可使用技术手段，例如问卷

星、微信群、QQ 群等。以翻转课堂模式为背景的翻译教学，在任务型教学法和小组探讨模式的前提下，

开展全向互动、数据把脉、精准反馈等，增强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同时还使课堂教学迸

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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