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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教材的内容特征对能否满足学生学习兴趣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探究翻译教材的内容特

征对学习者翻译能力的影响，本研究对某高校翻译硕士专业15本翻译教材进行了定量内容分析，分别对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即实践模式、理论模式和观念建构模式的文本内容进行考察。研究方法上使用了
频数分布的描述性统计方法来对不同模式分布情况进行描述。研究表明：部分翻译教材尽管在结构上全

面系统，但存在内容庞杂、不典型的特点。本研究根据调研结果为翻译学习者所用的翻译教材的编撰和

翻译观念的培养提出相应教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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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hether they can 
meet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on learners’ translation ability, a quant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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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15 translation textbooks for MTI at a certain university in this 
research, examining the combination model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namely the practice-oriented 
approach, the theory-oriented approach and the conceptualization approach. The research me-
thod use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o describe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attern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lthough some translation textbooks are systematic in 
structure, the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mbersome and atypical content. This research pro-
poses correspond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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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教材的创新之处正是在于其能够将理论与实践完美融合，以满足当今翻译跨学科性质，同时还能

将抽象的翻译理论转化成有选择性的、以兴趣为导向的模块，帮助翻译学习者很快“上手”。但是不幸地，

无论是拥有传统体系(包含翻译原理、翻译技巧)的翻译教材，还是如今“以讨论词、句翻译的为主的”翻

译应试教材，乃至结合新时代信息化特色探究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的文献里，也只是泛泛提到要“提供内

容全面、类型多样的翻译案例。”至于什么是全面、什么样的类型应该纳入却没有提及，显得结构上非常

系统，实际却非常的不系统。再比如关于智能时代立体化翻译教材内容是这样讲的：“平面翻译教材编写

应主要涵盖翻译基本定义、翻译本质、翻译分类、翻译过程、翻译标准、翻译原理、翻译与文化、英汉语

言差异、翻译常用方法等结构、内容和价值相对稳定的核心内容与‘硬知识’，以构建内容完备、知识系

统的主教材。”[1]但是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这种把所有知识堆砌成一个看似“完备”、看似“系统”的

模式真的完备吗？真的系统吗？真的有利于学生培养独立清晰的翻译观吗？ 
这种不足之处正是建立在“崇尚完备系统”的观念之上的，因此维护这种表面上“体面”，但其实

实际运用理论解决具体问题效果不佳，体现在 MTI 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比如 MTI 翻译实践报告“理论

框架型”写作模式存在很大的误区与不科学性：以某一仅仅涉及单因素自变量的现有翻译理论作为宏观

框架，都只会使整篇翻译实践报告的讨论被局限在该单方面制约因素的范围内[2]。此外，MTI 学位论文

存在十分严重的模式化现象，部分论文即使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实际考察翻译现象时仍无法跳出词、

句、篇章的层面，对理论的借鉴也大多局限于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文本分析理论等[3]。而 MTI 学位

论文问题根源也体现在翻译教材的编撰上。因此本研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解释翻译教材中不同内容特

征对学习者翻译能力的影响程度。具体来说，本研究对研究教材编撰者以及翻译学习者如何战略性地处

理内容特征是有意义的。因此，本研究具体回答以下问题： 
1) 翻译教材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的类别、数量与频率有何特点？ 
2) 该特点能给我国翻译教育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2. 理论框架 

为了从多元视角、不同侧面对文本特征的翻译深刻体悟，接近翻译的实质；也为了跳脱出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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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的层面，把独特的翻译现象描述出来，需要以“点”带“面”，以“彻底性”取代讲究形式的“全

面性、系统性”的翻译教材。 
为了给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提供一个连贯的概念化，刘季春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分

析框架总结为实践模式、理论模式和观念建构模式[4] (见图 1)。其中实践模式以强化练习为突破口，理

论模式以系统知识为着眼点，而观念建构模式是典型翻译观念 + 典型例子。但是观念建构模式中的“观

念”不等于“理论”，而需要对系统的理论进行浓缩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Figure 1. The framework of content analysis 
图 1. 内容分析框架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文本或其他非数值型数据进行系统性分类、编码和计数，描写并解

释数据中的模式、主题和趋势等信息。 

3.1. 分析材料 

本研究分析材料选自某翻译硕士专业 15 本翻译教材。其次，要明确分析教材的类别。本研究分析材

料分别涉及笔译和口译，从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章节作为研究材料，共计 75,920 字符。 

3.2. 编码方法 

首先，对分类方法进行编码(如下表 1)，包括实践模式(the practice-oriented approach)、理论模式(the 
theory-oriented approach)和观念建构模式(the conceptualization approach)。 
 
Table 1. Code 
表 1. 编码 

功能 定义及案列 

实践模式(P) 

材料选择具备偶然性，以技法为轴。 

e.g.：Our lives are way more complex than those which allow us to stick to a monotonous restrictive 
diet. 
第一步 词汇解析 
1. monotonous，形容词，表示单调乏味的 
2. restrictive，形容词，表示限制性的、约束性的 
第二步 注意断句 
Our lives are way more complex /than/ those which allow us to stick to a monotonous restrictive diet. 
第三步 句型解析 
第一段中，Our lives are way more complex 是主系表结构，than 引导了比较状语，those 是比较

对象，which 引导了定语从句，从句较长，所以采用后置译法较好。 
第四步 翻译来了 
我们的生活方式比让我们坚持单一且节制的饮食方式更复杂一点。 
本句考点总结 

理论模式(T) 材料选择具有系统性，以话题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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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理论模式(T) 

e.g.：描述性翻译研究包括产品导向、功能导向和过程导向。 
1) 产品导向研究考察现成的翻译作品。可以对单一原文–译文文本进行描述或分析，也可以

对同一原文的多个(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译文进行比较分析。这种小型研究可以累积成大量的

翻译分析，考察特定的翻译时期、语言或者文本/语篇。例如 21 世纪的英汉互译，或者 21 世

纪的科技报告的翻译。稍大型的研究可以作历时研究(追踪发展的过程)，也可以作共时研究(专
注某个时间点或时段)。霍姆斯(同上：185)预测“产品导向研究的目标之一或许是一部翻译通

史——尽管这一目标现在显得过于庞大”。 
2) 功能导向研究，霍姆斯(同上)指的是描述“译文在目标语社会文化中的功能：重点在语境而

非文本”。可以研究的问题包括：翻译了哪些文本，何时何地翻译的，产生了何种效果。例如，

可以研究莎士比亚在欧洲语言中的翻译与接受问题，或者研究当代动漫电影的阿拉伯语字幕翻

译问题。霍姆斯把这个领域的研究称作“社会翻译研究”，现在可能称作翻译社会学或翻译历

史学。霍姆斯发表他的论文时该领域的研究还较少，但在当今翻译学研究中却是个比较热门的

研究问题。(见第 8 章和第 9 章)》 
3) 过程导向研究，在霍姆斯的框架中关注的是翻译的心理学问题，即译者大脑的思维活动，

这种认知角度的翻译过程研究包括有声思维研入(译者一边翻译，一边说出大脑所想，并全部

录制下来)。近年的研究采用了诸如视线跟踪等新的科技，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现是

如何实现该领域更为系统的分析方法的。 

观念建构模(C) 

材料选择具有范例性，以翻译观念为轴，建构整体的翻译观。 

e.g.：4.2 语料的难度 
4.2.1 信息的冗余 
冗余往往体现在词法的多个一致特征，音系学中分辨因素的多个特征，或者是修辞中使用多个

词汇表达同一意思。通常，冗余在语言中自然发生。 
请看下面这段英文： 
Well. distinguished faculty, students, it is a pleasure to be on any campus, but to be on a university 
site with so many students in such a university is indeed a pleasure. Today I want to briefly talk about 
the world as whole and then come down and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hina, and then a little bit about 
university and then a little bit about you as students and what you might expect going forward. 
这样一段英文理解起来难度较小，因为冗余部分较多，在此段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同义语反复比

较多，听者可以有足够时间消化理解重要信息。请看上段中标注的部分：下划线的两个部分是

一对同义语反复；斜体的两个部分是一对同义语反复；灰色的四个部分都是同义语反复。也就

是说，这些标注的地方虽然反复了多遍，但只要理解一次就够了。需要特别注意的仅仅是其他

不一样的部分，也就是新信息部分。新旧信息的问题我们下节细说。如果上段同样的意思以下

面这种方式说出来，冗余程度就会大大降低： 
Well, distinguished faculty, students, it’s a pleasure to be on a university site with so many students.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world, China, university and you as students and what you might ex-
pect going forward. 

4. 研究结果 

4.1. 定量研究结果 

表 2 给出了文本总体定量调查的结果。15 本翻译教材典型部分共 1190 页，表 3 是翻译教材理论与

实践结合模式的总体分析结果，共发现 845 处结合模式，且每种模式占比各不相同且差异较大。 
 
Table 2. Textbook number 
表 2. 文本数量 

种类 文本数量 总体页码 在总和中所占百分比 

笔译 10 793 66.6% 

口译 5 397 33.3% 

总数 15 11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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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combination model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表 3.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 

功能 个案数 在总和中所占的百分比 总和 

实践模式(P) 382 45.2% 382 

理论模式(T) 298 35.2% 298 

观念建构模式(C) 165 19.52% 165 

总计 845 100.0% 845 
 
图 2 是模式个体间差异调查结果。从图中可知，次主题的频次和分布在折线图中可以看出有些波动

较大，有些相对平稳，个体间差异相对较大。 
 

 
Figure 2. Individual difference polygraph 
图 2. 个体差异折线图 

4.2. 定性研究结果 

根据“实践模式”、“理论模式”和“观念建构模式”翻译教材(或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型，

对翻译教材内容特征进行分析，从 1190 页教材对这三个子主题进行编码，总体而言每个子主题出现频率

相差较大。 
实践模式。这个主题在文本中共计使用 382 次，占比 45.2%。总的来看，使用实践模式的比例较大，

在个体之间的显著差异也是相对明显的。折线图显示，个体之间使用实践模式最多的文本高达 57 次，而

最少的为 0，因此折线整体走势较为波动。 
理论模式。共计 298 处，占比 35.2%，个体间差异调查结果也是差异显著，最多使用 46 次，而最少

的为 0 次，折线整体走势也较为波动。 
观念建构模式。共计使用 382 次，占比较低，为 19.52%，文本之间的使用差异最小，折线整体波动

幅度不大。 

5. 讨论 

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使用特征 

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发现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总体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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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有实践模式、理论模式和观念建构模式三种模式，且主要使用实践

模式和理论模式，在统计的全部翻译教材中所占比例较大，展现的形式包括：前半本写理论，后半部写

实践；理论简介加双语对照；全部译例分析(所含理论相当少)。 
然而，观念建构模式使用量最少，个体差异也较大，可见翻译教材大部分都没有采用观念建构模式，

或者观念建构模式在翻译教材的比例较小，这体现了当今翻译教材存在着内容庞杂不典型的问题。同时

根据折线图可以看出，个别翻译教材的观念建构模式使用较多。但仍然存在着内容庞杂、不够精选的问

题，即“彻底性”不够。 
与此同时，也有将“范例式”贯彻落实地非常好的翻译教材——邹德艳的《口译的记忆训练》将繁

琐的翻译理论落实为翻译观念并附以生动的精选内容。尽管观念建构模式是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最佳点，

但具体而言哪些观念作为核心翻译观念仍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推断，翻译教材较大比例属于实践模式与理论模式相结合，只不过不同教材两者

所占比例不同。但真正结合并不是简单的比例关系，这二者模式缺点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内容庞杂、不典

型之外，还有就是有些理论框架虽有研究价值，但操作性差，不宜做教材。 
翻译教材内容庞杂、理论无法落地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因为 MTI 专业的培养目标不够清晰。有项研究

将国内外翻译硕士人才培养培养方案中宏观培养目标的落地情况进行数据收集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国

内的培养目标存在着太过于空泛、无法量化。而国外院校不仅在宏观培养目标具体化方面做得比较好，

还比国内强调国际视野等重要指标；参照国外院校对相关人才职业方向的判断，我国翻译专业毕业生的

就业范畴还有很大拓展空间等等[5]。因此，在翻译教材体现出的问题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翻译专业

或者 MTI 专业在翻译教材编撰乃至翻译整体设置如何进行顶层设计？ 

6. 总结 

本研究总结了 MTI 专业部分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这一文本特征，发现翻译教材的一些特

点：1) 翻译教材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主要集合于实践模式，其次是理论模式，这说明翻译教材存在内容

庞杂以及理论不够落地的问题。2) 除了个别优质教材以外，普遍使用观念建构模式的教材较少，帮助学

生培养独立清晰翻译观的教材不多。3) 观念建构模式使用的翻译观念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说明核心

翻译观念仍需要不断深入挖掘。 
解决这一问题非常迫切：首先，对于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需求和要求，我们需要找到落脚点和抓

手，这也是当今信息时代下翻译教材的特点和使命。其次，对于有学习翻译需求的学习者来讲，需要提

高使用教材的效率，批判性地进行学习。最后，也可以鼓励教师研发并且大力教授有见地的翻译模块，

帮助学生构建清晰独立的的翻译观大厦。 
然而，本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分析材料的样本数量较少，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推

广性。但翻译教材存在问题核心原因是：无法将素质教育具体化，缺少量化的标准。因此，体现在翻译

教材或翻译课程的顶层设计与研究上，就值得学术界和每一位学习者深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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