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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译述课文谈 语言 口口 概念激活问题 

汪兴富 ，刘国辉。 
(1．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重庆 400030；2．重庆大学 语言认知及信息处理研究所，重庆 400030) 

摘要：本文先行论证在研究生阶段强化翻译教学的重要性，并举例说明用过程翻译教学法对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的帮助 

和利用无参考译文的文章培养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通过动态翻译活动，让学生已有的认知模式与新的语境结合，激活学生 

目标语中的相似概念，实现新的认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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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OO3年秋季开始，重庆大学和全国其它7所重点大学 

的研究生英语教学采用了由余渭深教授等总主编，由重庆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求新研究生英语系列教材。整套教材突出了 

“求新”二字，所选材料涉及各方面的最新信息。而正是由于 

这套教材新，在配套的教师用书中还未给出参考译文，给用这 

套教材的师生广大的自由思考空间，但同时也给教学提出很 

大的挑战。本文就从这套教材的教学中重点谈谈如何利用无 

参考译文的“优势”在过程翻译教学法中让学生充分利用可调 

配的认知信息资源和英语语境去激活汉语中的相似概念，以 

检测和培养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检测学生对文章的理解， 

可采用的方式是让学生对课文进行书面及口头翻译和叙述。 

无参考译文的“优势”就在于学生在理解有疑问时无法去 

直接对照译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进行动态式翻译教学。 

即抛开依照参考译文进行讲评的传统做法，转而突出课堂教 

学中教与学的互动，强调的是翻译的过程而不是翻译的结果。 

有效地利用课堂翻译检测学生的上课准备情况及对课文的理 

解程度，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母语与的语的翻译技能，还能加 

强学习者的翻译理论意识的培养，加强学生利用认知语境进 

行认知能力的建构。 
一

、对翻译教学的批评与认同 

(一)批评声音是主流 

长期以来外语界普遍有这样的认识，即交际能力是外语 

教学的最终目标。但人们对交际能力的认识主要局限于参加 

国际会议，做英语演讲，与外国人日常交流等，而很少注意到 

交际能力实质上也包括与书面作者的交流，这种交流不如上 

述几种口头交流那样彰显，它是一种隔时空的交流，其反馈也 

不如面对面交流那样迅速而直接。朱中都(2OO1)所进行的调 

查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需要强化提高的技能中显示研究生对 

“读”需要强化提高的要求只占19％，远不及其它几项技能：听 

76％，说56％，写41％。译 41％，也就是学生对外显的语言输入 

输出关系(听一说)的心理倾斜度远高于对隐含的语言输入输 

出关系(读一写、译)的关注。这种不问信息投入(读)而只关 

心产出(说和写)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学习规律的。 

李淑敏和张振中(2OO1)撰文认为“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教 

学在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这种方法的主要特征 

是着重语法分析及母语语句和外语语句的互译，以读写为主， 

不重视听说。”并下结论认为这是“只读”型畸形发展。近几年 

外语界对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教学的批评声是此起彼伏，但这 

样的教学法既然能“一直占主导地位”，应自有其理由的。李 

和张调查到“70％以上的学生认为他们的阅读能力超过其它 

各种能力，而听说能力被认为是最薄弱的。”并认为“这样的结 

果当然是不尽如人意的。”如果说学生的阅读能力超过其它各 

种能力，那也只是 “矮子中的高子”，不值得说可以抛开语法 

翻译法而盲跟紧随上马听力口语训练等方式。即使全部课程 

都改为口语教学，笔者断言课堂也不外乎出现“两胆”情况：胆 

怯者张口结舌；胆大者东拼西凑、漫无边际。既然学生认为其 

阅读能力在所有能力中最强，那么教师不妨实实在在地检测 

学生的阅读能力而不要跟风认为阅读能力就应搁置在一边。 

检测学生阅读理解能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其翻译所读文 

章。尽管学生的口头即兴表达组织能力可能较差，但一般不 

会妨碍任务的完成。王宗炎(20o3)指出，“今后研究中国英语 

学习者易犯的失误，应该把视线由表达方面转向理解方面”。 

笔者认为就是将先前关注输出错误的“果”的注意力转向寻找 

导致错误的“因”，从源头上查找纠正学生的表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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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认 同观点避虚就实 

翻译法是英语教学中传统而基本的教学手段，在外语教 

学中曾享有盛名地位，各种翻译方法都强调 目的语在外语学 

习中的积极作用。但近几年来，由于受“时尚”教学流派的影 

响，人们忽视了翻译在外语教学中的运用甚至怀疑翻译教学 

的作用。人们纷纷抨贬语法翻译法，崇尚交际法、沉浸法等，对 

外语教学扣上“费时低效”的帽子，把”聋哑英语”统统归咎于 

语法翻译法，使得翻译在外语教学中成了过街老鼠而得不到 

应有的重视。“教育界、外语界和翻译界仍有不少人对翻译教 

学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抱有许多偏见和误会”(张瑜2003)。忽 

视翻译教学的后果之一便是学生语言基础打不牢，许多信息 

学生只是一种“只可母语意会，不可的语言传”的模糊地所谓 

理解。模糊的信息输入也就造成输出信息的不清不楚，学生 

对原信息的不充分加工也以不完全的信息表现出来，形成学 

生翻译中的“Garbage in，garbage out”现象。因此，在这种学习 

方法下去奢谈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也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翻译教学的地位和作用。 

读者对书面材料的理解的准确与否不可能像人与人之间 

面对面的交流那样很快被对方识别出来。而对学生尤其是研 

究生的教学质量要求应首先建立在准确性的基础之上，不能 

主观认为研究生已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就忽略了对读和译的 

技能的要求。语言的准确性应是表达者交际能力的体现的基 

础，而不能只看其流利与否，这也应了西方语言学家的观点 

“There is no fluency without accuracy”。因此，在研究生层次应 

同样重视学生的读和译的能力培养，而尤其应以翻译来检测 

学生的语言理解的准确性。而翻译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更好地 

理解原文并用的语进行同类型写作，从而形成以读求译，以译 

促写的学习方式。 

董亚芬教授在<外语界》(2oo3)撰文“我国英语教学应始 

终以读写为本”指出大学英语教育5O年的结论之一就是“千 

万别把背诵、翻译、复述、听写等传统学习方法视为落后的过 

时方法”，并且指出我国不具有 ESL的语言环境，因此从书面 

获取学习操练材料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主要方式。这一论断同 

样适用于研究生英语教学。况且外语学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 

能用外语与母语进行言语逻辑思维互传信息。绝大多数研究 

生毕业后的工作对外语的进一步运用更多地会表现为书面材 

料的英汉互译，如果在校期间都没有培养这一能力，必然会对 

工作的效率产生影响，因而强调翻译教学实际上也为学生的 

成功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翻 Il练的现实情况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1992)的教学目标定 

为“培养研究生运用英语的实际能力。教学重点是培养写听 

说的实际能力。”从研究生教学中看，这些要求培养的能力研 

究生确实很弱，但一味地强调写听说能力极易误导学生自以 

为其它能力就已不错了或不那么重要了。而实际情况是，教 

师和学生都认定的学生较强的阅读能力并不理想，由于阅读 

理解这一语言能力差，反过来又无法促进其它方面的应用能 

力的提高。因此，有必要继续重视阅读能力的培养，并在阅读 

教学中继续强化翻译过程教学，方法则主要采用翻译课文句 

段以检测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率和精准度。 

另外，研究生翻译技能薄弱和翻译实践严重不足。<大学 

英语教学大纲》也指出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从大学三年级起为 

通过四级的学生开设“英汉翻译技巧”课，而在笔者所教授的3 

个班 112名来自23所大学的研究生均未有开设“英汉翻译技 

巧”课的，而且本科阶段教师基本上采用的是对照参考译文讲 

解的“结果翻译法”，学生极少有机会在课堂学习翻译技巧和 

练习翻译。因此翻译技巧需要在研究生阶段弥补起来，在研 

究生英语教学中侧重翻译训练并非是一种多余的举措。 

最后，研究生本身对翻译教学也有需求。罗立胜(2003) 

98年在硕士研究生中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要求按在研究生阶 

段学习和科研工作的需要排列英语的五项技能即听说读写 

译，“有89％的研究生将“写”和“译”排置在第二和第三位”， 

说明了翻译是一项研究生重视的技能。翻译教学在提高学生 

语言水平方面仍然是具有重要地位的，翻译教学不可或缺。 

罗立胜(2001)等在论述调整硕士研究生英语课程设置的内部 

结构时强调“增加写作、翻译、口语等语言技能培养的比例，为 

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参与语言实践的机会。”为翻译的定位及促 

进英语的运用能力的培养起到了指导作用。全国硕士研究生 

入学统一考试英语题(NETEM)多年来就一直沿用翻译题检测 

应试者的语言应用能力。 

200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重庆地区翻译题的平均分抽样 

统计为lO分中的5．4分，被录取的学生的翻译成绩可能高于 

这一分值，但是如果在研究生就读期间忽略翻译教学，他们的 

翻译水平是不升反降的。而平均分反映出的是考生对所翻译 

句子的基本信息都能较好把握，但超过7分以上的考生就很少 

了，问题主要出在对上下文的语意连贯性、代词的确切指向、 

修饰词的定位等方面，说明在理解句子的关键地方绝大多数 

考生还是无法有效应对。 

以阅读课文来进行翻译的根本目的是将学生的理解活动 

与表达活动结合起来，以培养和平衡学生最大量地获得信息 

的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在目标语中建构相似概念的过程。 

葛校琴(2002)指出翻译教学课堂应该给学习者提供可以输 

出、可以反馈的氛围以便验证学习假设。 

二、阅读和翻译的互促关系 

既然强调在阅读和翻译之间建立关系，首先就要明确这 

两项技能的目标：阅读是用来加深和扩充语言知识，通过源语 

扩大知识面的重要手段；翻译是借助母语在非源语环境下为 

检测对所读文章的理解程度而采用的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其分 

析能力的有效手段。翻译过程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应用过程， 

它包括译者对原语的各方面认知和解读，也包括译者语码转 

换技能、母语的水平及其驾驭能力等。翻译的本质是一种跨 

文化的信息传播(张瑜2003)。在阅读中融入翻译教学目的就 

是要激活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因子，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学 

习语言的应有效能。逐步帮助学生认知、验证翻译理论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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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兴富，等 从学生译述课文谈语言概念激活问题 lll 

结翻译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和技巧，以提高翻译的输出质量。 

Widdowson(1978)认为，语言学习中应该以各技能融合在 

一 起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因此在阅读中强调 

翻译便是一项很好的验证措施。课堂上翻译教学运用恰当， 

可促进学生在两种语言间进行正迁移并尽可能避免负迁移， 

加深对源语和的语的认识对比。翻译也是学习者在两种语言 

间交叉运用思维的活动，对语言逻辑能力、思辨能力和语言组 

织能力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如果说阅读过程只是一种语言信息在学生大脑中的模糊 

表象，那么翻译就是这种表象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具体反映。 

语言能力强的人在各语言间是能轻松驾驭的，一种语言的表 

达能力在另一种语言能充分地反映出来。不可能有那么一种 

情况，即表达流利的成功语言学习者在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却 

显得木纳。因此，源语和的语的语言组织思维能力应是互相 

补充而不是排斥的。 

文秋芳(1996)曾将阅读理解分为表层理解(1iteral tom- 

prehension)，深层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和评价性理 

解(critical comprehension)这由低到高3级程度。绝大多数学 

生的英语中偏难阅读材料停留在表层理解上，对整个文章的 

理解把握不够，只能达到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况。 

对文章理解的准确性的练习中重点应训练学生对文章的深层 

理解，即准确把握文章内容，而这不仅既可要求学生“言传”， 

还要要求他们“笔达”，教师对学生口头或书面译文进行评改 

可充分看出学生对课文的深层理解水平。 

三、翻译中认知信息建构的概念激活 

英汉互译中，引起交际受阻的往往是英汉两种语言有较 

大差异和出入的地方，这种差异不是在用词上，而是两种语言 

中无法建立对应认知语境的词汇层面以上的东西。本文侧重 

英译汉的过程，主要是考虑学习者的汉语是母语，“加工”的空 

间更大，更自由，焦虑感也会降低。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加强英 

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翻译，可以帮助学生有意识地习得英汉两 

种语言在各个语言层面上的差异，有利于他们克服母语的负 

迁移，培养他们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 

李红(2O02)提出输出要发挥作用，重要的前提是学习者 

必须有足够的认知资源来完成对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的注 

意。然而一些学生对语言形式局部的过度注意导致相关概念 

连接不通，无法激活语言形式间的概念关系。另一些学生转 

而关注意义本身，籍希望于意义的扩充来弥补对具体语言形 

式理解的不足，这使得演绎推理成了这些学习者利用已有经 

验去诠释未明句子信息的常用手法。 

人们通常认为篇章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翻译单位(袁锦翔 

1994)，是因为篇章翻译拥有—个范围较大的语境。在一定的 

上下文的帮助下，译者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原篇的中心思 

想、理解其疑难隐晦之处；表达时也有比较宽松的回旋变通的 

余地，有可能把译文再现得更加通顺可读。而信息较集成的 

复杂句本身也可说是一个整合的小篇章。对没有足够的认知 

资源来完成对较大篇幅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的注意的学习 

者来说，处理整合的信息丰富的句子是一种很有效的训练认 

知概念激活的方式。 

笔者对阅读教材的运用是让学生先课下预读要学习的文 

章，课堂上先抽查一些学生用英文总结各段，检查其阅读理解 

能力，随后讲解笔者所选取的具有概括性的精彩句段讲评并 

修正学生所做的总结，最后让学生提出自己不易理解或理解 

有疑问的地方，部分内容在课堂上以口头和书面结合处理，部 

分布置为课后作业并要求下一次上交。以下例句均选自“求 

新”阅读教程第一册，笔者没有提供翻译范文，只是想揭示学 

生利用语境对对应概念的激活中所存在的问题，借此说明学 

生自己所认为的阅读能力较强其实只是空有其名的。这些句 

子并非从书中刻意挑选的难句，而是考虑到学习者应考察的 

信息在这些句子中较丰富，选择这些句子做翻译对总体认识 

学生在句子翻译中的认知比对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学生能 

够多次修正的笔头翻译都不能通达，那么可想而知让学生即 

兴口头表达(交流的单方面性)的言语输出则必然漏洞百出。 

1)Note that all the wofldg other~ortmlonest native laI u 

except Spanish &re in the groups most demanding of English— 

speakers．(p19) 

对于这句话，课堂练习反映出成绩好的学生也是不易把 

握其意义的。Note引出一个祈使句的翻译以及这个词本身的 

含义就让一些学生伤脑筋，学生熟悉demand却不知demanding 

为何物，对词语的认知扩展度太低。关键的问题在于分不清 

groups究竟指代什么，这个词与后半部分的关系处于一种认知 

混沌状态，多数学生没有在语境中去激活 groups的概念。心 

理语言学家 Gibbs提出的直接通达(direct access)假说认为丰 

富的语境在词汇激活的初期就相互作用，直接提取与语境相 

关的意义，不涉及不相容的意义(直义)的激活与提取(参见刘 

正光，崔刚2003)。而学生的翻译反映出学生提取的完全是其 

记忆中的词意义，根本就忽视了认知语境的作用。 

2)Thereis 80much outthere ontheInteractthat allows USto 

have fun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that we o_Al／l always find a way 

to stroke OUr collective intellects．(038) 

这一句型中there与其后的on the Interact是同位语，汉语 

中可不用处理。Much的指代性问题，两个that的区分问题，第 
一 个 that的先行词是 Interact还是 much的问题，两个 that与 

80是否配对为80⋯ that结构关系问题，allow和collective inte1． 

1ects的确切汉语对应表达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在课堂 

上关注学生信息输出时才能更清晰地发现问题所在。许余龙 

(1992)认为英语是主语显著(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它突 

出的是主语；除省略句外，每个句子都必须有主语。而汉语则 

是主题显著(topic—prominent)的语言，它突出的是主题而非 

主语。因而句2)的翻译就明显不能使用结构对等去处理。 

3)In other words，the lnind must be prepared to receive the 

germ of a new idea．What is”chance”for the unprepared mind 

may be a fascinating springboard to new ideas for the prepared 

lnind．(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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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中定冠词 t1．e和不定冠词a应当是一个侧重点，均是 

— 个泛指概念。Mind的对应翻译也应让学生注意，可提示 

“Greatmindstiffnk allke”，以及注意afascinating springboardto 

-砖w ideas的译法，多数学生译为“连接新思想的一块迷人的跳 

板”。对 to这—介词学生能提取的意思局限于表示方位性相 

互关系的词汇，处理为“产生”应是符合汉语信息建构的。“跳 

板”一词理应指一种跨越的工具，而“产生思想”的更应是一个 

“起点”而非“跳板”。 

依照Fedor提出的词汇通达模块假说认为，无论语境信息 

如何，词汇所有意义一经呈现，都会自动快速通达，而且是密 

封的(encapsldated)或者说不与外来信息相互作用。语境不影 

响词的编码意义的激活，语境信息只在处理的后期才起作用。 

只有当词的意义被检索以后，才选择合适的意义。没有被选 

择的意义迅速被抑制(参见刘正光，崔刚2003)。虽然该模式 

与直接通达模式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但也没有忽略语境信 

息的作用。学生对具体句子信息处理时很难抑制词汇的其它 

意义而凸显符合语境的意义，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丛生的信 

息模糊体。 

4)College work is brain—intensive，and itg easy to forget a． 

bout spheres d life other than you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How 

amart you are might not he 鹪important a8 who you are．(p104) 

英文中合成词较多，生成能力强，而多数合成词在词典里 
一 般不单独收录，如brain—intensive这个词的翻译就让学生 

绞尽了脑汁。Spher~of life和intellectual development的汉语 

处理以及you的泛指指代都应让学生加深认识后牢记于心。 

对于 not鹪important鹪的等比否定结构实质相当于一个比较 

级结构，因而翻译中应当激活符合汉语习惯的结构而不是简 

单复制修正英语结构。 

5)Until recently，the gowing awaren~ that governments 

we．re，unwittin0y，living a lie over life expectancy WaS largely con- 

fined to a small circle d specialist demographers．(p120) 

英语语言中的短小句现象是较常见的，学习者应当留意 

其在句中的结构成分。副词在有逗号与其它成分分割开来时 

是作为一种强调信息的有效用法，因而也应独立处理。Aware- 

He88这一抽象名词后的that从句是同位语从句，但在翻译中却 

要动词化处理才符合汉语认知习惯。本句中specialist作形容 

词用法，练习中发现掌握这一词性的学生不多。绝大多数学 

生将这一词义固化为“专家”，并且与随后的demographers并 

列。学生没有激活specialist在具体语境中的概念，而更多地 

调用了记忆中的固化信息。 

强调翻译中的细枝末节并非想突出“于细微处见精神”， 

而是想说明结合认知语境理解准确是第一位的，对学生的口 

头表达并且有效传递信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解准确是对 

信息进行深Jj~-r的前提条件，信息传递不应太强调更快，而应 

强调更好。在过程翻译教学中学生走的另一个极端便是对语 

言结构形式注意太少，在处理句子信息时不是去解码源语信 

息，而是努力想修正目标语的“逻辑表达”，倒置了翻译的根本 

目的。李6(2002)认为没有对语言形式进行有意识的关注就 

不可能是学习者对自己的语言进行分析；也就不能产出修正 

后的输出；tg就不能提高语言产出的准确性；也就不能对语言 

知识的内化过程有所促进。 

综上所述，学生翻译中的常见问题在于对记忆中的词汇 

固化了意义，忽视认知语境的有效信息，翻译时凭直觉输出的 

情形较普遍；而学习好的学生有的又表现为翻译时修正过度， 

汉语表达过犹不及。更严重的问题是学生对英汉结构不做调 

整，逐词翻译，信马由缰，试图在英汉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超句法翻译的方法几乎没有有效利用。忽视上下文语境信息 

是学生易犯的一个通病。翻译过程中让源语和目标语中出现 

词“对等”是学生努力想实现的而实际又不可能的目标。 

因此，从研究生的对课文所做的翻译所表现出的各方面 

欠缺说明了调整课程教学侧重点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更说明 

了充分调用语境认知资源进行语言输出技能训练的重要性， 

教师应在课堂实践中帮助学生完成由基础学习到实际运用的 

过渡这一过程。 

四、课堂教学的侧重点 

教材配有译文也是有很多好处的，译文往往是多人的劳 

动成果，经过了译者反复修改和出版社把关的，学生可将其作 

为检测其对课文理解的范本。而本套教材暂无译文，因此在 

课堂上教师处理翻译时就应避虚就实，扬过程翻译法之长，避 

参考译文之短。突出分析纠正学生易犯错误，而不是通篇通 

译，成了名副其实的结果“翻译教学”法。因此教师应充分备 

课，胜任课堂译释任务，解读教材，向学生阐述翻译过程，而这 

些是参考译文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教学总学时的限制和研究生阅读教材的大信息量， 

结合阅读进行的翻译教学不可能面面俱到，应有所取舍，应侧 

重分析英语和汉语表达方式的异同及降低两种语言间的负迁 

移，尽可能做到所译语言符合原文文体，用词得体，恰当。 

口头翻译作业和书面翻译作业应当结合起来。课堂口头 

翻译时严格说来只有理解和表达阶段，没有书面翻译中的明 

确的修改阶段。课堂口头翻译可以采用以下形式：1，单个学生 

翻译。这种情况下学生的课堂表现焦虑感重，教师应注意疏 

导，不能挫伤学生的翻译积极性。课堂上听其他学习者翻译 

并进行评估和修正其错误，有利于提高自身语言表达的流利 

度，产生语言习得的效果。2，小组讨论后推荐代表翻译。这种 

做法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学生间讨论可集思广益，缺点是不主 

动的学生可能会趁机偷懒，得不到锻炼。书面翻译作业的好 

处是学生可以有延时思考的优势，可以对所译信息进行推敲， 

与课堂上进行口头翻译相比焦虑感也很低。 

书面翻译应让学生至少交两个“版本”以上的译文，鼓励 

其多样化的翻译风格而不是囿限自己的思维。教师也应放下 

“权威”的评价译作的架子，变课堂控制者的身份为课堂翻译 

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调控和指导学生的翻译输出。 

教师可以有效监控学生翻译过程，发挥教与学的交互。 

翻译教学中教师应能对过程进行“引导”而(下转第 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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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充分认识到，口语课教学的目标不仅仅是教给学生几个固定句 

型和几固定表述，然后让学生不断机械性地操练直到完全掌握为 

止。除了讲授正确的语音、语调、语速和句法结构。正确地教授 

重音、节奏、语调、词语之间的连接，以及展开话题、调控进程和结 

束话题等一系列会话知识与技巧外，教师还应该提供丰富的语言 

材料和与话题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特别是要注意引导和帮助学 

生“内化”和“活化”他们所接收的语言经验、语言体悟和语言智 

慧。 ． 

符合科学规律的口语教学要能充分体现学生主动学习的价 

值取向。学生是口语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是会话舞台上的“主 

角”。而教师是使口语教学朝着学生主动学习目标前进的“向 

导”或“导演”。教师构思、策划、设计课堂教学，并要巧妙地引导 

学生自觉得实施其课堂教学计划，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在英语 

口语教学中，教师要甘当幕后人，让学生成为英语会话的主人。 

尤其不要唱“独角戏”，搞“一言堂”。事实证明，分配给学生练习 

时间的多少与口语教学成功与否呈正相关，因此教师要保证学生 

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多说多练。同时，教师还要确保每—个学生 

都有开口说话的机会，营造自由表达的氛围，实现参与的均衡性 

和平等性，要注意控制少数学生天南海北的任意发挥，积极关注 

那些处于弱势或不善言词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深切体会到 

教师的关注和成功的快乐。教师必须善于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巧 

妙的教学调控和有效干预，将教学进程控制在预定线路上。成功 

的口语教学还以为着给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以保持口 

语学习的新意与活力，保障学生有旺盛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实践 

证明’，J、组讨论的方式往往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课堂时间，使学 

生有多说多练的机会。而且心理学研究表明，在语言学习中，同 

伴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优先于教师影响效果，故有“同伴影响” 

教学法。为了提高口语课堂活动的效率，教师在分组之前可以预 

先确定讨论的话题，使其与学生在阅读、听力、写作等课程中所学 

的内容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学生在其熟悉的材料和丰富 

的背景知识铺垫下更能激发出强烈的参与兴趣和欲望，由—个消 

极被动的语言习得者或认知者，变为—个积极主动的语言探索者 

和发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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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用自己已翻译的参考译文去“灌输”给学生，积极引导学生 

思考和酗译实践，真正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引 

导”的甜泽 是帮助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这种过 

程翻译教学法与传统的结果翻译教学法也就是“渔”与“鱼”的 

关系。 

五、结语 

无参考译文的教材对老师的要求是很高的，而对付多少有 

些“不可控”的课堂翻译对教师提出了严峻的知识水平挑战和 

对教师J 理素质的考验。教师应做到祥备课，精练习，重引导， 

多总结，充分应对课堂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向学习 

者传递更多的翻译理论和技巧，对学生的翻译活动进行疏导引 

流，实现翻译教学的提高学习者语言应用能力的根本目的。 

翻译从本质上讲是源语概念在目标语中相似概念的激活 

和建构问题。由于荚语和汉语在概念上的表达不尽相同，依据 

概念组成的命题也有相应的差异，因而在翻译这—语码转换过 

程中不可能建构成等同的信息体，必然在目标语中要激活相似 

概念进行重构。充分利用认知语境来激活目标语概念，从而能 

更准确地建构目标语信息。 

翻译是一种译者对原文信息进行目标语再现的言语活动， 

尽管原文的语句特点多种多样，译者应尽可能把握住原文的语 

篇特征，力求在译文中保留原文风格，这些都只有通过大量的 

实践才能掌握。如果学习者的书面语码转换可以达到自由操 

作的境界，那么将其“嫁接”至口头表达应当是自然的事情，那 

样的话不但实现了翻译教学的真正目的，而且还能让学生口头 

交流时真正有内容可说，实现语言的文化交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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