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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国内外深入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应用型翻译人才成为时代急需。

跨文化语境下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受到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语言表达、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现阶段高校培养应

用型翻译人才存在跨文化意识薄弱、素养教育不够、课程体系建设缺乏创新、跨行业翻译实践不足等问题。在全球

化交往背景及多重影响因素作用下，高校应强化应用型翻译人才跨文化融合意识和全局思维，强调翻译人才应兼具

核心素养与专业知识，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加强“走出去”战略实践培训、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及精准对

接区域经济发展等途径，进一步强化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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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及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被全世界所周知，

带动了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跨国交流，这不

仅对翻译人才的输出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翻译人

才的培养提出了更全面、更具针对性的要求。为应

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

息化等潮流，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的区域合作，我国高等院校开始加强跨语境、跨语

种等创新教学形式，以确保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紧

跟时代需求、服务区域经济需要。近十年来，国家

逐渐加大了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力度，但结合现实

环境来看，翻译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仍无法满足

时代变化和社会需求，加上参与国际交流的人才比

例有限，复合型多面化翻译人才也呈现短缺态势。

此类问题的存在表明当前高校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

需进行必要改革，以更好地提升人才培养实效。在

此背景下，高校应结合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和应

用型翻译人才储备不足等现状，探究人才培养改革

创新对策，进一步提升应用型翻译人才的综合素质。

当前较多学者关注翻译人才培养，以此为角度

开展了深入研究。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学者更多

以不同行业发展为依据开展研究，黄春芳、张法

连［1］以法律行业发展视角和 “全人教育”为基点，

研究法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 肖璞［2］基于 《粮饲兼

用玉米与饲料加工技术》，探讨饲料英语专业翻译

人才的培养; 马慧瑾［3］基于全球化视角，研究农业

英语翻译人才培养策略。在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层

面，黄友义［4］以时代发展要求为基点，提出应建设

好人才培养机制，满足时代发展对应用型翻译人才

需求; 蒋领敏［5］在梳理翻译人才培养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实践创新能力的有效策略;

邢浩［6］从金融文本翻译的角度探究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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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实际入手，明确人才培养路径。在跨文化背

景下翻译人才培养层面，郭惠琴［7］在评价 《跨文化

翻译教学中本土化身份重构策略研究》一书的基础

上，探究高校培养跨文化翻译人才的路径与策略;

刘丽艳［8］在评价 《多视域下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

一书的基础上，探究跨文化视角下英语翻译人才培

养的有效策略; 夏晓东［9］以 “一带一路”为基点，

探索复合型翻译人才培养现存的问题，并针对性地

提出解决策略。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翻译专业在应用层面的研

究较为多样丰富，总体侧重于翻译人才定位与外部

环境变化等，对跨文化语境下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

研究较为薄弱。在此背景下，以跨文化语境为研究

方向，提出跨文化语境下影响翻译人才的影响因素、

现状，探索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的有效策略，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推进高校应用型翻

译人才培养水准，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促进中

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水平。

一、跨文化语境下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影响

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根本内涵，

而翻译正是发生于多种文化多元语言中，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跨文化是翻译的根本特征［10］。因此，在

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中灌输跨文化思维，从跨文化

角度解读翻译，已成为发展新趋势。但是，在跨文

化语境下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应关注可能会涉及

到的多方复杂因素。分析、理解这些影响因素，将

有利于翻译人才熟知不同文化，全面表达和传播语

言内在核心魅力。

( 一) 文化背景差异化分析

培养具有优秀特质的应用型翻译人才，需要对

各方复杂因素进行分析。无论是国际商务还是贸易

交流等专业翻译，实质上都离不开对文化背景的分

析。文化背景是指对人的身心发展和个性形成产生

影响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11］。在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人们所创造、积累和成

熟起来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中西方文化的巨

大沟壑，需要应用型翻译人才在进行跨文化翻译行

为中，充分考虑翻译内容的文化背景差异，了解和

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跨文化翻译活动的知识和技巧，

减少或消除因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摩擦或矛盾，

采取适合的翻译策略，完成翻译最基本的语言效果，

通过语言促进世界文化的深度交流。

( 二) 宗教信仰区别化分析

翻译通过语言符号的转变，实现两种不同文化

之间的沟通。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是反映特

殊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物质形式，只有在其作用下才

能表达词语内涵意义。真正的翻译，应是将两种文

化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信息的转换［12］。宗教作

为联系人与神祇或超自然、神圣存在的文化体系，

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对人类和社会影响最深最

广，不仅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

学艺术等，还存在于人类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潜

在而久远地影响人类的思想与行动。新时代应用型

翻译人才的培养应注重宗教信仰的区别化，在翻译

过程中理性客观把握宗教语言，领悟宗教因素的影

响，促进翻译准确有效的表达。

( 三) 语言表达不同化分析

翻译人员在翻译时经常面对外国文化、语言，

这些内容里充满着文化独有的单词、词汇、句型结

构、谚语、俗语等。只有掌握不同文化的语言表达，

在翻译过程中才能更准确表达翻译内涵，实现跨文

化交流。中文的语言表达顺序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

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组织语言及交流沟通用句时

更强调意境，注重隐性连贯，句子各成分之间的逻

辑关系靠上下文和事理顺序来间接显现［13］，而西方

国家语言表达更注重形合，强调显性连接，用各种

形式手段连接词、语、句，通过以形显义表达语言

意义。可见，掌握不同的语言表达规律成为翻译人

才必须学习的重要部分，只有在复杂的语言现象中

学会观察语言的表达特点及规律，才能按照各自不

同的叙事逻辑，准备无误地表达出翻译内容。

( 四) 价值取向差别化分析

价值取向的差别化也是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过

程中需要注重的一大影响因素。中西方不同的价值

观取向决定了翻译内容、形式、方式表达的差异化。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人才对原文内容涵义的理解及

在译文中的实际表达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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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比如，中国人对个人主义的见解与西方社会有

所不同，在中国文化中推崇谦虚知礼，不鼓励争强

好胜，集体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倡导相对自

由，而西方人更加自我，崇尚个人英雄主义，鼓励

最大发挥个人才能，主张自由、独立等。中西方价

值取向各有千秋，翻译者的价值理念对翻译的影响

具有两面性，应注重价值取向对翻译内容的渗透。

应用型翻译人才作为文化转换者，应尊重翻译内容

的表达意向，顺应阅读者的评价标度和阅读习惯，

灵活展现翻译涵义，以避免价值取向的不良

作用［14］。

二、跨文化语境下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现状

应用型翻译人才在进行翻译学习的过程中，往

往会不自觉地渗入本土文化的思维方式，容易造成

翻译效果及语境的偏差，影响语言内涵的表达。从

当前各大高校对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情况来看，

不仅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

需求，而且在教学体系的制定与落实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欠缺，导致应用型翻译人才在实际应用中很难

灵活运用语言完成高质量的翻译任务，分析当前面

临的问题有助于探究改进策略。

( 一) 跨文化思维意识建构整体较薄弱

当前对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整体上更加讲究

质量与数量的双重提升。新时代频繁的商务往来以

及外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对应用型翻译人才提出了

更加严峻的挑战。我国应用型翻译人才的教育事业

发展时间较短，缺乏强大的教育基础，翻译人才的

培养处于探索阶段，虽然课程上做到了全面覆盖，

对内容、翻译方向等都有所涉猎，但对学生思维意

识创新、跨文化知识学习等方面的培养较为欠缺，

翻译内容更多针对有限教材内容，对跨文化活动、

会议等缺乏指导，整体培养单纯地注重翻译的内容

与形式，忽略了对学生跨文化思维意识的建构。

( 二) 素养教育与专业教育呈现不均衡

应用型翻译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多数高校对应用型翻

译人才的教育还集中于专业教学理论课的培养上，

并占据整个课程体系的始终，重点培养外语表述的

专业技巧和规律，以及其他行业的外语学习。学生

将有限的时间用于专业知识能力的掌握，对翻译课

程的应变性、灵活性较差，更缺乏对 “课程思政”

内容的学习贯彻与价值观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整

体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呈现不均衡发展，两者之间

的关联度不高，往往被学生所忽视，认为素质教育

简单了解即可，殊不知没有优秀的素养作为基础，

翻译人才在国际社会将很难行得远、走得稳。未来

需要复合型、多元化的应用型翻译人才，只注重专

业教育培养容易限制学生就业发展空间。

( 三) 课程体系建设缺乏创新优化变革

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翻译人才的课程

体系建设尚不完善，且缺乏创新改革及深层优化，

整个翻译人才培养流于形式上的课程安排，缺乏系

统有深度的统筹安排［15］。多数高校课程体系建设只

注重当前学科发展特点，普及化课程知识占比较多，

对高端课程的开发及建设缺乏投入。同时，多数高

校翻译课程体系建设存在于外语教学体系中，作为

外语教学的一部分，对整个翻译课程的策划与设计

重视程度不足，受限于外语教学体系的发展。教育

部分别于 2018 年、2019 年两次共认定了 1 291 门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翻译类仅有 2 门。当前

高校应用型翻译课程体系虽然在课程教学计划、内

容建设上有所创新，但整体上缺乏大刀阔斧的改革。

( 四) 跨文化跨行业翻译实践不足

跨文化跨行业的翻译人才需在不断实践中历练，

需经历多次的商务洽谈、文化交流活动等才能掌握

高超的翻译技巧及灵活的应变能力，才能成长为国

家所需的复合型翻译人才。然而我国应用型翻译人

才整体跨文化实践不足，缺乏足够的实践时间和训

练平台、经常性的翻译培训以及跨国际的交流、商

务活动等。这些实践行为的短缺，造成现阶段应用

型翻译人才实践能力、应变能力、翻译质量等不足

以应对市场需求，整体实践应用能力缺乏创新和突

破。实践能力上的不足，将会对应用型翻译人才的

就业甚至职业化道路产生不利影响。

( 五) “双师型”师资力量应有所加强

拥有高质量专业型教师队伍对翻译人才的培养

起到至关作用。然而我国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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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师资建设方面仍然还有可发挥的空间。部分高

校虽然拥有足够数量的专业化教师队伍，但在经验

及质量上却呈现出不足; 部分高校虽然注重教师质

量的培养，但单一化现象明显，比较重视教师的专

业能力，对于教师信息技术、沟通、创新等综合能

力的培养较为乏力。中国译协发布的 《2018 中国语

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62. 5% 的 MTI 高校没

有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或其他高校联合培养语

言服务人才的经验。翻译专业的教师多为外语专业

毕业，对法律、农林牧渔、建筑医学等方面的专业

知识相对缺乏了解，而拥有其他专业知识的教师普

遍翻译能力不强。由此可见，教师能力结构失衡，

亟需“双师型”师资力量的补充，教师技能及理论

知识的加强将为应用型翻译人才提供便捷的成才

之路。

( 六) 人才培养无法匹配区域经济发展

不同区域与类型的培养单位有着不同的培养目

标与服务定位［16］。我国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主要依

托高校等教学组织，地方高校在翻译专业数量设置

上占比较小，且无法体现办学体色，不能凸显翻译

专业的区域优势。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及区域

经济的飞速发展，地方高校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出

现明显的滞后性。区域经济的发展关乎整个国家经

济的整体走势，服务好地方经济，促进地方特色经

济、文化、贸易、商业的蓬勃发展，将带动周边经

济进入长久繁荣期，同时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也

起到推动作用。应用型翻译人才作为经济与文化交

流的 “桥梁”，对区域经济中外来商务、贸易等发

展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无法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

趋势，不仅影响区域对外交流通道，更会制约经济

及文化进一步交融发展。

三、跨文化语境下应用型翻译人才高质量培养

的多元策略

翻译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会随着

人类的交流需要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呈现越来越丰

富多样的形式［17］。这也造就对新时期新阶段应用型

翻译人才的培养应走多元发展的路径，重点培养应

用型翻译人才的跨文化思维意识、一专多能职业素

养能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等诸多方面，切实

改进存在的问题，并对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大胆改革创新，强化与政企研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真正发挥翻译人才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中外经济文

化交流的媒介和窗口作用。

( 一) 强化应用型翻译人才跨文化融合意识与

全局思维

应用型翻译人才作为文化交流的 “中介力量”，

将在推动各国文化经济等交流合作中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新使命新责任。在经济全球化、人才职业化、

沟通技术化等发展变化下，翻译事业也将迎来史无

前例的大变革大发展周期，对应用型翻译人才的要

求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大时代，应用型翻译人才首要必须具备宏大历史

观，把握世界大势，在全局中把握主动权，为弘扬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跨国经济提供优质的翻译与语

言服务，力争在政策、道路、贸易、货币沟通中做

好翻译工作。另外，应加强翻译人才跨文化融合意

识，实现翻译水平的高效化、整合化。

( 二) 主张应用型翻译人才兼具核心素养与专

业知识

应用型翻译人才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的先行军，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化 “走出

去”、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 “软实力”。文化软实

力的积极展现需应用型翻译人才在学好专业知识的

同时，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定不移地推进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身心

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重核心素养的培养，将促使

翻译人才维护国家利益、保持正确的价值观、具备

爱国情怀等，在翻译过程中达到平等协商、互惠互

利、相互尊重的深层次目标。

( 三) 构建翻译技巧灵活、方法多元的分流式

课程体系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转化，同时还是一种文

化的再生。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密切，文化多元性的

显著表征需以语言的多元性为基础条件，而要实现

不同文化与语言的协商、对话与交流必然需要翻译

作为载体［18］。因此，培养具有高品质、综合能力强

的应用型翻译人才，必须掌握翻译与语言、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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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并根据三者的内在联系构建技巧灵活、方法

多元化的翻译课程体系，实现翻译课程的系统化、

多样性，满足不同文化、语言的翻译需求。首先，

根据现代翻译人才多样性任务特征，建设差异化课

程体系。在大类专业中，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进行

再细化分类，实现精细化教学; 其次，把握历史机

遇，拓展翻译在线数字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通过线

上线下翻译教学的融合，实现翻译人才辅助学习手

段的多元化; 最后，强化高校与政产学研等领域专

家学者的合作交流，定期开展专业讲座，进一步完

善立体多元的翻译课程体系。

( 四) 加强应用型翻译人才 “走出去”战略实

践培训

新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国与国之

间往来更加多元，这就要求应用型翻译人才必须强

调“应用”二字的真实涵义，把握应用的关键性，

注重实战经验、应用才能的培养。首先，各高校应

加强应用型翻译人才 “走出去”战略计划的实施，

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加强与沿线国家高校间的

教育、文化交流，并通过互换学生的交流方式，提

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其次，高校应加强与外贸企业、

专业培训机构、外语协会、语言服务商等社会组织

的联系，给予翻译人才充足的实践平台，保障应用

型翻译人才拥有充足的实践历练机会，为职业化发

展做好准备。

( 五) 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高质量开拓型翻译

师资队伍

我国翻译行业发展起步较晚，要追赶上欧美等

发达国家的翻译发展水平，必须要在专业化、组织

化、系统化等方面下功夫。我国培养应用型翻译人

才的地方主要集中于全国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等，

高校培养能力及优势的显现除了课程体系、学校特

色外，最重要的是掌握强大的师资队伍。鉴于此，

对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整

合跨行业、跨专业的翻译师资力量，促使师资队伍

整体翻译水平的提升。同时，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

开拓性师资队伍，着重培养翻译教师的改革创新能

力、跨文化教学能力、挖掘特色能力、前瞻性眼光

等。此外，师资队伍应以身作则，时刻与翻译人才

保持紧密联系，不断提升翻译教学水平与教师素养，

为应用型翻译人才提供高水准教育服务。

( 六) 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 “一专多

能”人才

翻译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的结合，为国家

战略发展而服务［19］。中国国力的昌盛、科学技术的

创新推进、区域经济的均衡持续发展、东西部差距

的缩小，都需要应用型翻译人才在不断变化中寻求

最准确的发展定位，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职业素

养帮助区域经济发展走上新台阶。鉴于此，未来的

区域经济发展应培养兼具过硬的政治素质、业务素

质以及广博的社会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实践运用

能力的“一专多能”翻译人才队伍。只有拥有高质

量复合型的翻译人才队伍，才能保障日渐繁杂的国

际贸易、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等实现全面协调

推进。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新变化，我们必须作出调整，

大胆创新，不拘泥于传统教学模式、实践内容，运

用开拓性思维，全面整体布局应用型翻译人才的跨

语境翻译课程教学，力争培养出符合时代发展需求

的新时代翻译人才，进一步提高翻译的社会地位，

使应用翻译与研究发挥更大、更强、更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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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Strategies for Applied Translation
Talent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FENG Ling
( Department of Public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He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Zhengzhou 450000，Hen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a qualitative leap． The in－depth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made applied translation talents an urgent need of the times．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ranslation talents in a cross － cultural context is affected by cultural background，religious

belief，language expression，value orientation and so on． At present，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ranslation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such as weak cross－cultural awareness，insufficient literacy

education，lack of inno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lack of cross－industry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so 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multiple influencing factor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cross－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global thinking of applied translation talents，and

emphasize that translation talents should have both core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olleges also should

build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urriculum system，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training of“going － out strategy”，

improve the level of teachers and accurately connect with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applied translation talents．

Key words: applied translators; cross－cultural; influencing factors;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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