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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lation is the main wa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should be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ranslation teach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ce of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explor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global integr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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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途径，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以翻译教学为主要手段。论文针对中国外语教学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阐述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策略和方法，以适应
新时代全球一体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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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跨文化交际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

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 [1]。

在全球一体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为融

入全球化进程，适应日益紧密的跨文化国际交往和人际交往

的需要，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运而生，并逐渐走向热门。《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

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教学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

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

需要。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

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

因此，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

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2] 由此可见，大学英语教

学主要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而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工具，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具有重

要意义。

2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意义

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翻译活动要求翻译者不仅要具

有较强的双语言转换能力，而且要具有较高的双文化素养。

笔者认为双文化素养主要包括双文化知识和双文化思政两

个层面。双文化素养不仅指学生对于原语文化及目的语文化

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而且指学生对于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

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的认知程度，即从知识识记到情感认同、

接受心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认知逻辑 [3]。翻译教学要

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精通两国语言，能够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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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双语转换，还要让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并充分挖掘中

西方文化中的思政元素，让学生受到双文化思政的熏陶。大

学英语翻译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提升双语转换能力和双文化

素养，进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翻译教学在

大学英语教学中理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3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教育现状

3.1 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待提高
从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现状来看，师资队伍中缺乏具有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师。英语教师大多都是英语专业出身，

这导致部分英语教师缺乏中国文化素养，未能对中国文化

进行系统性的掌握，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中国文化

的融入和传导不足，教师难以向学生传授双文化知识及双

文化思政。另外，部分学校高素质外籍英语教师占比极少，

甚至没有，教师团队中缺乏以英语为母语的高素质人才，这

也为跨文化交际教研方面带来一定的局限性。部分教师缺乏

系统化的跨文化交际知识，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足，致

使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力度不足，跨文化交际缺少了教师的

引导、规范与教育，势必会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薄弱，

阻碍学生翻译能力的提高，进而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不

足。同时，部分教师缺乏国际化视野，对国际社会发展缺乏

关注和了解，这也导致了跨文化教学的局限性。

3.2 教材跨文化交际内容融入不足
许多教材内容陈旧，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与国际社会

发展脱节，教材语言体现文化背景较少，涉及中国文化的词

汇、文章较少，缺乏显性的跨文化交际内容，难以培养学生

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教材采用全英文编写，汉语占比几乎为

零，缺乏英汉语言及文化对比的内容。要学好外语必须了解

其特点，要了解其特点，最有效的方法是与母语的特点做比

较，熟悉外语和母语的特点，并加以科学对比分析其差异

的因素，这无疑有助于确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增强教学

的预见性和针对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美国著名语言学

家 Charles C. Fries 在《作为外语的英语教学》一书中认为，

“The most effective materials are those that are based upon 

a scientific description of the language to be learned, carefully 

compared with a parallel description of the native language of 

the learner.”（最有效的教材是这样的，教材它的立足点是

一方面对所学的外语进行科学的描写，一方面又对学生的母

语进行相应的描写，并加以仔细的比较）[4]。

3.3 教学跨文化交际意识比较薄弱
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更关乎两种文化。语言和文

化息息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之一。语言的学习和文化的学习是紧密相连的。想要真正学

好一门语言，必须充分了解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而想要掌

握一国文化，主要途径就是学好该国语言。传统的大学英语

教学注重单向语言和文化的输入，即英语语言和文化的输

入，却忽视了母语及母语文化的输入，阻碍了学生双语言

转换能力和双文化素养的提升，不利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培养。主要原因仍在于两点：第一，普遍观点认为大学生对

母语及母语文化已经足够熟悉，而对英语及西方文化比较陌

生，因而在大学英语课程中侧重于英语语言知识和西方文化

的输入；第二，普遍观点认为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教学属于汉

语相关专业的任务。但大学英语课程涉及到大学各个专业的

学生，因此每个学生的汉语及中国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对母

语及其文化熟悉并不代表能够熟练掌握。一个汉语写作没过

关的学生，谈不上胜任英译汉的工作。在进行英译汉时，部

分汉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就会比较吃力。学生只能单方面理解

西方文化，而无法阐述中国文化，难以实现双向的文化交际。

4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策略

4.1 国家层面
在教师队伍建设中，首先，要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

国的理想信念，明确政治标准，并将其贯穿于教师选育管用

的全过程各环节，大学英语学科的相关机构和部门应定期组

织教师进行跨文化交际教育教学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另外，

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不再仅仅是汉语相关专业的专利。在制

定《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等相关规章制度中应该把英汉

双语及其文化的教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避免学生双语

能力失衡和双文化素养失调的现象发生；积极借鉴其他国家

和地区跨文化交际教育的成功经验，并与我国教育实情相结

合，探索出适合我国跨文化教育发展的新路径。

4.2 学校层面
学校要加强师资建设，安排教师外出交流、学习跨文

化教育经验，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内外跨文化教育领域相关

的学术会议、论坛等，同时定期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

对英语教师进行专业指导和培训，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培

育力度；定期安排教师给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相关讲座，每

年举办外语文化节等相关活动，以各种形式鼓励师生积极参

与；搭建跨文化交际实践平台，通过聘请外教、外企实习等

途径，让学生能够有机会直接面对面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

行交流和沟通，以此来锻炼学生的跨文化交际实践能力；积

极引进高素质国内外人才，壮大师资队伍，为跨文化交际的

教研活动注入新鲜的血液，进一步提高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

质量和水平 [5]；鼓励教师积极申报有关专项研究课题，积极

开展教学研究，努力做到教学实践与教学研究紧密结合，在

教师评级标准中增加相关研究成果的要求；在现有的课程设

置中增加一些跨文化交际相关的选修课程，通过增加学分等

形式鼓励学生积极选修，让学生能够更广泛、系统地了解国

内外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思维模式、心理特征、价值观、

哲学观等；在教学评价机制中，增加跨文化交际内容的占比，

充分发挥该评价机制的诊断、激励和调节作用，以此来促进

教师的教学工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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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师层面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作为教育的主体，教师

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要求教

师首先对中西方文化充分了解，努力提升双文化素养，不断

强化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也要与时俱进，积极了解、

跟进国际社会最新发展现状，持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向

学生传授具有先进性、时代性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拓宽国

际视野。其次，在教材中充分挖掘并在课件中适当增加中国

文化元素，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等，充分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

式，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课堂上用

英语向学生进行介绍和讲解，传授思政理念，并将其与西方

文化及其中的思政元素进行对比、分析，从语言差异中剖析

背后的文化差异，从文化差异中分析英汉语特征及差异。同

时，教师要转变传统的重输入、轻输出的教育理念，以培养

学生输出能力为导向，强化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输出技能的培

养，注意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比如可以通过创设跨文化

交际情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模拟场景中体会不同文化

间的差异，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而不是单向灌输。最后，教授学生翻译技巧、

方法、策略及翻译理论知识，并通过中国文化相关的词汇、

句子、段落、篇章翻译实例进行课上讲解、课下练习，将语

言学习、语言运用、语言交际作为教学的三大指标，让学生

在翻译活动中了解中西方文化，培养学生双语转换能力及双

文化素养，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4.4 教材层面
教材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重要依据。在编写大学

英语教材时，既要包含英语语言知识的内容，又要包括跨文

化、文化差异等知识点，在教材中融入中西方文化元素，包

括中西方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行为规范等内容，

在语言中呈现文化差异，且文化异同要体现在不同语言差异

中。同时，在课后练习中也要增加与中西方文化相关的翻译

习题，让学生在翻译练习的过程中既能锻炼双语转换能力，

又可以培养双文化素养，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灵活应对不同

文化间的差异，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了翻译练习之外，

教材还可以提供多样化的活动形式激发学生对跨文化交际

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教材内容

应与国际和时事接轨，让学生通过教材接触国际交往和人际

交往中跨文化交际的时事，感受到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

4.5 学生层面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不仅要求具备丰富的中英文语

言及文化知识，而且应该通过中西方文化来学习并践行其中

蕴含的各具特色的思想道德理念，将课程思政中蕴含的价值

体系转化为自我认知和行为准则，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

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新时代的大学生应

该热爱祖国、心怀天下。热爱祖国，首先要热爱祖国的文化，

在全球一体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要求下，每一位中国

的大学生都更应该以文化交流和发展为己任，努力提升自己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学好外语之前首先要精通母语及母语

文化，以深厚的母语文化为起点和基石，走出国门，以语言

为载体，以翻译为媒介，宣介中国文化，引介西方文化，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人类文明的进

步作出贡献。

5 结语

论文分析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意义，即大学英语翻

译教学可以通过提高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和双文化素养来

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然后从教师、教材、教法

层面分析了当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的现状，并从国家、学校、教师、教材和学生五个方面探讨

了跨文化交际背景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策略。总而言之，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和双文化素养

有助于促进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

教学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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