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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st common information carrier and communication medium, English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and frequent language in the 
worl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lish learning, transl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t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creasing the emphasis on translation teaching, 
optimizing the content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improving the single teaching method and diversifying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utput-driven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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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作为一种最普遍的信息承载体和沟通媒介，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和最频繁的语言。翻译作为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对实现信息传递和语言沟通起着关键作用。基于中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论文试图探讨在输出驱动假设理论指导下，
从提高对翻译教学重视程度、优化翻译教学内容、改进单一教学手段和考核评价方式多元化等角度推进高质高效的大学英语
翻译教学。

关键词

输出驱动假设；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1 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同世

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交流和合作日渐增多，英语这

门语言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具备一定的英语通用语言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已经成为大学生在升学、

求职时不可或缺的素质。而要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流，

翻译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明确将四六

级成绩纳入了应聘要求中。传统笔试考察内容包含听读写译，

在测试所有考查内容中，翻译所占比重跟作文相同，分值较大，

难度较高。但是，在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中，翻译教学并没有

得到相应重视，且讲授方法较为单一。由于在大学英语教材

内容设置上没有专门模块，仅在个别习题中出现，故在课程

内容安排上，教师只花费较少课时对课本上出现的少量习题

或四六级真题从技巧层面进行讲解，缺乏系统全面的翻译理

论体系的讲授。因此，学生无法从语言学习角度对翻译有更

全面的认识，也不会实现翻译水平的提升。就教学方法而言，

教师仍旧采用的是传统语法翻译教学模式，着重个别翻译技

巧讲解，而大班授课和教师的传统思维使一言堂的授课模式

仍占据主流地位，学生进行有效翻译输出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2 输出驱动假设理论

语言输入和输出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两个重要的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Krashen 提出了著名的“输入假设”理论，

将可理解的语言输入作为语言习得的唯一渠道。针对“输入

假设”理论中存在的弊端，Swain 教授通过进行试验，认为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除了“可理解的输入”外，“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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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输出”才能让学习者注意到想表达的与能表达的之间存

在差距，由此意识到自己缺乏的目标语知识和问题并进行弥

补和修正。这样，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水平会得到全面发展，

其语言表的改为其语言表达和准确性也会得到提高 [1]。

受到 Krashen 教授“输入假设”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

的英语教学一直以来过于重视语言输入而轻视输出。针对中

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情况，中国著名外语研究专家文秋芳教授

在综合语言输入和输出假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输出驱

动假设” 理论。文秋芳教授将语言输出对学生的驱动力放在

了更高的位置，认为语言输出会让学生产生更强的内驱力 [2]。

2014 年，在“输出驱动 - 输入促成假设”与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这一报告中，文秋芳将该理论进一步修正为“输出驱动 -

输入促成假设”[3]。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教学过程中，输出比输入会使学生产生更强的

外语学习内驱力，不仅能促进学生运用接受性语言知识，同

时还能激发学生对于新知的学习热情和欲望。

其次，在设定教学目标时，应综合考虑当下社会的实际

需求，将培养学生说、写、译等表达性语言技能作为更重要

的考核指标，以助推学生今后的就业和发展。

最后，从长远发展的学习观点来看，需持续采取和推广

以输出为导向的综合教学模式，由此语言学习者才能有高质

量的语言输出和更突出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文秋芳教授结合中国实际，基于经典输入和输出理论提

出的“输出驱动 - 输入促成假设”，对中国高校的大学英语

教学有着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论文旨在以输出驱动假设

理论为指导，探讨如何实现更高效和更高质的大学英语翻译

教学。

3 基于输出驱动假设理论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3.1 提高对翻译教学的重视程度，增加翻译输出比重

受限于教材中没有专门模块讲解翻译，高校应组织英语

课程组老师在编制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时，增加关于翻译基

本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内容。例如，增减译法、正反译法、长

句分译法等。同时，教师应使学生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只

有学生具有学习的内驱力才能保证其有效学习效果。尽可能

地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的翻译练习中，在大班教学中，按照

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形式组成小组进行合作学习，打破满

堂灌的教学模式，能力相近的学生共同学习能减轻学生压力，

降低面对老师带来的情感焦虑，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为避

免个别学生由于缺乏教师的影响力而浑水摸鱼，可以在每个

小组中轮流指定一名学生作为组长组织并监督每位组员完成

翻译输出。

3.2 优化翻译教学素材，充实翻译输出内容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曾提出，学习的最好刺激

乃是对所学教材本身的兴趣。传统课堂上，教师往往以课本

为依据，照本宣科地进行翻译练习讲解，或是以四六级真题

作为讲解素材。翻译教学内容往往缺乏时效性和个性化特征，

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匹配学生独特的专业需求。基于此，

教师应不再囿于课本的束缚，从学生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学

生的喜好、专业需要和接受水平，选取更加鲜活、更为生动、

难度适中的教学素材。翻译不只是实现两种语言间字对字的

转换，还必须结合译文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和人文精神，

由此才能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译。

例如，结合当下时事热点，增加学生较为感兴趣的英语

国家社会与文化知识，以此加深学生对于英语国家文化的认

识和了解；结合日常生活，融入公共场合出现的英文标识及

英文介绍等内容，此类素材能使学生认识到英语翻译在生活

中的实际使用意义。这种全面综合的知识输入可以帮助学生

进行紧贴生活、紧跟时代的翻译输出，同时，学生进行输出

也会增强。

3.3 改进单一教学手段，丰富翻译输出方法

传统课堂往往是教师一人的独角戏，学生往往只是被动

接受知识，未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课堂应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当今信息时代和知识型社会中，“互

联网＋”成为传统行业发展的前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和特点，

传统课堂将呈现全新的模式。

首先，多媒体方式的教学模式，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

兴趣，由此更多地参与课堂活动中。

其次，学生还可以借助各种在线学习平台，有效扩展学

习内容以及知识的方式，由此也能更好地同教师进行分享和

交流，使学生成为英语翻译学习中的关键位置 [4]。

最后，较多的教学内容无法在规定的课时中完成，那么

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互联网平台和手机应用程序进行学习；而

各种各样的翻译软件及工具能帮助学生在课下积累知识和练

习。例如，教师可通过建群每日进行翻译打卡的方式督促学

生进行语言输出；或是在线上自主学习平台设置讨论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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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跟帖进行翻译产出。由此，学生的翻译学习变得更具

灵活性和自主性。

3.4 考核评价方式多元化，促进和保证翻译输出成果

从某种程度来讲，教学评价的意义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让学生看到自己的成长并意识到个人在学习方面的

能力和潜力。因此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不能只看重学生的

期末考试成绩，应将学习视作一个动态的过程。翻译是一项

技能要求较高的任务，对于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要理

解翻译基本理论并能使用翻译技巧进行有效翻译输出是一件

较为困难的任务，所以应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结合学生的初始英语水平，其个人成绩的纵向比

较能让教师和学生认识到在翻译方面是进步还是退步。

在进行具体教学评价时，可采取更为民主、更加多元的

组织形式：教师评价、学生互评和学生自评。教师评价占主

体地位外，学生互评和自评不仅能给学生带来强烈的兴趣，

还能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中，有助于提

高学生英语学习的热情，也能保证教师翻译教学的成效。

4 结语

同口语表达及写作一样，翻译是一项重要的输出性语言

技能，而中国传统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课堂中仍旧是重输入、

轻输出，使学生无法有效地完成输出练习。面对中国外语教

学中存在的这种问题，教师应积极为学生创造语言输出的环

境和机会，改变以往重输入轻输出的现象 [5]。运用文秋芳教

授提出的输出驱动假设理论指导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能帮助

学生增强学习的内驱力。学生进行语言输出，有助于他们获

得用文字表达观点的机会，同时在输出过程中，学生可以注

意到自己语言知识的漏洞并输入可理解性的知识以进行弥补。

由此，学生对于新知的内在驱动力被激发，久而久之，学生

的综合语言能力会得到提升，逐渐成长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外

语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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