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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vism
 

theory
 

makes
 

the
 

learner-centered
 

translation
 

teaching
 

model
 

widely
 

acceptable.
 

Thus 
 

learner
 

factor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o
 

be
 

discussed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The
 

book
 

A
 

Study
 

on
 

Learner
 

Factors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written
 

by
 

Prof.
 

Wu
 

Guangjun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is
 

field.
 

The
 

researcher
 

in
 

this
 

paper
 

tries
 

to
 

present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book
 

and
 

analyzes
 

its
 

influence
 

on
 

and
 

enlightenment
 

of
 

current
 

translation
 

teaching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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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學習者因素,深化翻譯教學研究
———評《翻譯教學中的學習者因素研究》

楊寧偉

河南師範大學

摘　 要:在建構主義影響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翻譯教學模式得到了廣泛認可,學習者因素成為了翻譯教學中一個

亟待開拓的重要領域。 武光軍的《翻譯教學中的學習者因素研究》一書在這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該書以定量

研究為主,初步揭示了翻譯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因素的重要性。 本文將對該書的內容和特點進行簡介,並分析其對

當今翻譯教學研究的意義和啟示。

關鍵詞:學習者因素;翻譯教學;評介

基金專案:河南師範大學新聯學院教學團隊計畫專案「基於筆譯量表的大學英語翻譯教學改革研究」 (22A002)的

階段性成果。

引言

當今世界,國際交流日趨頻繁,翻譯市場日益繁榮,社會對翻譯人才的需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在此

背景下,翻譯教學及其相關研究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我國的翻譯學科建設起步較晚,但發展很快,

從 2004 年「翻譯學」博士學位授權點的批准到 2006 年開設翻譯本科專業,再到近幾年翻譯碩士(MTI)的飛

速發展以及翻譯博士(DTI)的論證落地,翻譯學科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與此同時,我國的翻譯教學研究也

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即 20 世紀 80 年代的感性研究階段、90 年代的感性與理性交融階段和新世紀以來

的理性研究階段①。 隨著近年來語言學和翻譯學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尤其是新技術的湧現,翻譯教學研究

在廣度、深度和視角多樣性上均取得了重要進展。 但不可否認,我國的翻譯教學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

是「研究對象不夠全面,忽略了翻譯學習的主體———翻譯學習者」 ② 和「研究方法不夠科學,缺乏實證性研

究」 ②。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武光軍教授在 2018 年出版的專著《翻譯教學中的學習者因素研究》做出了很好

的回答。

一、
 

內容簡介

《翻譯教學中的學習者因素研究》一書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共有九章,第一章主要是對翻

譯教學中學習者因素研究的概述,最後一章闡述了該研究的結論、意義和展望,第二到第八章是本書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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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從實證調查和定量研究的角度探索了翻譯學習者因素的七個方面,即翻譯學習觀念、翻譯學習策略、翻

譯學習動機、認知風格、翻譯元認知知識、翻譯學習歸因及經驗或水準,並提出了改進翻譯教學具體措施。

我們重點關注第二到第八章的內容。

在第二章中,作者從翻譯性質、學習策略、學習動機和學習性質四個維度,對英語專業大學生的翻譯學

習觀念及其發展特點進行了調查。 結果顯示,學生對翻譯策略多持肯定態度,對自我概念及翻譯性質多持

否定態度。 在學習動機方面,主要表現出表層動機,深層動機不足。 作者提出,「翻譯課教師應在翻譯及翻

譯學習的性質、翻譯學習的自我概念及翻譯學習動機方面加強對學生的指導,同時在翻譯教學中要加入真

實的翻譯社會實踐專案和多文體的翻譯練習」 ③。 另外,作者認為,在翻譯學習過程中存在一個翻譯學習觀

形成的關鍵期,「學校應安排最有翻譯教學經驗,最懂得如何指導學生翻譯學習觀念的教師來擔任翻譯課的

教學,以利於學生在該關鍵期形成正確的翻譯學習觀念」 ④。

第三章對英語專業學生的翻譯學習策略進行了實證調查。 作者將其分為記憶策略、認知策略、補償策

略、元認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會策略六類。 總體而言,學生使用策略的頻率並不高,使用最多的是補償和

情感策略,使用最少的是記憶和社會策略。 所以,在翻譯教學中,作者認為「教師有必要設置專門的模組對

學生的翻譯學習策略進行有效的干預和培訓,及時指出他們翻譯學習策略使用中不合理的地方,幫助學生

改進翻譯學習策略,從而避免學生在翻譯學習中走彎路,提高翻譯學習效率」 ⑤。

第四章區分出了英語專業大學生的學習動機類型,並通過相關測試,展示了學習動機強度與翻譯學習

效果之間的關係。 結果顯示,學習者的翻譯學習動機強度對其翻譯學習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高動機組學習

者的漢譯英平均分數明顯高於低動機組學習者。 動機決定了學習者的積極性和個人的參與程度。 因此,作

者認為,「針對動機不足的學習者,翻譯教師應採取一定的教學手段進行干預」 ⑥。

第五章涉及的是認知風格對翻譯學習的影響研究,主要探索了場獨立和場依存兩種認知風格對翻譯學

習者在譯文內容準確性和表達流暢性兩方面的影響。 經過調研發現,在英譯漢中,場獨立者在譯文內容準

確和表達流暢兩個方面的分數均高於場依存者,前者存在顯著性差異,後者差異不明顯。 作者認為,在翻譯

教學中,教師應努力創造各種氛圍以適應不同風格的學習者,最大化地拓展翻譯學習者自身認知風格的優

勢。 同時,注重培養學習者「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資訊加工方式,合理運用教學手段,揚長補

短,幫助翻譯學習者形成更加靈活,適應性更強的認知風格,有效進行筆譯學習⑦。

第六章對翻譯方向研究生的翻譯元認知知識的組成以及元認知知識與翻譯表現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

究。 作者首先確定了漢英翻譯元認知知識的組成要素,即包括翻譯評估知識、翻譯任務知識、翻譯監控知

識、翻譯文本知識和翻譯策略知識。 實驗結果表明,元認知知識對翻譯表現有積極影響,所以「教師除了傳

統翻譯策略的講授,還應提高學生的翻譯元認知水準」 ⑧。

在第七章中,作者對英語專業大學生的翻譯學習歸因傾向做了調查。 目前英語專業大學生對翻譯學習

成敗主要歸因於能力和努力程度等內部因素,而不是運氣和任務難度等外部因素。 同時,在漢譯英學習的

能力因素歸因中,語言水準排在首位,隨後是思維模式和翻譯技巧。 這說明「漢譯英本科教學不僅包括翻譯

教學,還要包括相應的語言教學,翻譯教師還要拿出足夠的精力,並且安排出足夠的時間對學生翻譯中的語

言問題進行針對性的講解和練習」 ⑨。 此外,本章研究還發現翻譯學業成績高分者的歸因模式主要是內在的

和穩定的。 歸因模式的差異是翻譯學業成績好壞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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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關注的是不同水準譯者的翻譯修改過程。 本章通過較為全面客觀的觀察和分析,對譯者修改的

分佈及其特徵做出了回答。 具體來說,職業譯者的修改主要發生在較大的語言層級,且不僅僅限於改正錯

誤,更多在於潤色譯文。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採用了 Translog 軟體與譯後訪談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克服了以

往單一數據收集模式的不足,使實驗數據更加客觀和全面,值得借鑒。

二、
 

研究意義

第一,翻譯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跨學科性,這也是翻譯研究得以迅速發展的主要動力。 書中所考

察的七個學習者因素概念均源於二語習得領域。 作者首次系統地將這些因素引入翻譯教學研究領域,為翻

譯教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翻譯教學的核心問題是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而翻譯能力的發展依賴於兩個方面的合力作用:

一是外部的教育理念、課程設計、教學技術和方法,二是學生內部認知結構的變化、學習習慣的養成以及翻

譯人格的成熟」 ⑩。 合格翻譯人才的培養應內外結合,缺一不可。 該書進一步昭示了翻譯教學和翻譯學習過

程中學習者因素的重要性,是對國內傳統翻譯研究中存在的『重視對「物」———翻譯產品的研究,輕視對

「人」———學生的研究』 現象的一個有力回應。 其實踐意義在於強調教師不應只關注自身翻譯理論、翻譯水

準及教學方法,還應關注翻譯學習者的個體因素差異。

第三,王樹槐指出,我國翻譯教學理論研究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缺乏實證性的研究,難以從教育實驗中

總結、提取教學規律。 該書最大的特點就是基於實證調查和定量研究,是對傳統的定性研究為主的研究方

法的一種有益的補充。 同時,作者修訂出的翻譯學習觀念調查問卷、翻譯學習策略調查問卷、翻譯學習動機

調查問卷、翻譯學習歸因傾向調查問卷以及相關評測量表為以後的翻譯學習調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
 

不足之處

第一,對於調查來說,樣本量越大,調查結果越會接近真實的學習情況。 該書只調查了一所學校英語專

業大學生和極少數碩士研究生翻譯學習過程中的學習者因素情況,樣本量有限。

第二,該書中使用的調查問卷多以二語習得領域的問卷為基礎修訂而來的,雖經過了預實驗,但其信度

和效度還有待檢驗。

第三,翻譯方向考察不夠平衡。 有的學習者因素涉及英譯漢和漢譯英兩個方向,但有的學習者因素僅

考察了一個方向。

第四,該書主要以定量研究為主,如果再加上個案研究或訪談等定性研究的方法,可能會有更多、更深

入的發現。

第五,書中主體部分的每一章都是以一篇獨立論文的形式出現。 部分綜述內容多有重複。

結語

在全球化和資訊化時代的今天,中國與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合作和交往日益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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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好中國故事」已成為時代命題,因此國家對複合型、應用型英語翻譯人才的高度需求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而如何提高翻譯人才培養效率和品質,需要我們對翻譯教學進行深入研究。 翻譯教學研究不能僅局限於翻

譯教學本身,而應該開闊視野,應該將翻譯教學同其他學科有機地結合,從而更好地總結出翻譯教學的理

論,為翻譯教學實踐提供更為有價值的依據,發揮更大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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