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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旅游高速发展,中国海外游客增加,旅游翻译及旅游翻译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语料库介入翻译教学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对翻译

教学模式变革启发巨大。本文从“提高学生翻译技能”、“提升学生翻译素养”、“提高教学质量”、三个维度探讨旅游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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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旅游业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入境旅游人数逐年攀升,旅游经济

蓬勃发展。这必然对旅游翻译的质量提出了要求。作为应用翻译教学内容

中的一个板块,旅游翻译教学应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充分利用数据优势,对

传统翻译教学模式进行更新换代。而“规模较大的对应语料库能为翻译教

学提供丰富多样的翻译素材”
[1]
且“双语平行语料库对于翻译教学是有用

的参考工具或工作平台”
[2]
。因此,语料库介入旅游翻译教学是必要的。 

在中国知网学术搜索引擎中,笔者通过主题检索,人工筛选后发现,截

止目前,主题为语料库与翻译教学的论文共有267篇(包括期刊论文与硕博

论文),但是探讨语料库与旅游翻译教学的仅7篇。此数据表明,语料库在旅

游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是学界亟待尝试的新领域。此外,多数基于语料库讨

论翻译教学的论文重点阐述语料库利用 Tim Johns等学者提出的数据驱

动式学习(data-driven learning)
[3]
范式在构建“新型合作式的翻译教学

模式”
[4]
的意义,同时对传统的填鸭式翻译教学进行反思。 

本文将梳理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上的作用与意义,并以此作为启发,结

合旅游文本特征谈论旅游语料库对翻译教学的意义。 

1 旅游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 

语料库介入翻译教学领域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国外学者从1997年起,

就开始逐渐将语料库应用至翻译教学。其方式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对语

料库概念引入翻译教学的探索(Bernardini,1997；Friedbichler & 

Fried-bichler,1997)；其次,有学者在具体翻译教学中介入单语语料库、

双语平行语料库、综合译文评价语料库等工具,并说明其对译者在“理解

目的语”、“运用习惯语”、“理解源语”、“译文评价”等方面的优势

(Bowker,1998、2001；Aston,1999；Zanettin,1998；Pearson,2003；Hansen 

& Teich,2002；Bernardini & Zanettin,2004)；还有一类学者更倾向于

带领学生自行设计语料库,利用实际的语料搜集与分析完成教学任务

(Gavioli & Zanettin,1997；Kübler,2003)。国内学者起步较晚,经过十

多年的发展,语料库在翻译教学领域从概念引入发展为对新型翻译教育模

式的探讨,语料库在翻译教学领域的可行性、必要性分析与实践应用等多

个层面,(柯飞,2002；王克非,2004；于连江,2004；黎土旺,2007；肖维

青,2007；刘泽权,2011)且研究范围也呈精细化趋势(李德超,Sara 

Laviosa,2011；李德超,王克非,2011；王宗英,2018；朱晓晓,王澜,2018)。 

从研究趋势来看,语料库对翻译教学的介入在继续深化,而且在逐步

倚靠翻译理论进行发展。国内学者通过探讨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教学新模式,

逐步总结出新范式的利弊,并利用自制语料库进行有目的的翻译教学实践,

且效果极佳。旅游翻译语料库作为特殊用途语言语料库有其固有特点。将

其引入至课堂既可以起到其他通用语料库的作用,又能根据旅游文本特点

以及旅游翻译人才培养目的提升学生翻译技能,提高学生翻译素养,提高

教师授课质量,同时推进应用翻译教学水平。 

2 提升学生翻译技能 

提升翻译技能,实则为提升译者在词汇、句子以及篇章层面的翻译转

换、技巧选择以及策略把握能力。因此,培养翻译能力与培养双语能力

密不可分。由于语料库具有“强大的搜寻、对比、排列、储存等重要功

能”
[5]
,故其能如王克非所提,能对某一检索词、短语、常用结构、文本提

供丰富多样的双语对应样例,供讲解和仿习
[2]
。 

在旅游翻译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自制的旅游翻译语料库检索固

定词汇的对应译例,在给定的特定语境中加深对特定词语的理解。同时,教

师可在课堂上展示对某个汉字或者汉语景点名称的翻译检索,客观展示对

应译例的词频,并加以解释,使学生能在翻译实践中根据具体语境灵活选

择词汇。在词汇层面,平行语料库的介入避免了学生凭“经验”选择词汇

而导致的“过度翻译”或“缺译”的现象,而类比语料库能让学生直观了解

旅游文本的高频词汇以及其约定俗成的译法,提高学生的词汇选择能力。 

从句法层面来说,汉语重“意合”,句式松散,自由,多用比喻、夸张、

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进行渲染,而英语重“形合”,行文紧凑,结构严谨,

逻辑严密。在旅游翻译文本中,特别是景观介绍类文本中,此双语特点尤为

突出,所以利用双语平行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可以罗列同一文本的多种句

式表达方式或双语在描述相同类型景点的句式。此外,通过修辞标注,教学

者与学生均能直观看到翻译过程中其他译者在该类文献翻译中处理修辞

手法的方式,从而获取更多翻译思路。这样的教学方式能达成“学生直接

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掌握目的译语中语言项目应用的整体概貌”
[6]

这一目的。 

从篇章层面上讲,通过语料库对原文和译本的词频(word frequency)、

类符形符比(token-type ratio)、词长(word length)等文本指标进行统

计分析可以统计出文本和译本的行文风格,培养学员对旅游文本翻译的策

略选择。其次,通过对同一文本的多个译本比较,学员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翻

译技巧的运用,为其在翻译实践中选择技巧提供实例支撑,因为“孤立地看

一个译本往往看不出什么特点,但多个译本综合到一起进行对比分析就很

可能会 发现新的问题,给学生以启迪和帮助。”
[7]
值得一提的是,Bowker通

过实践证明单语语料库对译者翻译效果有帮助
[8]
,因为单语语料库能让译

者在语篇层面上把握母语与目标语在特定主题中的特定篇章结构,从而使

其在翻译中提升译文流畅性、可读性。 

3 提高学生翻译素养 

李瑞林认为：“译者素养是译者素质和译者能力综合发展的结果,主要

表现为译者根据翻译情景和目的建构翻译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是

译者形成专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要标志。”
[9]
翻译教学的目的应

不囿于对译者技能的培养,应该在翻译技能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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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换言之,要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发现式学习”
[1]

的能力。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大多是老师单方面依照课本译例向学生传授

翻译技巧和知识。学生自我思考和讨论的时间有限,始终处于被动学习的

状态。但Johns 提出：“研究太重要了,不应该只是教师的事情；语言学习

者本质上也是研究者,学习的过程需要语言数据的驱动。”
[10]

因此,教学组

织者可以通过语料库构建学生文档、师生译本比较文档、小组比较文档连

接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从而构建动态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锻炼学生自主思考与探究的能力。 

在历史上,有不少学者以教学为目的带领学生研制特殊用途语料库：

Gavioli和Zanettin带领学生设计医学语料库,Kübler与学生共建特殊用

途语料库,并认为,学生通过参与建立语料库,在翻译中能克服语言不自然

用法(Artificiality)。
[11]
此外,Bowker称,翻译教学辅之以大型语料库检索

可以让专业学员形成翻译意识(Awareness)、翻译反思(Reflectiveness)、

翻译应变(Resourcefulness)
[8]
,而根据前文定义,这三种能力均属于译者

的素养范畴。换言之,学生的思辨能力、学习能力、批评能力、文化能力

会在语料库介入的多维度课堂中得到提升。 

对于旅游语料库来说,旅游翻译语料的收集、筛选和整理相较于其他

文本来说更繁琐,因为旅游文本涵盖面广(景点牌示、景点介绍、酒店介绍

等),且译文质量参差不齐。这就更需要学员的参与。通过亲身收集语料和

整理语料,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语料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

教师与学生进度不一的缺陷。此外,由于旅游翻译涉及文化的内容较多,

学生光通过课本知识很难把握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式。但是,通过实地收

集语料或是研制错译语料库,学生处理文化负载词会更全面、更自信。 

4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语料库从两个维度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翻译评估水平以及课堂针对

性。“由于语料库的语料都是来源于真实的语言,而且这些语料都具有时效

性,所以这些语料反映的都是客观的、真实的语言的使用规律。”
[12]

语料库

的客观性、代表性决定了其在翻译评估领域有很高价值。在传统课堂中,

教师是通过内省法来进行教学的。而这样的教学方式会导致教师以个人的

主观“经验”来对学生的译本进行评定,毫无事实依据。这一方面会产生

评定有个人倾向的问题,另一方面,学生会对译文评定的结果不满意。在旅

游翻译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语料库检索相同译本、国外的景点介绍等方

式提高教师的评估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展示相关语料,让学生对翻译评

价心服口服。 

在翻译课堂中,特别是在讲授旅游翻译这样有特点的文本翻译时,课

堂针对性尤为重要。潘璠等称,教师也应通过语料库的词频统计形成语言

现象有高低频之分的意识,并“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贯彻有重点典型语言

现象的原则”
[13]

。这在科技翻译中如此,在旅游翻译中亦然。旅游翻译有

一套术语,而术语就代表该词在对应文本中的出现频次较高。而确定旅游

翻译术语就需要借助平行语料库与对比语料库。利用两类语料库的检索功

能,教学者与学生均可了解该领域的术语。从学生角度来说,学生可以根据

词频统计检索到的术语再建立一个术语库,方便以后查阅,辅助翻译实践；

对于教师来说,术语统计可以明确教学方向,提高课堂效率。 

罗选民等人认为：“传统翻译教学只是非常肤浅地比较源语与译语的

异同。”
[14]

由于缺乏客观性,传统教学法没有基于语料深层次解读与挖掘译

文,这将导致课堂翻译评价体系与现实翻译实践脱节。对于旅游翻译而言,

没有针对性的翻译教学,学生的进步会十分缓慢,而语料库介入课堂则可

以补全传统翻译教学的漏洞。 

5 结语 

翻译教学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点领域,自语料库翻译学概念提出后,

就有学者开始利用语料库探讨翻译教学的新范式,并获得实质性进展。多

种形式的语料库可以以其强大的收集、对齐、检索等功能综合提高学生的

翻译能力以及素养,提升教学质量,为翻译教学提供新思路。本文抛砖引玉,

总结前人研究,探究旅游语料库在旅游翻译教学上的意义和作用,但这只

是第一步。接下来则应利用自制语料库进行教学实践,在实践层面上摸索

基于语料库的旅游翻译教学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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