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 卷 3 期 聚知刊出版社

智慧教育 JZK publishing

27

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学术论文翻译实践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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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学术论文的翻译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对一篇英

语教学学术论文的翻译任务，详细阐述翻译过程中的准备工作、翻译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及译后的自我核实与

他人评价等环节。研究表明，功能对等理论为学术论文翻译提供有效的指导，有助于在目标语中实现与源语相同

的交际功能。本文的实践报告对于提高大学英语教学学术论文的翻译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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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大学英语教学领域，准确翻译国外先进的教学理

论和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然而，学术论文翻译存在诸多挑战，如专业术语

的精确对应、学术风格的恰当传达以及文化差异的妥善

处理等。功能对等理论作为现代翻译理论的重要分支，

为学术论文翻译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翻译

应当在目标语中实现与源语相同的功能，这一观点对于

保证学术论文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

文将以一篇大学英语教学学术论文的翻译实践为例，详

细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

相关领域的翻译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1.翻译任务描述

1.1 翻译任务背景介绍

本次翻译任务源于某高校外语学院的重点科研项

目，旨在将一篇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TESOL Quarterly》

上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论文翻译成中文。该论文题为

“Enhancing Student Engagement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lended and

Traditional Learning Approaches”（提高大学英语课

堂学生参与度：混合式学习与传统学习方法的对比研

究），共约 8000 词。论文探讨混合式学习在提高大学英

语课堂学生参与度方面的效果，涉及教学方法、学习理

论、教育技术等多个方面。这项翻译工作的背景是我国

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对提升大学英语教学

质量的迫切需求。通过翻译这篇最新的研究成果，旨在

为国内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1.2 任务性质

本次翻译任务属于学术翻译范畴，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专业性要求高。论文涉及大学英语教学的专业术

语和概念，如“blended learning”“student engagement”

“flipped classroom”等，要求译者不仅精通双语，

还需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背景。其次，准确性要求

严格。作为学术论文，每一个概念、数据和研究结论的

翻译都必须准确无误，不允许有任何曲解或误导，这就

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高度的专注和严谨。此外，

文体严谨。需要保持学术论文的客观性和逻辑性，使用

恰当的学术语言，避免口语化或者过于文学化地表达。

最后，时效性要求高。为了及时跟进国际研究动态，促

进国内外学术交流，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完

成翻译工作。这种高标准、多维度的要求使得本次翻译

任务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2.翻译理论描述

2.1 功能对等理论概述

功能对等理论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Eugene A. Nida）提出的，它标志着翻译理论从语言

学导向向交际学导向的重要转变。这一理论强调翻译的

目的是在目标语中创造出与源语具有相同功能的文本，

突破传统的“形式对等”观念，将翻译的重点从语言形

式转移到语言功能上。功能对等理论认为，成功的翻译

应当使目标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源语读者对原文的

反应基本相同。这种对等并非是完全的对应，而是一种

“最接近的自然对等”。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翻译的核

心任务是传达原文的信息和意图，而非简单地复制原文

的语言形式。这一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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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适用于跨文化交际中的翻译工作，如文学作品、宗教

文本和学术论文的翻译。

2.2 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原则与策略

基于功能对等理论，本次翻译工作遵循以下原则和

策略：首先是意义优先原则。在翻译过程中，首要任务

是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和内容，而非拘泥于词句的直译。

这要求译者深入理解原文，准确把握作者的意图，然后

用目标语的自然表达方式重新构建这一意义。其次是读

者反应原则。翻译时需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知识背景和

文化语境，力求使译文读者的理解和反应与原文读者相

近。此外是动态对等策略。在遇到文化差异或表达习惯

不同时，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用目标语中的等值表

达来传达原文的意图。最后是功能重构策略。对于一些

难以直接对应的概念或表达，采用功能重构的方法，在

目标语中寻找或创造具有相同功能的表达方式。通过这

些原则和策略的指导，翻译工作将努力实现源语和目标

语之间的功能对等，确保译文能够在中文学术语境中发

挥与原文相同的作用。

3.翻译过程描述

3.1 译前准备

3.1.1.相关文化知识学习

译前准备阶段的第一步是相关文化知识学习。译者

深入学习与大学英语教学相关的文化知识，包括英美高

等教育系统的特点和运作方式、西方课堂文化与中国课

堂文化的差异、英语教学法的发展历史和最新趋势，以

及混合式学习在西方教育体系中的应用现状。这些学习

对于准确理解原文内容至关重要。例如，通过了解西方

大学的学分制度和课程设置，译者能更准确地理解和翻

译论文中关于课程安排的描述。同时，对西方课堂文化

的了解，如学生参与度的重要性和师生互动方式，有助

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好地把握原文的语境和隐含意

义。此外，对混合式学习在西方的应用现状的了解，使

译者能够更准确地解读研究结果并选择合适的中文表

达。这些文化知识的学习为后续的翻译工作奠定坚实的

基础，有助于译者在遇到文化差异时做出恰当的翻译决

策。

3.1.2.背景资料收集

背景资料收集是译前准备的第二个重要步骤。译者

收集了以下几类资料：首先是原文作者的其他相关研究

成果，这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作者的研究背景和学术观

点。其次是近五年来国际上关于混合式学习的重要文献，

这些文献为理解研究背景和最新发展趋势提供重要参

考。同时还有国内外有关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政策文件，

这些文件有助于理解研究的政策背景和实际应用价值。

最后是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对照术语表，这为专业术语的

翻译提供重要参考。例如，通过查阅这些资料，译者发

现“blended learning”在国内学术界已有较为统一的

译法“混合式学习”，但在具体语境中可能需要附加解

释。同时，对比国内外政策文件发现，中国在推进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时更强调实用性和就业导向，这一点在翻

译某些概念时需要考虑。此外，通过阅读原作者的其他

研究，译者更好地理解了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

这有助于在翻译中准确把握作者的意图。这些背景资料

的收集和研究为翻译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信息，有助

于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专业性。

3.1.3.翻译策略制定

基于功能对等理论和前期的准备工作，译者制定了

以下具体翻译策略：首先是专业术语处理策略。优先采

用已有的权威译法，对尚无统一译法的新概念，参考相

关文献并考虑中文表达习惯创制译名。例如，对于

“student engagement”，决定采用“学生参与度”这

一已被广泛接受的译法。其次是句式结构调整策略。根

据中文学术写作的特点，适当调整长句结构，增加逻辑

连接词，提高可读性。例如，将英文中常见的长句拆分

为若干个短句，或者使用“因此”“然而”等连接词来

明确逻辑关系。此外是文化差异处理策略。对于反映西

方教育文化特色的内容，采用释义或加注的方式进行解

释。如在翻译涉及西方教育体系特有概念时，在括号中

添加简要说明。再者是数据呈现方式策略。保持原文的

数据准确性，同时根据中文学术论文的惯例调整数据的

呈现格式。最后是引用处理策略。对原文中的引用部分，

查找是否有已发表的中文译本，如有则优先采用，如无

则自行翻译并注明。这些策略的制定为后续的翻译工作

提供明确的指导，有助于在翻译过程中保持一致性和准

确性。

3.2 译中

3.2.1.翻译过程描述

翻译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粗译。

译者首先对全文进行通读，理解文章的整体结构和主要

论点。然后进行初步翻译，重点关注内容的完整传达，

不过分拘泥于表达的精确性。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快速获

得一个基本的中文版本，为后续的精细加工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是精译。在粗译的基础上，译者逐段、逐句进

行精细翻译。这个阶段重点关注专业术语的准确翻译、

句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学术语言风格的把握，以及逻

辑关系的明确表达。例如，在翻译“blended learning”

等核心概念时，不仅直译为“混合式学习”，还根据中

国教育语境，增加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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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第三阶段是润色。完成精译后，译者对全文进行

通读和修改，重点关注文章整体的连贯性和流畅度、学

术用语的一致性、表达的准确性和简洁性，以及格式的

规范性。通过这三个阶段的翻译过程，译文在保持原文

意义的同时，更好地适应中文学术语境。

3.2.2.功能对等原则的体现

在翻译过程中，功能对等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是术语翻译。在翻译核心概念时，不仅考虑

直译的准确性，还注重概念在中国教育语境中的理解和

应用。例如，将“student engagement”译为“学生参

与度”，同时在文中适当解释这一概念在西方教育理论

中的具体内涵。其次是数据呈现。原文中的百分比数据

保持不变，但在表达方式上采用了中文学术论文常用的

“xx.xx%”格式，而非英文常用的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第三是引用处理。对于原文中引用的西方学者观点，除

直接翻译外，还根据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适当增加了

对该学者身份或理论的简要说明。第四是句式调整。将

原文中的被动语态多用转换为中文学术写作中常见的

主动表达，如“It is found that...”译为“研究发

现...”。最后是文化适应。在翻译描述课堂互动的段落

时，考虑到中西方课堂文化的差异，适当调整了某些表

述，使之更符合中国教育环境的实际情况。

3.3 译后

译后工作是确保翻译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主要包

括自我核实和他人评价两个环节。首先是自我核实。译

文完成后，译者进行多轮自我核实：第一轮是通读全文，

检查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确保没有遗漏或误译的段

落。第二轮是逐段对比原文，仔细核对每一个句子的翻

译是否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第三轮重点检查专业术语

的一致性和准确性，确保全文使用统一的术语翻译。第

四轮检查文章的整体结构和逻辑关系，确保译文的结构

与原文一致，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第五轮主要

关注文字表达，修改不够流畅或不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达，

提高行文的流畅度和学术性。

其次是他人评价。译文经自我核实后，邀请多方面

的专家进行评价：英语教育领域的专家主要评价译文的

专业性和学术价值，确保翻译准确传达原文的学术观点。

中文写作专家重点评价译文的语言表达和文章结构，确

保译文符合中文学术写作的规范。翻译理论研究者从功

能对等理论的角度评价翻译效果，检查译文是否实现与

原文的功能对等。此外，还邀请了目标读者代表（大学

英语教师）评价译文的可读性和实用性，确保译文能够

满足实际教学需求。通过这些严格的译后工作，最终呈

现的译文不仅准确传达原文的学术内容，还很好地适应

中文学术语境，为国内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资料。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一篇大学英语教学学术论文的翻译实

践，详细探讨了功能对等理论在学术翻译中的应用。实

践表明，功能对等理论为学术论文翻译提供了有效的指

导框架，有助于在保持原文学术价值的同时，使译文更

好地适应目标语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在翻译过程中，译

者不仅注重语言转换的准确性，更关注译文在目标读者

中能否发挥与原文相同的功能。通过合理的翻译策略和

细致的操作，译文在术语使用、表达方式、文化适应等

方面都实现了较好的功能对等。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

探索功能对等理论在不同类型学术文献翻译中的应用，

以及如何在日益全球化的学术环境中更好地实现跨语

言、跨文化的知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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