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译理论与实践》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05001 总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名称 笔译理论与实践

课程英文名称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适用专业 日语

先修课程 （7608901）高级日语（1）

开课部门 文法学院日语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为日语专业教育课程必修课。本课程为学生提升汉日语言的实际转换

运用能力奠定笔译的方法论基础，目的是让学生熟悉汉日、日汉笔译常用的方法

和技巧，掌握汉语和日语在不同场合、不同文体使用的语言风格，掌握时政文献

的语言特色及翻译原则，了解在进行时政文献翻译、文化和文学翻译、致辞演讲

以及商务会谈的翻译时的不同翻译要领和翻译策略，同时，通过多种语料的翻译

练习，积累翻译实践知识，培养学生的双语运用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及思辨能力，

全面理解当代中国，能用日语讲好中国故事。为日后从事相关翻译工作和翻译理

论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目标 1：学生应掌握扎实的日语语言知识，掌握汉日、日汉笔译的基本

方法及策略。通过以时政文献为主的多种语料的翻译练习，学生应掌握时政文献

翻译原则与方法、文学翻译等内容的翻译技巧。

课程目标 2：学生应能较为流畅地翻译介绍中国时政文献、中日文化和文学

作品等内容，具有较高的汉语、日语文字驾驭能力，具有较高的使用日语介绍当

代中国发展的能力，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

课程思政目标：

（1）通过深度阅读中国时政文献，加深学生对当代中国的全面理解，增强

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势的意识，并在阅读中外新闻的过程中培养思辨能力，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2）通过中国时政文献的翻译，帮助学生把握中国



话语的基本内涵，神话对中国话语的理解，提高对中国话语的阐释能力。自觉成

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学习者、实践者、传播者；（3）

通过介绍文化、文学内容的翻译练习，让学生重新了解中国及日本的传统文化，

了解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并能使用日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家国情怀。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绪论 中国时政文献的语言特色及翻译原则与方法

教学内容：

1）中国时政文献翻译的基本理念与原则

2）时政文献翻译策略与方法（技巧）概述

思政元素：

1）理解“不枉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2）知晓“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翻译原则。

教学要求：

1）了解时政文献翻译的基本策略与方法（技巧）。

2）记住一些重要时政词汇的对译。

第 1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

教学内容：

1）核心概念与关键语句中汉日同形词的翻译

2）核心概念与关键语句中缩略语的翻译

思政元素：

1） 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2） 理解“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

3）理解“国之大者”，自觉讲政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

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

教学要求：

1）了解各类同形词与缩略语的翻译。

2）能完成实际的短句翻译练习。

第 2单元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教学内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等核心概念的翻译



2）政治相关中国关键词的翻译

3）社会相关中国关键词的翻译

3）四字格词语的翻译

思政元素：

1）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理解两个百年目标、中国梦。

2) 理解中国道路的来之不易，增强学生“四个自信”。

教学要求：

掌握中国关键词和四字格词语的翻译方法。

第 3单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教学内容：

1）“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等核心概念的翻译

2）三字格词语和类词缀派生词的翻译

3）重点段落分析与翻译

思政元素：

1）理解我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 理解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教学要求：

掌握三字格词语和类词缀派生词的翻译方法。

第 4 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

教学内容：

1）“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核心词汇的翻译

2）翻译专有名词短语时采用的“移植”的翻译策略

3）翻译中国传统典故时采用的日语训读法

4）翻译中国特色惯用表达时采用的异化策略

思政元素：

1）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及战略布局。

2）通过翻译中国特色惯用表达和中国文化负载词，理解这些词的内涵，提

升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教学要求：

1）了解时政文献核心词汇的翻译方法与要领。

2）掌握中国特色惯用表达和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

第 5单元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教学内容：



1）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核心概念的解读及日译

2）根据实际情况，活用加引号照搬处理、直译、解释性翻译等方式翻译方

法

3）理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比喻修辞方法

思政元素：

1）理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2）理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教学要求：

1）了解时政文献核心概念的翻译方法与要领。

2）掌握比喻修辞的各类翻译策略。

第 6单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教学内容：

1）全面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平安中国、司法为民等核

心概念的解读及日译

2）句内成分并列、并列句的翻译处理，需结合汉语词语、句式的表达特点

和日语的表述特点进行忠实翻译。

思政元素：

1）理解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具体做法。

2）理解“司法为民”的内涵。

教学要求：

1）了解时政文献核心概念的翻译方法与要领。

2）掌握句内成分并列、并列句的翻译策略。

第 7单元 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教学内容：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等核心概念的解读及

日译

2）递进复句和层递修辞的翻译处理，需结合汉语词语、句式的表达特点和

日语的表述特点灵活处理，并要体现出原文的逻辑关系和节奏特征。

思政元素：

1）理解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性。

2）理解我国政府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项政策及相关概念。

教学要求：

1）了解时政文献核心概念的翻译方法与要领。

2）掌握递进复句和层递修辞的翻译策略。

第 8 单元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教学内容：

1）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等核心概念的解读及日译。

2）排比修辞的翻译处理。需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呈现原文排比句式特点，

充分表达原文语义的同时，实现行文工整和音韵和谐的目的。

思政元素：

1）理解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2）理解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教学要求：

1）了解时政文献核心概念的翻译方法与要领。

2）掌握排比修辞的翻译策略。

第 9单元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教学内容：

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建设等核心概念

的解读及日译。

2）语篇衔接的翻译处理。显性衔接句可通过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种方式

来实现。隐性衔接句需要借助双方共有知识等加以推测，进行增补、减译等处理。

思政元素：

1）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和做法。

2）理解新型国际关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教学要求：

1）了解时政文献核心概念的翻译方法与要领。

2）了解语篇翻译的注意点，掌握语篇衔接的翻译策略。

第 10 单元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

教学内容：

1）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等核心概念的

解读及日译。

2）中国古典诗文的翻译处理。翻译古典诗文时应尽量保留原有汉字，做到

传形，并符合日语表达与阅读习惯。对于古典诗文仿作的翻译则是释义重于传形。

思政元素：

1）理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

2）从古典诗词领略中华语言之美。

教学要求：

1）了解时政文献核心概念的翻译方法与要领。

2）了解古典诗词的翻译方法，并区分古典诗文与古典诗文仿作的不同翻译

策略。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绪论 中国时政文献的语言特色及翻译

原则与方法
4 4

第1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
4 4

第2单元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任务
4 4

第3单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4 4

第4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

局和战略布局
2 2

第 5单元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2 2

第 6单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2 2

第7单元 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
2 2

第 8单元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2 2

第 9单元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4 4

第 10单元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 2 2

合 计 32 32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译”是外语学习环节中难度较大的语言输出环节，教师将首先通过展示词

汇、短语、句子、语篇的翻译实例介绍，使学生了解汉日、日汉笔译的整体性原

则与主要方法。在此基础上，本课程将聚焦时政文献翻译，强调时政文献的翻译

原则与策略。在阅读、翻译这些中日文本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了解当代中国大事

和世界大势，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世界观，提升思辨能力。以好奇、包容的心态了解异国文化，增强跨文化交际能

力，成为文化互鉴的使者。

任课教师将采用传统教师讲授法与任务式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推进方式，运

用多种现代教育技术向学生展示该堂课讲授翻译策略的实例，让学生理解翻译技



巧如何实际运用。每次课结合本课的知识点和当下的时事热点补充翻译练习材

料，让学生在自主的翻译练习中举一反三，增强记忆。推荐学生课后积极利用各

类日语学习或日本新闻公众号、APP进行拓展学习，了解时事热点的汉日语表达。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教材：

《理解当代中国-汉日翻译教程》，宋协毅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年 7月，ISBN978-7-5213-3814-0

参考资料：

1. 《日汉翻译方法》（第一版），陶振孝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2月，ISBN978-7-5135-0566-6

2.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汉译日精选汇编 2016》（第一版），本书

编写组编，外文出版社，2016年 5月，ISBN978-7-119-10160-6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课程考核方式为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相结合，成绩以百分制计分，平时考核

占 40%，期末考试占 60%。期末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平时考核由出勤情况

（40%）、课程作业（30%）和课堂表现（30%）三部分组成。其中，平时考核

中的课堂表现、回答问题和平时作业将兼顾专业知识同思政内容的双向结合及

互动应用，凸出学生对专业知识中思政内容的活学活用和准确理解。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任课教师可根据最新资料和实际情况对授课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或补充。

大纲执笔人：葛婧

大纲审核人：聂中华

开课系主任：葛 婧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王海桥

制（修）订日期：2023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