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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全过程，实施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教师作为推动课程思政实践的“主力军”，在专业知

识的传授过程中应该有效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

知识育人的同时进行思政教育，充分发挥专业课程育

人的功能，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齐头并进。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MTI）职业指向性明确，“MTI 教育的

目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专门翻译人才，包括科技、

经贸、新闻等领域，要求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专业

技能。”（方梦之，2018）

科技翻译作为面向 MTI 学生开设的一门方向必修

课，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旨在帮助学

生理解科技文体词汇、句法和语篇的语言特征，掌握

科技翻译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技巧，提高翻译的准确

性与专业性。本文以科技翻译课程为例，分析科技翻

译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探索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改革创新，以期为

MTI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提供一定借鉴。

一、科技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科技翻译在全球

科技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科技发展

既需要对各国先进科技知识吸收转化，也需要将本土

科技创新成果对外表达，而这些都离不开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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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做好科技翻译，加快科技信息传播工作，不仅

可以促进国际信息交流、提高国民科技素质，而且对

我国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具有重要意义。在科技翻译教学过程中“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精

神和科技伦理等思政元素，有助于厚植学生爱国主义

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

素质、科学精神与认知能力。”（赵文，2021）

科技翻译课程与学生的生活以及未来职业联系度

相对紧密，蕴含多种类型的思政元素。首先，科技翻

译课程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特征，是专业知识和人文

素养的有效载体。教师在选取翻译素材时可以引入典

型的思政案例。比如，选择介绍我国航空航天成就的

材料，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还可以选择体现航天

英雄的精神和事迹的材料，树立科技强国意识和家国

情怀。这些包含思政点的素材通过翻译练习可望内化

为个体的价值观，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

一。其次，科技翻译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

科学作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切实提高学生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技翻译课程让学生懂得要

谨小慎微地对待原文的每一句话，秉承一丝不苟、臻

于至善的工匠精神，还要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

做到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而这些正是课程思政

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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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索

（一）挖掘补充思政元素，丰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课程的核心，而教材是实施教学的重

要载体，直接关乎课程思政建设成效。全国翻译硕士

专业学位系列教材是国内第一套专门针对 MTI 学生编

写的专业教材，具有专业化、实践性、应用型的鲜明

特色。其中由傅勇林、唐跃勤主编的《科技翻译》，

通常被选为科技翻译课程的主教材。该教材以“英译

汉”为传译路向，着眼于国家科技翻译能力的提高及

先进科技知识的引进，从词汇、句法和篇章三个层面，

以准确性、客观性、繁复性、规范性、逻辑性及程式

化等科技语言属性为纲，逐一讨论词义、句式、句法、

篇章以及文本的语言呈现规律，具体分析科技翻译的

基本原则、规范、过程、策略及其实际运用。（傅勇

林等，2012）

该教材自 2012 年 1 月初版以来，多次重印。为了

更好地突显教材思政地位，需要结合教学目标，对教

材中的思政育人资源进行挖掘补充，确定教学内容的

思政教育融入点。例如，翻译理论方面增加中外科技

翻译家、中国科技翻译史、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等思政

元素，以培养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增强理论自信和

文化自信，激发对外翻译和传播的主动性和实践热情。

翻译实践方面拓宽教学资源供给渠道，充分发挥网络

资源和数字媒体的时效性和多样化优势，既要选择反

映国外科技新进展的素材，也要补充中国高铁、神舟

飞船、嫦娥探月等承载家国情怀的素材；既要选择纯

科技主题的素材，也要注重选择与科技、社会、人文

等主题密切相关的素材，如基因工程、环境保护、人

工智能等，引导学生关注人与环境和谐共存、可持续

发展理念、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等话题，充分契合科

技伦理、科技人文关怀等思政主题。译例赏析方面遴

选经典译例，帮助学生领略科技翻译传递的真善美，

培养思辨能力和人文素养。比如在讲授术语翻译时，

可以向学生介绍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科学术

语译名观：在表意准确的前提下，应该使用中国语言

风格来表达，这样有助于建立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学术

自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2021）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将 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译为颇具中

国韵味的“灵境”，还有许多今天为中国人熟知的遥

感（remote sensing）、激光（laser）、航天员（astronaut）、
航天（interplanetary flight）、航宇（interstellar flight）
等译名均由他创立。这些译名生动展现了一位爱国老

人对中华文化和汉语言文字的高度自信，以及对汉语

科技译名“中国味”的不懈追求。

（二）突出学生主体，延伸课程思政教育环境

“教学方法是掌握教学内容和提高教学效果的

关键。”（张荣香等，2023）在组织科技翻译课堂教

学时，教师应打破教与学之间的壁垒，强化学生的主

体地位，利用“翻转课堂”“对分课堂”等多样性的

教学模式增加课堂互动，提升教学效果。例如，将专

业知识点同思政育人理念相结合，凝练成“任务选题”

布置给学生，让学生以5—6人为一个翻译实践小组，

轮流担任不同的项目角色，如平行文本查找、术语管

理、初稿拟定、审校等，并选出代表以 PPT 的形式，

对本小组的翻译实践成果进行课前展示。（张艳丰，

2021）这种任务合作式的实践演练初步模拟了真实翻

译项目的工作流程，有助于拓展学生的语言服务能

力，提升其未来的就业力。科技翻译是一门与时俱进

的课程，其翻译素材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热点性，教

师应该巧加引导，激发学生的兴趣，让课程思政如盐

入水，润物无声。例如，鼓励学生关注科技发展前沿

研究成果，让学生自主阅读《自然》《科学美国人》

等英文刊物，选择其中的文章阅读并翻译，并撰写译

后反思日志，适时分享心得体会，形成积极向上的价

值取向。

此外，教师还应该借助网络平台，延伸课程思政

教育环境。课程思政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融会贯通

的长期过程，在具体实践中可充分运用智慧教学手段

和工具，将课程思政教育从课堂延伸到课外，线上线

下的互动有助于实现延展性教学，突破课堂的时空界

限，引导学生充分理解课程思政点的本质与内涵。例如，

利用雨课堂、微信群等平台，发放作业习题、讨论题等，

随时了解学生学习状态，随时反馈跟踪学生知识积累

的程度，教师积极跟进讨论，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形成全过程的课程育人格局。

（三）完善教学评价，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机制

教学评价是衡量课程效果、保持课程持续优化的

重要环节。课程思政建设最终的育人成效究竟如何，

需要通过多角度、多方面的评价机制来进行研判。首

先，要拓展评价的主体，除教师外，评价主体还应包

括学生个体和同伴。教师可要求学生自评和互评，以

考查其语言水平、自我反思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和见

贤思齐的学习态度。（文秋芳，2021）例如，在开展

翻译实践成果课前展示时，可以通过学生代表的自评、

组间互评以及教师的总评，全面地评价学生代表及其

所在小组的团队综合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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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在评价方式上，构建“过程性”和“终结性”

双线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综合考查学生的

学习态度、学习结果、思辨能力、文化内涵阐释力、

语言表达能力、人文科技关怀、共情能力、立场性、

价值观等，使评价机制趋向公平公开化、细分化，确

保评价的多维性与科学性。

结语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是以思想价值观为引

领在各专业课程中贯穿思想政治内容、实现立德树人

这一根本教育目标的教育理念，其思想政治教育是弹

性和隐性的。（肖琼等，2020）在课程思政理念的引领下，

教学与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教学的内涵和外

延都得到了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

要战略举措，也是每一位专业教师的使命职责所在。

当前，翻译硕士课程思政教育尚处于体系建设初期，

具体模式和方法有待进一步探索。在今后的教学实践

中，我们还将更多进行探索和思考，继续完善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手段，提升课程思政的教育效果，从而实现

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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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the MTI Course of Sci-tech 

Translation

Wang Wenbin

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fostering integrity and promoting rounde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it i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integrate the elements of moral education into the MTI course of sci-tech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sci-tech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the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supplement the elements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adopt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s to emphasize the main position of the students and extend the 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via network 
platform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build a pluralistic evaluation mechanism.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truly achieve the goal of moral education by osmosis, namely the unity of guiding values,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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