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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英语翻译实践课程中的回译策略研究 

龚兵兵，俞芳芳，张 炜 

三江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摘要】翻译教学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翻译策略的探讨从来都是翻译专业领域研究的热

门话题。而作为翻译策略之一的“回译”策略研究近些年来并没有太多创新性突破，大多数的学术研究依

旧停留在科技、法律或医学领域应用上，教学领域的研究甚少。而“回译”同时也被认为是英语翻译教学

中促进英语学习和自我检查的一种有效工具，它能帮助学生更深层次意识到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从

而更准确捕获两种语言的文字和文化内涵，特别是双语的词汇选择、搭配、句型和语篇分析等方面。文章

将对高校英语翻译课程中“回译”这种教学策略展开探讨，旨在帮助高校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充

分理解回译的本质，进而增强学生的翻译技能和文字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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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Back-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Practical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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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anjiang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Translation teaching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the discuss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has always been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in the relative field. The study of back -translation 
strategy has not seen many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recent years, with most academic research remaining in the 
fields of technology, law and medical applications, while very littl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practice. 
Back-translation is also considered to be an effective tool to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and self-checking in the 
practical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which enables students to be mor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so as to capture the textu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both languages 
more accuratel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bilingual word choice, collocation, sentence pattern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trategy of back-translation in college practical English translation courses, with the aim of 
helping college English majors and non-English major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back-translation and thus 
enhance their translation skills and literal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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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译”是一种将已译完的作品反过来译成原文

的翻译手段和策略，在翻译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检测

和验证作用。回译可以帮助精确定位模糊的句子或短

语；可以发现重要或敏感细节的遗漏和误解。因此，

在译文确定之前，它能起到双重检查的作用，以确保

目标文本的文化适当性和概念正确性。为了确保翻译

文本的高质量和准确性，回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虽然翻译和回译的过程耗费一定的时间成本，不可否

认的是，回译确实为重要行业的重要文件提供了巨大

的检验成果。在高校翻译教学中，利用回译策略能帮

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源语言的句法结构、词汇内涵及修

辞用法。当前，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时常面临语法结构

和习语翻译间的分歧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学生缺乏

双语差异的知识和意识，导致构思出的英语句型具有

典型的中式风格，翻译过来的中文句子又保留着浓厚

的英式口味；二是大多数英语教师过于注重翻译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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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并一味追逐翻译结果，而忽视了翻译过程和

学生的自查技能培养。因此，加强学生对翻译文本的

源语言和目标语之间差异性的认识对于提高翻译技

能和质量十分重要。 
1 回译策略概述 
回译作为翻译策略和评估翻译作品的一种重要

工具，与其它不同类型的翻译策略既有不同，又保持

一致。根据马克夏特沃斯的说法，“回译”是将源语

言文本翻译成给定语言（目标语）文本，而后再将目

标语文本译回源语言文本的过程；而希伯来认为回译

是对语义内容的核实。从语体的角度看，回译通常分

为三个层次：单词和短语层次；句子层次；文本和段

落层次，它们都揭示了每种语言的结构特点。基于夏

特沃斯的说法，回译还包括两个过程，首先，源文本

翻译成目标语言。这是一个初始翻译过程，涉及翻译

人员、编辑和校对人员。对于重要的行业文本或机要

文件，有的译者会对文件进行双重初始翻译；完成初

始翻译后，另一位没有阅读原文的翻译人员会将目标

文本翻译回源文本语言。如果回译人员没有发现意义

上的差异或任何误译，则认为翻译是准确的，整个过

程是完整的。然而，如果发现任何不一致之处，回译

人员一般会创建一个双语表格，并将潜在错误分为语

义错误、惯用错误、经验错误和概念错误。回译的基

本原则是，重译的文本需要符合目标语言的语言学和

文化风格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回译是一个动态而非

静态的过程，回译的目的不仅仅是对源语言的润色，

使之符合语言习惯；更是出于检查目的，保证其准确

性，然后对翻译文本进行文字渲染，尽量使每一个词

汇的意思尽可能原味呈现。通过回译，学生可以找出

中文和英文之间特定的差异，避免出现结构、表达和

文化方面的误差。不同于抽象而复杂的语言理论，回

译是一种语言应用策略，比理论更生动，更丰富，也

更深刻。 
2 回译策略的使用场域 
回译在检测和自查初始翻译文本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操作策略，但

并不是每个行业的翻译文本都需要用到回译检测。具

有重要、高风险特征的行业——误译可能意味着生与

死的区别，例如医疗行业中的临床研究、医疗设备、

临床试验、制药公司和同意书；还有经济领域里的数

据文本，比如：调查结果、问卷、民意调查和研究；

法律专业合同、文件、案件档案和其他重要文书、保

险单和其他有约束力的文件；财务报告、收益、绩效

和监管文件；制造行业里的产品操作说明、安全手册、

软件协议和副本、食品包装、进出口文件等，需要严

格意义上的精准和客观，因而对于翻译文本的差错率

要求很严格-在这些行业领域，回译就起到了很重要

的检查、纠错和完善翻译文本的作用。而对于大部分

行业来说，对于翻译文本的要求可能仅是基本达意、

能解决行业问题，这时回译的必要性和精准性就没有

那么重要了。而且，正如某些学者所说，回译永远不

会用作独立工具，它是复杂翻译程序的一部分，因研

究领域和翻译项目的目的而异。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行业人才。鉴

于回译在各个行业领域应用中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在

高校的翻译教学中，给学生强化回译策略的基本概念

和使用策略能帮助学生甄别不同的使用场域，并根据

不同场域的风格和特点，选择相应的回译策略，从而

提高整体的翻译技能和行业素养。 
3 回译教学策略探析 
3.1 以生为本设计实施策略 
事实上，相较于阅读、写作、听力、口语等其它

语言技能，翻译需要更强的英语和中文双语功底。因

此，翻译训练对学生的语言水平等级也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实施回译教学策略的对象可以通过课堂观察、

作业评估和测试结果得出。大一新生是不是适合进行

回译策略教学实践，可以根据学生的高考英语成绩来

评估；大二及以后的年级，可以根据学生的英语四、

六级考试成绩来做基本的评估。为了使回译策略更有

效、更成功地实施，一方面，学生需要充分理解中、

英语言之间的语法结构差异和文化差异；另一方面，

学生应当能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独立有效地完成各

种翻译材料。只有做到“以生为本，以学定教”，才

能把“回译”策略精准地运用到日常翻译教学中，才

能为教学中的选材和教学设计提供依据和参考。 
3.2 选择合适的教学题材 
回译策略的特殊性就在于老师选用的翻译素材

必须具有值得回译的特征，因此，翻译素材的选择极

其重要。选材有两个标准；第一，原文必须是描述性

或叙述性段落，并且有一些抽象意义的词语。教师可

以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选择适合的材料难度；也可以

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文学作品来进行回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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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译是一种跨语言和文化的交流行为，回译文本质量

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顺译文本的质量。所以，选择

回译素材时要尽量挑选语言质量过关，兼顾原文文化

内涵的顺译文本，这样才能保证回译文本和源文本的

近似度和忠实度。为了使选材有效且有针对性，教师

需要查阅大量的参考书，测试文本也一定要经过反复

检查。最后，完成选材后，还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

来整理素材，使其符合语言差异教学过程中的顺应性。 
3.3 教与练相结合的方法 
教师教了学生语言间的差异性知识之后，应该给

学生安排差异性相关的翻译练习。这样不仅可以加强

学生对差异性的理解，而且可以将差异性与日常翻译

练习联系起来，学会如何规避差异性带来的语言和文

化误解。回译策略的练习可以采用简单、易操作的程

序，如：老师写下一个短句（中英文都可以），最好

在十个单词以内，然后将它交给第一位学生。在这个

过程中，老师需保证只有第一位学生看到纸上所写的

内容。当第一位学生记下源语言短句，老师需将纸条

折叠起来放于讲台上，等待最后一位学生翻译完毕后

再打开使用。接下来，第一位学生将自己翻译完毕的

目标语版本（短句）交给第二位学生，第二位学生需

将它再次译回源语言。这样，在不同的学生和两种语

言中反复回译，最后，老师将最初的源语言短句和最

后一个学生翻译出来的目标语短句作对照，看经过多

人多次回译后，原句和终句的意思差异有多大，主要

表现在哪些字词或句子结构上。除此之外，为了使学

生更深入地了解并掌握语言间的差异性，老师在讲解

学生的翻译作业时，也应该具体指出不同语言的差异

性问题所在。由此可见，老师在回译策略实施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4 回译策略教学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分析 
4.1 如何避免学生抄袭 
鉴于回译策略的实质是把译好的文档再译回源

语言，在回译实践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抄袭现象，尤其

是对于英语能力较低的学生。有两种抄袭类型，一种

是凭记忆抄袭，另一种是抄原有译文。在具体操作过

程中，老师可以引用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理论，通过制

定翻译练习和回译练习之间的时间间隔，减少原文记

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所有原有译文上交老师，因此，学生在做回译

练习时，无法看到他们的第一份翻译。如果收回原文

条件不存在的话，老师可以通过观察和批改比对找出

在回译过程中抄袭的学生。另一种避免学生抄袭的方

法是，直接选择目标语译本，学生没参与过正向翻译

的过程，没有接触过目标语文本，因此，就避免了记

忆抄袭或原文抄袭。互联网和数字化高度发展的今天，

要绝对避免抄袭几乎不可能，这就需要学校和教师从

德育方面抓住教育的根本，培养学生崇高的治学品质。 
4.2 打破当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体系 
回译策略教学的实施，教师和学生都很关键。以

往传统的翻译教学课堂经常是教师一个人的演讲台，

课堂气氛枯燥无味、死气沉沉，导致学生对于翻译课

程兴趣了然，把每一次的翻译练习当成被迫完成的学

业任务，达不到翻译课程应有的教学效果。打破当前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体系，不仅要求指导教师具备渊

博的知识和语言能力，还需要对教学工作充满热情，

懂得循循善诱，授之以渔。首先，只有充满激情的老

师才能使学生有兴趣配合老师，参与各种策略尝试和

练习，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与实践。教师可以把回译

策略的教学实践课程设计成翻转课堂的形式。首先，

传统课堂上由教师教授的内容可以让学生在课外抽

时间自学完成，这样的话，学生学习的时间比较自由，

可以自行分配每一章节的学习时间，教师还可以利用

课堂上节省下来的时间为学生答疑解惑。苏格拉底的

问答式教学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教学方式，有利于教

师了解学生的知识盲点，并作出针对性地解答。同时，

教师可以制定相应的翻译评价标准，对于每堂课每位

学生的实践表现能给与及时有效的评估和反馈，这样，

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课堂存在感和参与积极性。专业娴

熟、业务精通的老师是回译教学策略成功实施的关键，

鉴于此，提前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准的专业教师是很有

必要的。 
4.3 增强教师和学生的语言差异意识 
英语和汉语之间至少有十余种差异。为确保回译

策略成功实施，对老师有一定的要求，即他们必须熟

知中、英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并能向学生分析这

些差异是如何体现在中、英句型结构以及文字内涵中。

只有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和条件，学生在回译策略的运

用中才能有效地减少中式英语错误。同时，在教学实

践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语言和文化差

异意识，让学生了解不仅词汇、句法等语言学范畴存

在双语差异，各国文化间的差异也会导致语境的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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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回译作为重要的翻译策略之一，广泛用于国际研

究环境的文本验证和检测，包括交叉-文化心理学、

国际营销、教育评估、生活质量研究和国际护理研究。

同时，如某位学者所说，翻译更是一门艺术，而不是

一门科学，因此，艺术往往是主观的，译者的个人风

格必然会发挥作用。任何语言都没有固定的公式---
不同的专业人士对词汇的选择可能不同。因此，在高

校回译策略教学中，教师要重点培养的是学生的策略

意识，而不是技能。很多高校学生喜欢把翻译技能的

短缺归咎于词汇的匮乏、语法的困惑以及文化常识的

严重不足，但研究表明，很多翻译问题都出在对于目

标语言和源语言差异的意识缺失上。结合翻转课堂的

回译策略教学可以增强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理解语

言背后的文化，避免中式英语的错用。同时，回译策

略的培养还可以让学生增强双语差异意识，从而更好

地在双语间自由转换；回译还可以帮助教师查找学生

的翻译知识盲点，并能针对薄弱环节制定相应的教学

策略和方法，从整体上提升学生的翻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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