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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理论与实践》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中文）口译理论与实践
课程名称

（英文）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praxis

课程代码 1025001 课程学分 1

课程学时 16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16

开课学院 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德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系级必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中德商务口译教程》，胡峰，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北京，2019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笔译理论与实践 1020008

课程简介

口译理论与实践是德语系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它即是对所学德语知

识的实际应用也是对德语能力的反向提高，本课程以理论为基础，以大量

实践为依托，最终达到正确处理常见中文难点句子的德语化翻译，以及商

务场景中常见句式的德译中，中译德。本课程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中

德互译时常见的问题处理方法：数字，俗语，顺序问题，篇章结构问题，

修辞方面的问题；二是通过实战训练，通过练习，提高学生的德语水平。

本课程名为《口译理论与实践》，在练习选择中，选区有典型意义的

商务翻译文本为练习样本；在平时课堂的组织上，先以举例开始，多加练

习，逐渐达到口译水平，从生疏的翻译，逐渐达到熟练的翻译，能够实现

正确翻译常见中文特点的句子，以及根据不同场景和背景，加入合理德修

辞和篇章连接。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建议先修《笔译理论与实践》，并具备扎实的德语水平。

大纲编写人
（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4.8.31

专业负责人

（签名）

审定时间 2024.9.1

学院负责人

（签名）

批准时间 20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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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1
了解基本的翻译理论，目的论、功能对等理论。翻译过程是理解+

翻译的过程，翻译成目标语言时，要达到在目标读者中唤起同样的

语言效果。知识目标

2
了解翻译过程中语义学、心理语言学对翻译的作用。从而知道一词

多义、词的搭配、词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3
熟练运用各类词典、网页搜索等方式进行翻译，同时擅用

翻译设备辅助翻译技能目标

4 熟练运用翻译软件，并对翻译软件进行取舍的运用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把握翻译源语言的风格，了解目标语言的文化和表达习惯，从而不

拘泥于词汇层面的翻译，达到“目的论”要求的翻译效果。翻译是

一个不断积累经验、千锤百炼的过程。在翻译训练中不断突破自己，

成为一个合格的译员。

（二）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LO1品德修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涵养和积极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政治认同、厚植家国情怀、遵守法律法规、传

承雷锋精神，践行“感恩、回报、爱心、责任”八字校训，积极服务他人、

服务社会、诚信尽责、爱岗敬业。

⑤爱岗敬业，热爱所学专业，勤学多练，锤炼技能。熟悉本专业相关的法律

法规，在实习实践中自觉遵守职业规范，具备职业道德操守。

LO2专业能力：具有人文科学素养，具备全面的德语语言综合能力及专业细

分方向的各项技能。

⑥具有较熟练运用德语进行笔译和口译工作的能力。

LO6协同创新：同群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做集体中的积极成员，善于自

我管理和团队管理；善于从多个维度思考问题，利用自己的知识与实践来提

出新设想。

④了解行业前沿知识技术。

LO7信息应用：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并能在工作中应用信息技术和工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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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

②能够使用适合的工具来搜集信息，并对信息加以分析、鉴别、判断与整合。

（三）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毕业

要求

指标

点

支撑

度
课程目标

对指标点的

贡献度

LO1 ○5 H

把握翻译源语言的风格，了解目标语言的文化和

表达习惯，从而不拘泥于词汇层面的翻译，达到

“目的论”要求的翻译效果。翻译是一个不断积

累经验、千锤百炼的过程。在翻译训练中不断突

破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译员。

20%

了解基本的翻译理论，目的论、功能对等理论。

翻译过程是理解+翻译的过程，翻译成目标语言

时，要达到在目标读者中唤起同样的语言效果。

20%

LO2 ○6 H
了解翻译过程中语义学、心理语言学对翻译的作

用。从而知道一词多义、词的搭配、词的文化因

素对翻译的影响。

20%

LO6
○4 M

熟练运用各类词典、网页搜索等方式进行

翻译，同时擅用翻译设备辅助翻译
20%

LO7
○2 H

熟练运用翻译软件，并对翻译软件进行取

舍的运用
20%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所谓翻译，翻译的是词吗？

介绍翻译过程，翻译过程为理解+翻译。翻译的对象不是词，而是含义。译者要在理解的基

础上翻译。译者需借助字典、网络等工具，做到理解源语言。而翻译成目标语言时，要达

到的翻译效果要等同于源语言在源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这是整个翻译过程的基础，也是整

个课程的基础。本单元通过若干实例解释这点。

第二单元：口译的介绍和基础：口译的特点介绍，简单的口译训练。

知道口译的特点和基础。训练学生的速记能力、介绍速记方法，并进行速记训练。理解翻译的

边界，哪些翻译可直译，哪些需要意译。

第三单元：翻译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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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不仅是词的差别，也要注意，同一个词义，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在

调查问卷中，要问一个德国人是否为自己是个德国人感到骄傲，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是

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因为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看到这句话首先自然反应是“不”，

所以就达不到问卷效果。这种情况不能按字面反应。本单元将通过若干例子，来解释翻译

的文化因素。

第四单元：翻译技巧

知道词类转换、句法结构和篇章等翻译的基础技能，能够运用技巧进行口译。一般来说，

中文或者英文，翻译成德语时，字数会增多，这样大大降低了口译的效率，同时占用了谈

话时间。口译时要学会增减词，提高效率。

第五单元：商务差旅的口译实训

本单元将进行比较详细的商务差旅口译训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最常见的德语口译场

景之一——商务差旅。本单元分为三个训练阶段：口译前的准备，口译中，口译口的总结。

本单元作为实践环节，会结合教师点评，指出学生在口译前准备不充分的地方，口译中出

现技巧性错误的地方。

第六单元：商务接洽的口译实训

本单元将进行比较详细的商务差旅口译训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最常见的德语口译场

景之一——商务接洽。本单元分为三个训练阶段：口译前的准备，口译中，口译口的总结。

本单元作为实践环节，会结合教师点评，指出学生在口译前准备不充分的地方，口译中出

现技巧性错误的地方。

（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1 2 3 4 5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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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实践 小计

1 讲解+练习 现场点评 0 3 3

2 讲解+练习 0 3 3

3 讲解+练习 现场点评 0 2 2

4 讲解+练习 现场点评 0 2 2

5 讲解+练习 现场点评 0 3 3

6 讲解+练习 现场点评 0 3 3

合计 0 16 16

（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口译实践
目标：训练学生口译能力

主要内容：学生实时口译，老师现场点评
16 ④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让世界了解中国，把中国文化宣扬出去是外语学者自觉的任务之一。然而，由于文化不

同、语言水平局限，德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比较少，有一些想了解的，因为看不到好的

德语解释，对中国文化一直感到陌生。中翻德的路程任重道远。

在商务差旅一单元，将涉及把中国食物、中国经典、中国传说翻译成德语的部分，在这

部分，学生将尝试自己把中国特色的词汇翻译出来，翻译没有标准，但是翻译的好坏可

以由是否被德国人很好的理解作为衡量参考。经过不同版本的比较、分析、探讨，学生

们要学会对翻译的锤炼，从而不断提高自己，养成不断突破自己的习惯。

五、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合计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1 2 3 4 5

X1 40% 口译练习 ✔ ✔ 40%

X2 60% 口试 ✔ ✔ ✔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