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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芹*，孙彦娜，王洁成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山东济南 

【摘要】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形成的先进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本

研究旨在通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统一，探讨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翻译“大思政课”教学的路径，

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养及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时代翻译人才。本研

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当前教学现状，发现存在翻译理论与实践脱节、内容简单化、方法单一化及评价体系不完

善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实施路径，包括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拓展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评价体系及

开展多样化实践教学等。研究表明，红色文化的融入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还提升了其

翻译技能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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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the transl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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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d culture, as an advanced culture formed du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eriod, 
carries rich historical value a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shaping. It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cultural literacy, and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and cultivate new era translation talents with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implification of content, singularity of methods, and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panding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optimiz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carrying out diversified practical 
teach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not only enriches teaching content and enhances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but also improves their translation skills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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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色文化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的一

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

现民族和时代精神。它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及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课程

思政建设，本研究以当前大力推进的“红色文化”为背

景，将课程思政建设与翻译教学有机结合[1]，分析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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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将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

课”教学的实施路径，注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

塑造的统一[2]，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从而为中国文

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国家战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国际传播

力的新时代外向型外语人才。 
1 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课”教学现状调查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至

关重要[3]。将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课”教学是高

等教育领域响应国家文化自信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文

通过问卷星开展了相关调查，旨在了解红色文化融入

翻译“大思政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受访者对红色文化融入翻译

“大思政课”教学的态度和看法，评估当前教学实践中

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讨有效的实施路径和策略，

为相关政策制定和教学实践改进提供参考。 
1.2 调查内容 
问卷设置了 10个问题，涵盖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

思政课”教学的必要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程度、

实际意义、学校支持力度、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文化

自信面临的挑战、实施路径及建议等方面。 
1.3 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面向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商务英

语专业的 245 名本科生和专科生（校企合作），确保了

调查对象的多样性和广泛性。 
1.4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使用问卷星

设计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课”教学现状调查问卷，

并利用微信、QQ等方式分享问卷，共发放问卷245份，

回收有效问卷 245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1.5 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课”教

学得到了广泛支持，对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

化素养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翻译理

论与实践脱节、教学方法单一化等。这些问题限制了红

色文化教学效果的最大化，需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重

视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文化自信面临西方文

化的挑战，凸显了加强红色文化教学的重要性。未来的

研究和实践应不断优化教学策略，使红色文化在翻译

教学中发挥更大作用，培养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

年。 
2 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其在“大思政

课”教学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红色文化融入翻译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亟需解决，以确保红色文化的

准确、有效传播。 
2.1 存在的问题 
（1）翻译理论与实践脱节 
在当前翻译教学中，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

现象。学生虽然掌握了丰富的翻译理论知识，但在实际

翻译工作中往往难以运用自如，导致理论知识与实践

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2）课堂教学内容简单化 
在当前翻译教学中，教学内容往往局限于传统的

翻译理论，缺乏对新兴翻译理念和技巧的覆盖，如本地

化翻译、机器翻译等。课堂教学内容过于简化，缺乏对

红色文化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学生接触到的翻译材料

往往是经过筛选和简化的，无法全面反映翻译工作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停留在

表面，无法深入领会其内涵和精神。 
（3）课堂教学方法单一化 
多数翻译课堂教学方法过于依赖传统的讲授模式，

缺乏互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创新思维，也难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

能力。课堂教学缺少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而这对于

翻译实践尤为重要。 
（4）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现有的教学评价体系往往以考试成绩为主，过于

注重结果，忽视了翻译过程和学生能力的综合评价，教

学评价缺少具体的量化指标和系统化方法，缺乏对学

生翻译实践的持续跟踪和反馈机制，导致评价体系未

能充分体现个性化和差异化，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发

展需求，学生难以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和完善，评价结果

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 
（5）翻译实践教学有待加强 
翻译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学生在校期间缺乏足够

的翻译实践机会，尤其是在红色文化翻译方面的实践

更是少之又少，这导致学生在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之

间存在断层，难以将所学知识有效转化为实践能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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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了学生翻译技能的提升。 
2.2 原因分析 
（1）翻译教学重理论，轻实践 
教学过程中过分强调理论学习，而忽视了实践环

节的重要性，导致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得心应手。首

先，翻译教学领域长期存在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的倾

向，这导致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之间难以建立

有效的联系。其次，教师自身可能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

这使得他们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此外，教学资源的不足限制了实践教学的开展，包括实

践平台的缺乏、实践材料的不足以及资金和设备的限

制等，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学生进行充分的翻译实践。 
（2）教学内容较陈旧，拓展有限 
首先，教学内容更新不够及时，缺乏对红色文化最

新研究成果的吸纳和融合，限制了教学内容的深度和

广度。其次，教学内容的更新需要与时俱进，反映最新

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发展。然而，由于教材编写和审核周

期较长，以及教师对新内容掌握和适应的时间，教学内

容往往难以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此外，教学内容的拓

展有限，无法满足学生对多样化翻译场景的需求。 
（3）教学方法采取传统的讲授式 
教学方法过于依赖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缺乏创新

和多样性，未能适应新时代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这

种单一的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教学方

法的创新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和尝试新的教学模式，如

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但这同时也要求教师具备相应

的教学技能和创新精神。此外，学校的教学管理和评价

体系往往较为保守，不易接受新的教学方法，这也限制

了教学方法创新的空间。 
（4）教学评价缺乏量化和系统化 
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是促进教学内容更新和方法

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当前的评价体系往往侧重于结果

评价，未能形成科学的量化标准和系统化方法，忽视了

过程评价和能力评价，影响了评价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这不利于激发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创新。建立一个全面、

科学、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教学质

量的提升。 
（5）学生缺乏校外翻译实践机会 
由于校内外资源对接不足，学生在校外的翻译实

践机会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将理论知识

应用于实际翻译工作的能力。缺乏实践机会也影响了

学生对翻译行业的理解和认识，限制了学生实践经验

的积累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3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翻译“大思政课”教学的实施

路径 
3.1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红色文化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传递

和价值教育的过程。将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课”，

需结合理论与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和文化

素养。 
首先，理论指导是基础，通过讲授翻译理论和强调

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引导学生认识红色文化翻译的特

殊性，并开设如“济南红色文化与翻译”等专门课程及

举办专家讲座，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深层含

义。 
其次，实践应用同样重要，结合实际案例分析红色

文化在不同语境下的翻译策略，如讨论红色文化经典

文献的翻译实例，探讨如何保留精髓并符合目标语言

习惯。此外，组织学生参与济南战役纪念馆、英雄山革

命烈士纪念塔等红色文化基地的翻译实践，使学生亲

身体验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提升翻译能力和跨文化

交流能力，在实践中实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目标。 
3.2 拓展课堂教学内容 
拓展课堂教学内容是实现红色文化教学目标的基

础，通过增加与红色文化相关的材料和话题，丰富学生

的知识结构并提升其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4]。 
首先，增加红色文化专题。覆盖历史背景、重要文

献和革命精神等方面，如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经典文

献的翻译中，介绍其历史背景，并融入现代元素如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教学的时效性和实用

性。 
其次，提高翻译技能。教授学生处理文化负载词、

保持原文风格等技巧，通过红色文化经典文献及文学

作品进行实践训练，增强情感认同和翻译能力。 
最后，引入多元视角。结合国际视野探讨红色文化

的全球化传播，开设专题讲座或研讨会，邀请专家交流，

组织学生参与国际翻译比赛或合作项目，培养国际意

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未来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3.3 创新课堂教学方法 
创新课堂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小

组讨论和模拟翻译等多样化手段，提升学生参与度与

实践能力[5]。 
一是案例教学。通过选取红色文化翻译案例（如济

南战役纪念馆解说词、英雄山纪念碑文），引导学生分

析翻译策略与文化适应性，并通过模拟场景锻炼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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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能力[6]。 
二是角色扮演。设计跨文化交流情境（如中外游客

参观红色基地），让学生体验文化差异，提高语言表达

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是小组讨论。以合作学习方式完成翻译任务（如

山东党史陈列馆展览介绍），促进思想交流与团队协作。 
四是模拟翻译。利用虚拟仿真环境（如济南市党史

馆项目），让学生在线分组完成任务并互相评审，增强

实践经验和团队沟通能力。这些方法有效结合理论与

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的翻译技能与综合素质。 
3.4 优化教学评价体系 
优化教学评价体系，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创新

思维、团队协作能力和学习过程纳入评价范围，建立多

元化评价体系，全面反映学习效果。制定量化标准，采

用系统化方法提高评价客观性，并完善反馈机制，及时

帮助学生改进[7]。 
首先，注重过程评价，激发思考与创新能力。通过

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如济南战役纪念馆解说

词翻译）和尝试多样化表达（如英雄山纪念碑文翻译），

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其次，实施多元化评价，结合同行评价（如分组翻

译山东党史陈列馆展览介绍）、教师评价（指出具体问

题并提供建议）和自我评价（反思翻译作品），从多角

度提升综合能力[8]。 
最后，建立健全反馈机制，确保及时性、有效性和

互动性。教师应及时批阅并提出具体改进建议，并通过

讨论会等形式与学生互动，深化反馈效果，助力学生持

续进步。 
3.5 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课”的重要

环节，通过多样化活动提升学生翻译技能和综合素质。 
首先，定期举办红色文化翻译工作坊，模拟真实场

景（如济南战役纪念馆解说词翻译），邀请专家指导，

帮助学生解决具体问题并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理解[9]。 
其次，组织学生参与红色文化遗址翻译志愿服务

（如济南市党史馆展览说明翻译），通过问卷调查和访

谈评估效果，增强社会责任感。 
此外，开展红色文化主题翻译竞赛，设置个人赛和

团队赛（如解放阁历史资料、山东党史陈列馆展览翻

译），评选优秀作品展示并奖励，激发学习热情[10]。 
最后，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研究，提供指导支持，帮

助其发表成果并参加学术会议，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与

研究。这些活动丰富了教学内容，培养了学生的文化自

信与国际视野[11]。 
4 结论 
红色文化融入翻译“大思政课”教学，不仅是高等

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中

国文化“走出去”、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本研究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红色文化在翻译教学中的融

入仍面临诸多问题，如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内容单一、

方法缺乏创新、评价体系不完善以及实践机会不足等。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拓展教学

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评价体系以及开展多样化实

践教学等实施路径。这些措施旨在实现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帮助学生在提升翻译技

能的同时，深刻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增强

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未来，高校应进一步整合资源，

加强校内外实践平台建设，推动红色文化翻译教学的

深度发展，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强

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外语人才提供有力支撑。这不

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也将为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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