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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加工
”

平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 中的应用

王 惠 西 交利 物 浦大学

摘 要 ： 本文探讨如何将手 工 标注 的
“

精加 工
”

平行语料库 与教 学细 节 有效结 合
，

以辅助 翻 译教 学 。 在课程教 学 目

标的 指 引 下
，

语料 库可 以作 为教学 内 容的 有机组成部 分参与教学 过程
；
语料库 中 的 习题及答案设计 ， 与利 用语料库

设计 的课后 练 习 相 配合
，

对于 加深和巩 固 知 识点的 理解和掌握大 有裨益 。 语料库 中 的
“

学 习 历 史
”

和
“

练 习 成绩
”

栏还可 以 帮助教师 随时 了 解 学 习 者 的 学 习状况
，

以设定下
一

个教 学 步骤 。

关键词 ：
语料标 注

；
语料库辅助 翻 译教学 ；

“

因 果模 式
”

教学 法

中 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弓
体系的 知识 网络导航系统和学 习 跟踪记录系统 ， 旨

根据蔡静 （ 对国 内 信息化翻译教学的 述 在帮 助翻译初学者对不同层面的语言现象及其文本

评 ， 目 前国内 翻译教学领域的语料库研究主要针对 效果的理解 ， 增强文本意识 ，
睡炼语言基本功和翻译

双语平行语料库的翻译教学应用 。 平行语料库在翻 技巧 。 语料库平台包括三个主要模块 ： 语料标注模块 、

译教学中 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检索工具提供的双 专题板模块 、 习 题及答案解释模块 。 其中 ，
语料标注

语对译样例上 （ 王克非 ，
。 学 习者对这些样例 模块是平 台核心部分 ， 它本身就是

一

个网状知识体

进行比对
，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感悟和结论 （ 秦洪武 、 系 ， 标注词之间有机关联

，
同时它也为其它模块的建

王克非 ， 。 但正如王克非等 （ ： 通过 构提供支点
， 将所有模块连接成统

一的整体 ， 为学 习

语料呈现和 问卷调査得出 的 结论
， 学生对所呈现语 者在各模块之间穿行提供

“

路标和定位
”

（ 朱纯深 、

料会有
一些

“

不 当 的 概括和 总结
”

， 这部分是 因 为 慕媛媛 ， ： ， 方便学习 者使用 。

“

限于语言能力和分析能力 ， 受试还无法深入思考语 语料标注模块主要针对语篇 中 出现的文本现象

言和翻译问题
”

。 换句话说 ， 如果语料库仅限于真实 及相应的翻译技巧进行标注 。 文本现象指的是语篇

语料的呈现 ， 缺乏深层次加工
，
语料库可能会在翻译 各个层面的语言现象 ， 如句子内 （ 信息分布 ） 、 句子

教学 ， 特别是学生 自 主学 习 中造成一

定困 难。 语料 间 （ 连接 ） 、 段落内 （ 发展 ） 、 段落间 （ 发展 ） 等 ， 这

处理之外
， 当前用于翻译教学的语料库 ， 在与翻译课 些层面的 结合形成了标注词的体系架构 。 根据朱纯

授课内容的结合上也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秦洪武 、 深 、 慕媛媛 （ ： 语料库 中 的每一个语言现

王克非 ， ： 。 象 翻译技巧的标注视实际情況需要 ， 包括下列 因

香港城市大学开发的
“

英汉汉英翻译远程教学 素 ，
即语言现象描述 （ 、 语言现象的结构及功

系统
”

在语料处理上另辟蹊径
， 以篇章语言学 、 系统 能描写 翻译技巧的 适用范围及可能产生的文本效

功能语言学 、 文体学和话语研究等为理论支撑 ， 对语 果 、 语言现象的应用 翻译技巧的使用 （ 、

料做了系统的手工标注
， 以 期更好地服务翻译教学 。 参考书等 。 描写信息呈现机制的解释力 指导下的语

本文以此平 台 为依托 ， 将平 台与 笔者于香港 中文大 料标注使得文本中 出现的语言现象和翻译技巧变得

学教授的
“

文本分析与 阅读
”

课程相结合 ， 探讨如 有理可循 ， 有据可依 ，

“

可教性
”

得以增强 。

何将经过深层次加工的语料库用 于翻译课堂
， 希望 与语料标注模块相同 ， 专题板模块依照同样的体

为
“

平行语料库与微观翻译教学环节的衔接问题
”

（ 同 系架构 ，
通过对某一专题的 更深更细更全面的讲解 ，

上 ） 做出贡献 。 拓宽和提升学生知识体系 的广度和深度 。 习题及答

案解释模块为 每
一

个标注词配备 习 题
， 学 习者做完

“

英汉汉英翻译远程教学系统
”

介绍 ： 以文 习 题后
，
可参照习 题注释 ，

弄明 白为什么和怎么做的

本解释力为导向 的标注系统 问题 。 通过具体例子和针对性的讲解 ， 学生更容 易

相对而言 ， 现有语料库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合已 理解所学 内 容。 需要注意 的是
， 由 于语料库是针对

经具有一

定文本意识和语言能力的 学 习者
；

而对于 翻译教学而设计的
，
因此 ， 所有标注都以语言现象在

翻译初学者而言 ’ 由 于学生 自 身的 知识体系尚未达 英汉两种文本中的表现及 转换为重点展开 （ 关于

到一

定的 宽度和深度 ，
学生可能无法对翻译中 出现 本语料库的建设 ， 特别是标注系统

， 请参阅朱纯深 、

的语言现象及问题有准确理解 ， 语料库也就难以给 慕媛媛 ， 慕緩媛 、 朱纯深
，

予学 习者适当 的帮助。
本语料库包括 了之前建立的

“

英文财经报道中

基于此
，

“

英汉汉英翻译远程教学系统
”

设计出 文翻译及注释语料库
”

（ 参见王 惠 、 朱纯深 ，

一个以文本解释力为导 向的标注体系以及基于这套 和 参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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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料库 ， 但语料库主题及文体的覆盖面更广 ：

章节以及朱永生 （ 的 《主位推进

语料涵盖六大主题、 三十个子题 ， 文体类别涉及九大 与模式与语篇分析 》 （ 注 ：
其中 的

“

推进
”

与本文的

类及四 十八个子类。 翻译的跨学科特性 ， 要求教学
“

递进
”

意义相同 ）

一

文 ， 使学生对主述位概念及主

语料尽可能多样化 ， 而本语料库语料涉及的广泛性 位递进模式有基本了解 。 教学课室需要有联网 电脑 ，

为翻译教学提供了更多选择。 及幻灯投影 ， 以方便课堂教学 。

课堂敎学

文本分析与阋读 课程及敎举法介绍 课堂伊始 ， 以与学生互动的方式梳理阅读材料中

熟练的语言 能力 （ 包括学习 者的母语和 目标 的主要概念包括主位识别 ，
主位递进模式等 。 梳理

语 ） 是学习 翻译的前提条件之
一

。 但是 ， 现实情况 完毕
’
教师借助语料库平 台进一步展示和讲解主位

是 ， 很多修读翻译课程或翻译专业的学生并不具备足 分布与递进 。

够的语言能力 （ ， ：
。 据此 ， 指 讲授 时 间 ： 教师 的

“

引 导
”

与
“

启 发
”

出 ， 提高语言能力应该以翻译教学为 目 的
“

特别设 教师登陆语料库平台 ， 任意挑选
一

对带有主述

计
”

（ 。

“

文本分析与阅读
”

就是香港中 文大学 位标注的英汉对照语篇 ， 以
“

翻译系 的 ■

门经
“

特别设计
”

的本科基础课程 。 鉴
”

（ 以下简称

于
“

翻译活动的基本单位…
…是文本

”

为例 （ 如表 所示 ）
，
请学生阋读文本 ， 并对比分析

； 笔者译 ） ， 课程从文本入手
，

旨在提高学生 语篇前两段的主位分布状况 。

文本意识 ， 夯实语言基本功 ， 为未来的翻译实践打基 ±
！ 英汉浐篇展示

础 。 课程主要参加者是大学
一

年级新生
， 他们还未接

受过翻译及其有关的语言学 习及训练 。 课程通过中

央文本对比女 析 ， 帮助子生深入体石 语 目 细 与文

本效果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 课程采用 原

提出的
“

因果模式
”

教学法 文

进行教学 。 翻译中 的
“

因果
”

指的是翻译中 出现的
、

各种各样的可能的原因及其效果 。

—种翻译现象

为例 ， 我们只有在说明 了 它是什么 ， 为什么是这样 ，

这样做 的效果是什么时 ， 我们才真正理解它 （

￡
—

不仅要了解是什么 ， 还要知道为什么 、 怎么做的问 译 全 合伙企业。

题 。 教学以与学生互动 的方式进行 ， 让学生融入到 文 监管部 门
一直担心

，

大型会计 师事务 所在全球提供的服

探索
‘‘

为什么
”

的过程中 ， 通过亲身探索 ， 更深入地 务标准不 一致
，
而上述根本性的 改革将一劳永逸地解决 这一

理解文本现象。

问题 。

考虑到本翻译教学语料库标注体系与课程内容
雷克先生表示 ， 单

一合伙人制度的确 立将… …

—

有一定的契合度——语料库中 的标注词体系正是从 对比之后 ， 学生很快发现语篇前两段中 ， 每一

不同 角度梳理语篇的衔接和连贯 ； 而语料库的标注 段均 由一个句子构成 ， 第一段英汉语篇主述位分布

模式 主要针对 和 的标注 与
“

因 相似 ， 第二段不同 。 教师提请学生具体描述第二个

果模式
”

教学法不谋而合 ， 笔者决定将此教学系统 句子 中主述位的具体表现 ， 以考察学生对主述位概

作为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 辅助课程教学。 念的掌握和识别 。 对此 ， 大部分学生都能予以说明 ：

本文以
一

堂 分钟的关于
“

英汉文本中 的信息 英文中的主位 ， 在中文中被移至

构建模式
”

的课堂教学为例
， 展示如何将深层次加 小句分句主位的位置 ， 其述位的

一

部分 监

工的语料库平台与 翻译课堂教学有机结合。 课堂主 管部门 ） 被译为小句主位 。

要内容是介绍主述位概念 、 主位递进模式及其与语 那么
， 不同 的主位分布对语篇衔接有什么影响

篇衔接的关系。 在教授课程之初 ， 已给学生做如何 呢 ？ 此时 ， 教师可点选网页上面的标注类别
“

句子

使用语料库的示范 ， 学生已能够熟练使用语料库 。 内信息分布
”

， 网页上出现标注标记 ， 点选 第

四个标注类别的第六个标注 ） ， 关于第二段的标注出

课程前准备 ： 材料阋读及课室条件 现 ， 请学生参阅标注内容 （ 如下页图 如示 ）
：

本课属于
“

信息结构
”

的单元范畴 ， 在学 习本 文 句 剖 析 ： 原 文是一 个 带有 同 位 语从 句 的 复

节之前 ， 学生已经学习 了关于新旧信息的概念 ， 其通 合 句 ，
以 作 为 主位启 题

，

而 关 于

常的排列位置 ， 以及对于上下文衔接的作用 。 本课 的 信 息 刚好在上一

句 的 述位中 提到 （

教授前要求学生阅读 中的 即隐含 之意 ） ’ 在本 句 中 出 现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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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額機 糊阴綠 術朗 排列顺序是 ： 先有
“

担忧
”

， 再

有问题的解决。 对比原译文和
’

—

！ ！ 另 译文可发现 ： 另译文句子中

； 的信息分布 （ 先说
“

解决方式
”

，

： 幽 ；

：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烕 ± 业务董事长迈克 當克 ： 丹伙 叫越 叫
、

口 乂 贝 ，

： ！ 公司可 球 伙企业 。 、

又
； 原 ： 又 序 軍

： 管部门
一

直担心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全球提供 的服务标廣不
一

、

： ： 丨

致 議跑
丨 新安排 了句子内的信息分布 ， 这

雜■糊 包
丨 一方面更符合 中文读者的 读

：

；

期待 ，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 中英文

： 语篇 中 主位分 布的差 异。 而在

中 英，息分布相似 的句子 当

中 ，
两个语篇中 的主述位分布趋

； 扣
群知 咖 咖

！

向于相似 ， 如第
一

句 。

一

“

从这一

点来看 ， 原译文主位
：

分布更大程度上受到 中 文小句

已 是 旧 信 息
，

以 旧 信息 作为 主位启 题容 易 使读者接 内 信息分布的影响 ， 而另译文句子主位的选择使其

受 。 译文 则 是译成并列 句
，
其 中 第

一 个 句 子是 以
“

监 与上下文衔接紧密 。 原译文虽 然在小句内符合中文

管部 门
”

作 为 主位启题
，

而在原 文 中 是在 的排列顺序 ， 但在与上文的信息衔接上出现问题 ： 新
述位部分 中 出 现 的

， 是新信息
，
很难从上一

句 直接找 信息的首先出现造成信息链的不连贯 ， 因 而提高 了
到 提示 译 新信 息

“

赘
管

二

作
，

后
，

，

， 阅读难度 。 而另译文虽然在开始处与上文衔接紧密 ，

后 题
，

但也容 易 引 导读者将注意 力转移到
“

律师事务所所

二 、

丨

、

。

丰 、
： 了站常扣 亡女 的士 户 提供的服务标准不

一

致
”

上 ， 而此信息在下文 中并
通过阅读标注 ， 学生可了解央汉文本中 的主位分

土

士 昧 〉口 并
、

丑 年玉 彳
主 丄

八士科 “ 丁☆化梭 及 尤 未展开 。 至于哪
一

种译文对语篇衔接更有效 ， 则更
布情况 ， 并进一步弄清主位分布对上下文衔接及连 丄

、

又☆仏产 白 田 丨

、
丨 紅： 户 白 大 度上取决于文本的发展方向 。 两个译 文的对比

贯的影响 。 如标注所 曰 ， 译文的信息处理以新信息 、

丑

先 片 日 古
丨句

、

韦站： 由 进
一

步说明主位选择与语篇衔接 间 相互影响的关
作主位 ， 提咼 了 阅读难度 ， 读者接收起来 困难增加。

方
、 、

彳
丨
叾

、

抓 丨 丨兩 日 日 田 本 系 。 通过教师讲解 ， 学生的注意力 也 由句子内主位
就此 ， 教师可提醒学生思考 ： 既然原文的上下文衔

分布 自 然转移到小句 间的信息衔接对主位分布的
接更为流畅 ， 可否尝试保 留呢 ？ 这个冋题 刻引 起

八
影响

，
以 及主位递进与上下文衔接的关系上。 从此

学生的兴趣
，
他们 即动手翻译 ， 在保 留原文主位分

‘

点延伸开去 ， 教师可将主位递进扩展到其它层面
， 如

科親 监 管 部 的 浩
各个麵的主位递进

忧虑
，
监管 部 门 直担心 大 型会计 师 事务所在 全球

对于 响
”

提供的 审计标准 不一致。
子 习 时 间

二

子 生 的 自 王 与 独立

翻译完毕之后 ， 教师继续提问 ， 引导学生思考翻 通过具体例示 、 标注详解 、 以及进一步的集中 讨

译中发生的主位分布错位对文本衔接的影响 ： 对于 论和讲解之后 ， 学生对英汉主位分布情况 ， 主位递进

另译文与原译文 ， 读者接受度如何 ？ 具体地说 ， 有三 对语篇衔接和连贯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为了

个问题需要考虑 ：
两种译文相比

， 哪
一

种更 易 为中 帮助学生的认识更全面和系 统 ， 教师可以 留 出 分

文读者接受？ 为什么 ？ 为什么原译文选择重新组织 钟的 自 主学 习 时间 ， 让学生借助语料库 ， 根据个人情

信息 ， 而不是将英文的主位分布 ， 或者说信息分布顺 况独立学习主位分布与主位递进。

序 ， 直接保 留呢？ 在 个过程中 ， 教师起到 弓 丨 领的作用 ， 学生可根

教师将学生分组讨论上述三个问题。 分组讨论很 据 自 身需要选择性地吸收 。 教师 向学生介绍学 习路

热烈 ， 大多数同学认为另译译文读上去更通顺 。 同英 径 ： 关于
“

主位递进
”

的专题板概括性介绍主位概念 、

文相似 ，
译文主位

“

这一根本性改革
”

是对上一句的 主位递进模式与语篇衔接的关系 ；
而关于主位分布

总结
，
是旧信息

，
与上文衔接很紧密 。 那么为什么原 及各种递进模式的详细例解要在条语料标注中 逐一

译文不采取保 留 英文 中 的主位分布呢 ？ 原译文是依 学习 。 学生可根据 自 己的情况选择性学习 。

据什么来翻译的呢？ 对此 ，
同学们说不出具体原 因 。

一

学生可首先进入
“

主位递 专题 板 （ 如 表

教师在学生发表意见完毕后
，
对英汉语小句的信息分 所示

， 由 于版面所限 ， 无法展示全部专题板信息 ） ，

布进行重点讲解 ： 英文通常是主句呈现主要信息 ，
而 专题板将小句中 的主述位概念拓宽至段落 、 语篇内

次要信息置于从句之中 。 而中 文则是按现实世界事 讨论
， 并通过实例说明主位对于整个语篇的衔接作

情发生的时间 逻辑顺序排列 句子信息 。 回到 用 。 通过此专题板的学习
， 学生可以从宏观到微观 ，

语篇中 来 ， 按照中 文的排列习 惯 ， 第二个小句的信息 全面 了解在文本之中 ， 主位选择和主位递进如何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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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 师可要求学生在语料库
“

练习园地
”

，
通过标注词进

表 专题板讲解 行练习 。 例如 ’ 先要求学生做关于
“

平行主位递进
”

题 目 主位递进 标注词的练 习 ， 学生做完 个
一

组的 习题 ， 提交答案

鮮 丨職展 之后 ， 可对照参考答案及注释检査 自 己 的练 习 情况
，

——

并参照答案下面的
“

注释
”

学 习 这种模式在具体语
辦甸 辭口賴■議向

篇中 的表现形式 ， 以及在语言转换时递进模式可能
按照功能语言学派的观点

，
主位指

一

个句子的开始部分
， 产生的变化及其文本衔接效果 。

教师可根据课堂时间安排练习 ， 譬如 ， 可以课堂
可以表现在不问 的语篇层次上 。 在 ：洛内

，
主位 日段洛的

仕
—

丄 、

主题句
， 称为段落主位

且 自 仃 。 教

…
… 师可通过

“

学习成果
”
一栏中的

“

练习 成绩
”

和
“

学

语篇中主要有五种主位递进方式 （ 参见各相关标注词 ） ： 习历史
”

及时掌握学生的做题状况 ， 如下页图 所示 ，

延续型主位递进 ； 平行型主 位递进
点击学生姓名 ， 页面即展示该生的成绩统计及做题

位的画方式把段落和语篇构建结 ，
生 口 用

合起来 ， 形成不同 的 信息组织方式 ， 服务于段落主位 ； 而 了然 ， 并借此确定下一个教子步骤。 另外 ， 平 口 还可

段落主位相互连接又进一步说明 或论证… … 展示每个学生使用语料库的状况统计 ， 帮助教师在

自 学 关于主位的 界定及其对语篇发展的細 ，
请将 自己的 心得

一

定程度上掌握学生借助语料库的学习 情况 。

建议 在讨论区与同学分享 。 课后 练 习
： 利 用 语料 自 行设计 习 题

；

课堂练 习完毕后 ，
教师还可利用语料库中的语料

标注
集聚型主位递进

设计习题
，
要求学生在课后做主位分析练 习 ：

词
……

练习 在语料 库 中 寻找主位递进模式 的英汉

实例
， 并按 照语料库标 注模式加以 解释说 明 。 （ 此项

了解之后 ， 有兴趣的学生还可通过专题板中
‘ ‘

相 练 习 旨 在督促学 生 阅 读不 同 类 型 的 文本 ， 熟 悉不 同

关标注词
”

下列 出 的 各种主题递进模式继续学 习 。

英 汉文本 中 的 主位是如何递进的
’

让 学 生不 仅可

按标注词后的
“

学习
”

按钮
，
即可在具体实例 中找

到例证和讲解 ’ 如点选
“

集聚型主位递进
”

后的
“

学 丄昭 矛 太 他

习
”

按胡 屏葛 卜
入 屮珂 下闻

练习 ： 在语料库 中选择适当 英汉对照 又本
’

做
按紐 ’ 屏幕上 出 土丄 卜

英汉语篇 的 主位分析 ，

说明 主位

！ 一 主位最》
—

組相關的句子 ， 的主位 内容不同 ，
但述位內翻同 （ 述形式或可 ：

：

；

里換 〉 亦即從 不同角 庋描述佔擄迷位 中的某
一

估 息成份 。 注意 與翻》過 程跨涯亩帽化中的迷位 內容不蓥 相區玲 的 向 开 关 王了吾 吕

！ 程 中二者的关 系 。

讨论

…

】
与 现有 平 行语料库不 同 ，

“

英 汉汉英翻译远程教学系统
”

■■■■■■■■■■■■■■■■■■■■■■■■■■■■ 创建 了 以 文本解释力 为导 向 的

丨 ’ ！ 丨 本 系
，
在提供 真 实 语料 之

沾德 辟■主 ■舒 上 ， 通过语料标汴 ， 帮助 生深

入理解语言 翻译现象 。 但不可
例句 所在原文 辟帝拙 年夕

，
口 泛又乂 乂 二

闲或 标炸 碎讲角 细致 教师
於是 洗手的》 ， 日子從水盆裡通去 吃》的時傅 ， 日子 從魬》裡通去 》 便 従龙然的 前過去 “

《入 ，

雜 的 法 ： 的作用在哪里呢 ？ 对此问题 ， 以

图 ：
标注词 实例 及标注 本课使用 的

“

英汉汉英翻译远

程教学系统
”

为例 ， 笔者提出三

有关
“

集 型主位递进
”

有两个例证及标注 ， 例 点意 见 ： 翻译涉及到语言 间 的文本转换 ，
因 此 ，

句 分析的是三个句子之间 的主位分布及递进模式 ， 所有与翻译有关的 问题都在
一定程度上与文本相关。

及其文本衔接效果 ， 学生如想看例句 所在文本 ，
可

建基于 以文本解释力 为导 向 的语料库标注体系 ，
通

以通过点击
“

例句 所在原文
”

査看 。 过对 、 和 问题的描写 ， 帮助学生理解

语言 翻译现象。 教师可以此为基础
， 设计教学内容 ，

果室及 果后练 习
进

一

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

除作为真实语料来

课堂练 习 源外 ，
语料库教学系统亦可以 被看作

一

个借助电脑

为帮助学生及时掌握主位概念及主位递进 ， 教 技术让语料环环相扣 、 使教学模块串联呼应 、 易于提

■
■



X / \ p  E 3 H i ̂

年

‘

第 期

紅 让学生在长时 间 的学 习和潜移
棚浙《 权

默化之中 ， 增强对语言细节的考
可挪奸船査賊雜集 量

’ 对 文本特征及效果的关注
議入時

—… 一

。 学生对主位分布及其递进模鼉型 ！ 讓 猶钃窗方甶
° 于工 夕 天

式 与文本效果 间 相互作用的熟

练掌握在 学生的 作业和 课堂表

！

… …

一

现 中得到充分展示。 在笔者教
‘

一

。 习 的 另
一

门 翻译实践课程 《 商

—

务翻译初阶 》 的 翻译评论中 ， 相
“ 目

比没有修过本课程的学生而言
糊 台勒 大 阐… 箱联 鏵 ；

入 乂 工 丁工 口 ，

—

言
搞 学生会更有意识地在 翻译之中

：

雄 敢 ： 伽 咖咖娜 丨抓瞻 二 ；

乂与 义 、 仔入卞 口 口 、 乂 、 土

图 成绩统计与做题历 史

— — 一 — 一

进等 的效

基金 项 目 ： 本文 为 与 香港

取的教材
“

超市
”

。 教师可根据课程需要及语料库各 城市 大学 的 教学 发展项 目
（

跨院校合

教学模块的具体功能 ， 选择性地将专题板 、 语料标注 作的 成果 之一

。 本人特 此感谢该项 目 组提供这一平

或标注词练习 作为教学内 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 使其 台 教学 系 统。

对教学内容起到巩固和补充的作用 ；
语料库中的

标注是针对每一个具体例子而言 ， 而对于概括性 、 深

入性知识细节 ’ 需要教师根据 自 己的 教学主题加以 ① 笔者在 口 年 月 所做 的 问 卷调 查也 显 示
，
语料库 对

深化 、 概括和补充。 精加工语料库辅助翻译教学中 ，

教师既起到 高屋建瓴 、 提纲挈领的作用 ， 又通过
“

如 参 考 文 献

何做
”

以及
“

为什么
”

的问题设计 ， 对学生循循善诱 、

⑴ 蔡静 新世纪 以 来 国 内信息 化鮮教 学研究述评 外语

引 导他们深化对语言细节的考量 。 界
，

课堂教学实践中 ， 教学内 容和语料库 的有效结 慕 嫒媛 、 朱纯深 在线翻 译与 双语写作教学 自 学平 台 建

合 ， 以及教学模式和标注模式的 有效结合 ， 使得语料
入

由女故八虹
、

口 太 奶姊 【

、

田 私糾 说 丨

、

田水 、

田
秦洪武 、

王 克 非 对应语料库在 翻译教学 中 的应 用 ： 理论
库在整个知识点的教学 从课堂教学 堂及■

依据和实施 原 则 中 国 翻译 ， ：

练习 ） 中 ， 都起到 良好的辅助作用 。 在以教师引 导和 王克非 双语平行语料库 在 翻译教学上 的用途 外语 电

启发为主的教学中 ， 学生不仅有机会接触真实语料 ，
化教学 ，

语料标注还帮助学生细致理解语言转换中 出现的翻 王 克 非 、 秦洪 武 、
王 海 霞 双语 对应 语料库 翻 译教学平 台

译现象 。 在此細上
， 教师运用

“

因 果教学模式
”

，

■
、

、 止■ 止
、

穴 、 丨

、

日 ？ 口 丨 口 八
王 惠 、 朱纯珠 翻 译教子 语料库 的标注及应用 英文

通过步步？木入的问 激发子生 、趣 ， 引 导子生体云
财经 报道 中 文 翻译及注 释语料库

”

介绍 外语教学 与

中英文分布差异所在 ， 深入探讨差异原因 及其导致 研究 ，

的文本效果 ， 并借此提醒学生
， 翻译时不同信息建构 朱纯 深 、 慕 媛媛 以 文 本解释力 为 导 向 的语 料库 翻译 教

模式的选择与 句子 内 的信息分布 、 句子间衔接 、 甚至 学
一香 港城大 翻译 与 双语写 作在 线教 学 自 学 平 台 的

敕小女太的倖 自 谇 向柏龙 而今 的妯☆叫 刁 钤糾 设计 与 试用分析 中 国 翻译
，

丄，巧 ？士 絲生 主位推进模式 与 语篇 分析 外语教学 与 研究 ，

生留 出 时间
， 让其根据 自 身情况 ， 借助语料库进一步

拓宽 、 加 丨朱对主位概念及其文本效果的理解。 语料库

提供的练习
， 以 及以语料库语料为基础设计的 练习 ，

帮助学生在不断地思考 、 讨论 、 练习 中巩固和加深主

位知识
：
捕个教学过程中 ， 语 不■孵生 二工

理解语 曰 转换 中出现的句子内部语 目 翻译现象 ，
更

促使其将眼光由微观转向宏观 ，
细致观察小句间 、 段

落内 ， 以致整个语篇的衔接和连贯。
⑷

夯实语言基本功和提高文本意识并非
一

朝
一

夕
’ —

之功
， 学生需要更多的课后学习 才能麵已学知识

，

在这一

点上
， 精加工语料库 的作用 尤为突 出 。 语料

库的精细标注可帮助学生对语言细节及文本效果的 作者简介 王 惠
， 西 交利 物 浦 大 学 英语 与 文化传播 系 讲

理解更加细致深入
，
而语料库的配套练习 进一步引

、 。

导学生探索更多的
“

为什么
”

和
“

怎么做
”

的问题 ，

作者电子信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