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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文化民俗合理开展外宣翻译，对语言能力和文化素

养要求都很高。外宣翻译人才培养工作要特别重视不同

国家文化理念的融入，注重学生对中国文化与目标语文

化之间差异的深刻理解。因此在文化类课程中融合不同

国家传统文化或民俗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或开设传统文

化比较等选修或拓展课程，提升学生多元文化素养。

第四，非遗与文学类课程融合。民间文学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非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着丰富的语言形

式以及独特的感染力，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人民大众

精神的体现。在文学类课程中适当融入非遗民间文学的

重要作品，不仅能让学生体验到民间文学类非遗的感染

力，丰富和提升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学欣赏和批评能力，

还能更好地认识生活。另外，除将非遗与外语类课程知

识融合之外，还应把非遗文化知识融入英语专业学生的

思想道德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探索

将非遗知识与一些公共选修课程融合的途径和方法，除

了培养翻译人才还应培养非遗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必不

可少的技术写作、术语专家、编辑出版等专业人才。

（三）教学手段融合

新 文 科 建 设 提 倡 积 极 推 动 人 工 智 能 、 大 数 据 等 现

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入融合，借力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实现文科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因此，在教学中

通过运用实验室或者计算机辅助、语音识别技术、人机

交互技术等加强学生语音基本功和翻译技能训练。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线上线下教学方式，为学生创

造 接 触 到 更 多 的 教 育 资 源 的 机 会 ， 延 伸 学 习 空 间 和 时

间。借助微博、微信、手机软件、虚拟仿真实验室、双

语数字化平台、云技术等现代化外语教学手段和平台，

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模态传播途径，让学生在学

校也能身临其境般感受非遗魅力，增强学生体验感，使

学生更深入直观地了解、欣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整合多方资源

新文科建设提倡聚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促进学

界业界优势互补，加大涉外人才培养，加强高校与实务

部门“双协同”，完善全链条育人机制。因此通过整合

多方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信息资源，构建

产学研用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是非遗外宣翻译人才培养

的重要路径之一。

（五）探索协同机制

以学科及行业知识为依托的创新创业产业基地是锻

炼英语专业学生服务行业及产业的创新语言能力的重要

基地。[11]高校应该探索与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传习基

地、非遗博览园等进行校企合作的协同机制、搭建协同

创新育人平台、复合型人才培养平台，探索学制合作模

式，立足非遗对外传播需要，聘请行业导师、企业导师

开设相应短期培训班或课程。

锻炼学生服务于行业以及产业的创新语言能力，学

生通过在行业内部的深度学习了解行业对英语专业人才

知识和能力的需求、了解非遗知识、发展趋势、国际惯

例有利于树立职业目标，提升专业素养。加强学生对相

关行业技术设备、前沿学术论文、产品设计理念、产品

介绍等的学术语言的熟悉和使用，将语言能力与行业知

识紧密融合，培养应用型非遗外宣翻译人才。同时合作

平台可以检验人才培养成果从而反哺高校教学。

（六）搭建实训基地

非遗外宣人才培养应增加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重

视学生实践操作，增加国际间的学习和交流，积极扩宽

学生实习渠道，并在实习过程中充分鼓励学生理论结合

实际，促进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

四川作为非遗大省，能够提供给学生的实训机会和

平台有很多。四川省现拥有“7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数量位居全国之首；24个（项）省级非遗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23个（项）省级非遗传习基地；还

有全国首个省级非遗保护中心基地、全国地方首个国家

级非遗保护研究院、全国首个国际非遗博览园和全国首

个区域性非遗数字博物馆以及非遗主题网站。”[12]同时

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大的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每两年在

成都举行一次。应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为学生创建实习实

训基地、创新创业产业基地等。在实训过程中，学生通

过任务分配、收集整理、查证文献、建立非遗术语库、

探索非遗翻译策略等将非遗语料翻译成档，一方面能训

练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另一方面更能为地方非遗语料库

建设贡献语料素材。“非遗进校园”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