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024年第7期·　　　　 ·新西部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让非遗的外宣翻译具有专业性和挑战

性，对外宣翻译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有很高的要求，需要

具备扎实的民族文化、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综合知识以

及较高的翻译实践能力，未接受过针对性训练的普通院

校外语专业毕业生难以胜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我 国 的 国 际 传 播 能 力 建 设 高 度 重

视，指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

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5]2020年教育部全面启

动新文科建设，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社

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

亟须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

设的必然选择。”[6]在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强国家话

语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今天，培养精通语言、融通中外文

化的同时又兼具行业知识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是

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也是顺应时代的需求，更是

新时代外语教育的发展方向。

四川非遗外宣翻译人才培养规格

为了适应非遗国际化推广的需要，高校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要对培养目标、培养理念、教学模式与人才梯

队等关键问题进行提前思考和部署。首先要理清的问题

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和怎样去培养人。2018

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简称《标准》），提

出外语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综合素质、扎实的外

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适应

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类涉外行

业、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各外语语种专业人才和

复合型外语人才”。[7]在此背景下，《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简称《指南》）提出，

“努力培养具备沟通能力、人文素养、中国情怀、国际视

野的英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8]非遗外宣翻译人

才的培养规格需要在《标准》和《指南》的要求上从知

识、能力和素养三个方面进行更精准的审视和定位。

（一）以知识为基础

具 备 目 标 语 言 、 文 学 和 文 化 等 基 础 知 识 ， 了 解 目

标语国家的历史、民俗文化、当代社会的基本情况；熟

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非遗文化知识储备，

理解中国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差异，了解中国国情和国

际形势；掌握外宣翻译基本理论，熟悉非遗相关语言词

汇、较熟练地运用口笔译技能与策略；掌握较宽的人文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二）以能力为核心

具有良好的汉语以及目标语双语运用能力、外宣翻

译能力、跨文化能力和初步的翻译研究能力；具有熟练

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翻译工具的能力；具有良好的终身

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具有善于查证、

分析、判断、推理、思考、辨析的能力。

（三）以素养为关键

具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政治素养，具备基本学科

素养、人文与科学素养；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良好道德品质；遵守非遗保护国际条约、遵守非遗

国际交流原则、相互尊重和欣赏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知

识产权、反对种族歧视；具有合作精神以及创新精神。

四川非遗外宣翻译人才培养路径

《 新 文 科 建 设 宣 言 》 指 出 “ 进 一 步 打 破 学 科 专 业

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强调要“根据各

自学科专业特点，结合行业领域特定问题，促进八大学

科门类特色发展”。 [9]目前“非遗学这个正从多学科的

交叉而构成的特色研究领域沿着独立性升级的新兴学科

不能指望它像传统的基础学科一样在大学和科研院所设

立独立的实体院系”，[10]高校也没有设立关于非遗外宣

翻译的专业或学科，因此，对于非遗涉及经济、政治、

技术、科学、艺术等诸多学科，跨文理，跨宗教、跨语

言 、 跨 文 明 、 跨 种 族 的 特 点 ， “ 新 文 科 ” 倡 导 的 这 种

“融合创新”便成为培养能够胜任非遗文化外宣翻译人

才的契机。

（一）找准融合支点

要践行好这种“融合创新”，首先需要找准非遗文

化与外语类学科知识的融合点，充分利用好各学科中的

有效资源，建立起一套符合非遗规律与外语类学科特点

的独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二）教学内容融合

第一，非遗与语言基础类课程融合。语言学习是外

语专业的根本。以英语专业为例，通过在综合英语、英

语听力、英语阅读、英语写作等基础课程中，适当融入

非遗文化元素作为听力、阅读、写作或口语练习，以语

言技能培养为依托，增加非遗相关专业知识。

第二，非遗与翻译类课程融合。在培养学生扎实翻

译理论基础的同时，将非遗内容融入翻译类课程，为翻

译课堂提供丰富的非遗文化翻译实例，或直接开设“非

遗翻译”等特色课程，系统教授非遗外宣翻译策略，加

强学生对外宣翻译工作具体内容的理解。

第三，非遗与文化类课程融合。外宣翻译本身是一

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外宣翻译人才要能够结合不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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