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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下午，德语系朱小雪教授主持的两个北京市教委科研项目结项报告会在我校举行。项目名

称是“欧洲最新的语言能力指标体系研究”、“功能语言学和翻译教学改革”。专家组经过认真审核，

通过了对项目的验收。 
  参加本次结项会议的有五位评审专家。专家组组长为教指委德语组前组长、北外德语系钱敏汝教

授，对外经贸大学德语系陈健平教授，二外翻译学院院长张文教授，二外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所王美玲副教授以及二外德语系副主任赵琛新副教授。科研处副处长程宇红、德语系项目参与者王京平

教授和刘学慧副教授参加了结项报告会。 

  项目负责人朱小雪教授首先对两个项目进行了陈述。 
  “欧洲最新的语言能力指标体系研究” 项目参照21世纪的《欧洲共同语言大纲》（2001年）及

现有语种具体化德文版本《德语语言大纲》（2002年），引进了通用于不同语言的外语教育、学习和

评价体系，以语言实际应用能力为纲，六级分段，内容详尽，分级分项，但不分语种。传统的5项外语

技能（听、说、读、写、译）按照语言实践领域的不同分作12项语言行为能力，即：口语、书面理解

能力；口语、书面表达能力；口语、书面互动能力；单向汉德、德汉笔译能力；单向汉德、德汉口译能



力，以及双向德汉口译能力和德德口译能力。各项、各级别均包括总体能力描述和具体能力描述，共计

125页。项目研究提出建议，外语各学科在重新定义各项语言能力的基础上，以实践交际能力为基础确

定语言水平衡量标准，与国际最先进的语言标准体系接轨，努力建立中国跨语种的通用语言能力指标体

系。 
  “功能语言学和翻译教学改革”项目从国内外翻译学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分析出发，从理论上说明了

翻译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从方法论上说明采用新教学法的可能性。研究指出，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

基础、以文本为对象的翻译学必将让位于以交际学为基础、以翻译过程为对象的翻译学。这将带来翻译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巨大变革。 
  传统翻译学将翻译学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把翻译看作是语言代码的转换。“功能翻译学”认为

翻译学是交际学的分支。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特殊形式。更确切地说，翻译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代

码转换，而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语言中介和文化中介。 
  翻译教学必须从文本翻译的“死胡同”走出来，研究跨文化交际的背景要素、场合要素、语言要素

以及副语言和非语言要素，研究翻译的过程，把翻译教学变成系统提高理解能力、研究能力、分析判断

能力、整理编辑能力和表达发布能力的过程。 
  传统翻译学的中心概念是“语言等值”，以源语和译语文本的词汇、语法、语义的对应与否来判别

翻译的质量。“功能翻译学”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场景适宜性”的新概念，用全新的观

点重新审视和评价不同翻译任务的作用、目的和标准。  

  评审组专家对项目中具有创新性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此两个项目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均超出德语专业的领域，对整个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都有重要的启示。在答辩阶段，大家秉承认

真严谨的学术精神就研究成果的理论问题和在教学实践中的实际运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并对可以进一步完善以及探讨的地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报告会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持续了四个半小时，可谓是一场学科领域内专家的“高峰论坛”。答辩

结束后经过评审组专家的讨论，这两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得到一致肯定，批准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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