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1), 626-63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07  

文章引用: 赵振强, 沈越. 跨文化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社会文化理论下的商务翻译课程改革[J]. 教育进展, 2024, 
14(11): 626-635. DOI: 10.12677/ae.2024.14112107 

 
 

跨文化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社会文化理论下

的商务翻译课程改革 

赵振强，沈  越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浙江 绍兴 
 
收稿日期：2024年10月8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6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13日 

 
 

 
摘  要 

基于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论文分析了该理论对商务翻译教学的指导意义，并提出了将思政元素融

入课程的创新方法。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课堂观察和学生访谈。通过对《实用商务

翻译》课程为期一学期的教学实践，本研究发现：1) 社会文化理论有助于构建更具互动性和文化敏感性

的翻译教学环境；2)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教学策略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3) 
将思政元素与商务翻译实践相结合，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文化

理论为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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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Vygotsky’s sociocultur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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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proposes innovative method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The study employs a mixed research methodology, including literature 
analysis,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student interviews. Through a semester-long teaching prac-
tice of the “Practical Business Translation” course, this study finds that: 1) Sociocultural theory 
helps construct a more interactive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 translation teaching environment; 2) 
Teaching strategies based on sociocultural theory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3) Comb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busi-
ness translation practice can strengthen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ciocultural theory provides effective theoretical guid-
ance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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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商务翻译教学面临着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双重挑战。维果茨基

的社会文化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理论强调学习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与商务翻译的实

践特性高度契合。同时，课程思政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要求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

程教学。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文化理论在商务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如何通过这一理论框架实现课程

思政的创新。通过对《实用商务翻译》课程的实践研究，本文将分析社会文化理论对构建互动性教学环

境、提升学生跨文化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作用，以及如何将思政元素与商务翻译实践相结合，从而

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2. 理论基础 

2.1.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Vygotsky’s Sociocultural Theory)是 20 世纪发展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该

理论强调人类认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互动和文化背景的产物。维果茨基认为，认知功能首先在

社会层面上出现，然后内化到个人的心理层面。他提出的“近侧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概念尤为重要，指的是学生在有指导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潜力状态，而这种潜力在孤立学习的情况

下是难以实现的[1]。 
在维果茨基的视角下，语言被视为文化发展的工具，既是沟通的手段，也是认知发展的核心工具。

语言不仅是思维表达的工具，也是思维发展的方式。通过语言与更有经验的人成员，如教师或同学的互

动，学习者能够进入其近侧发展区，促进其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2]。这种互动强调了社会环境在教

育过程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教育应当是一个社会化过程，而非孤立的信息传递。 
此外，维果茨基强调文化在认知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文化不仅提供了工具和符号，还赋予

了这些工具和符号意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会发展出不同的认知方式，这突显了在教育中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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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文化差异的重要性[3]。通过对不同文化符号系统的理解和使用，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 
因此，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不仅解释了教育过程中的认知发展路径，还为教育改革特别是跨文

化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这种理论视角在全球化教育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鼓励互动和文化

敏感性，还指导我们如何更有效地整合课堂内外的文化元素。 

2.2. 社会文化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实践中，以提升学生学习的有效性和互动性。它在现代

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尤其是在构建互动教学环境以及发展跨文化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 
首先，课堂交流是社会文化理论在教育中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鼓励交流与合作，学生能够在

知识共享的过程中进行学习。这种方法利用了学生之间的对话和讨论，使他们能够从他人的视角中学习

和反思自己的观点。教师在这种设置中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同时也是学习的引导者和支持者，为学生

提供支持以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并帮助他们进入其近侧发展区[5]。 
其次，该理论支持配合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的教学策略。在 PBL 中，学生通过解

决现实问题进行学习，这要求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和协作，全面应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这种以学生为

中心的学习模式契合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念，即通过实际应用和社会互动促进学生的学习[6]。 
最后，社会文化理论还强调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它提醒教育工作者在设计课程时考虑到学

生的文化背景，并鼓励他们将文化元素纳入到学习内容中。这样的课程设计能够提升学生对不同文化的

敏感性和理解力，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社会环境[7]。 
通过以上应用，社会文化理论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鼓励更为开放和互动的教学方式。

这对于促进商务翻译教学中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训练尤为重要，为将思政元素有效地融入课

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3. 社会文化理论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根据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学习不仅是个体内部的认知过程，更是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互

动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了社会互动在学习中的核心作用。维果茨基认为，知识的构建是通过与他

人的互动实现的，尤其是在“近侧发展区”(ZPD)内。ZPD 是指学生在有指导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潜在发

展水平。教师和同伴的支持可以帮助学生在 ZPD 内实现更高水平的理解和技能掌握。因此，合作学习和

小组讨论成为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策略。 
其次，文化背景对学习内容和方式的影响不可忽视。社会文化理论指出，文化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

动机和兴趣，还决定了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信息。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可能在学习风格、问题解决策略

和知识应用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教育者需要考虑学生的文化背景，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此外，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学习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维果茨基强调语言是思维发展的工具，通

过语言，学生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反思。课堂中的语言互动，如教师的提问、学生的回答和讨论，不仅

促进了知识的传递，还增强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因此，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表达自己的

观点，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 
最后，社会文化理论还强调了工具和符号在学习中的作用。学生通过使用各种工具(如计算机、实验

设备)和符号系统(如数学符号、科学公式)来扩展他们的认知能力。这些工具和符号不仅帮助学生理解复

杂概念，还促进了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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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文献分析 

在本研究中，文献分析是理解和应用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的基础步骤。我们首先翻阅了大量关于

社会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和最新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献涵盖了理论的基础概念、其在教育中的具体应用，

以及在多种文化背景下的实证研究。文献分析帮助我们明确该理论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范围和可能性，

以及其对促进学生跨文化理解和批判性思维的潜在贡献[8]。 
文献分析过程中，我们专注于几类文献：首先是维果茨基的原始作品及其后继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

扩展和解释。其次是关于社会文化理论在不同教育背景和科目中的应用案例，这些案例为我们如何将理

论应用于商务翻译教育提供了实证基础[4]。最后，我们分析了思政教育相关文献，探讨如何在课程中结

合思政元素，以及这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潜在影响[9]。 
通过对文献的综合分析，我们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理论背景信息，还识别了当前研究的空白和不足之

处。这一过程为制定研究设计和选择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指导，使得我们的研究具有更强的实证性和理

论指导意义。 

3.2. 课堂观察 

课堂观察是一种直接获得第一手数据的研究方法，它允许研究者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观察和记录教

师和学生的互动。本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课堂观察，重点关注《实用商务翻译》课程中社会文化理论框架

下的教学实践。这一方法帮助我们理解理论应用于实际教学时的具体表现及其效果[10]。 
在课堂观察过程中，我们使用了结构化观察表格，以确保数据的系统性和一致性。观察的重点包括

教师如何引导学生互动、学生的合作活动、以及跨文化交流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活动。我们还记录了学

生在相关活动中的参与度和表现，以评估教学策略的有效性[11]。 
观察结果显示，利用社会文化理论进行教学，可以有效地促使学生积极参与跨文化互动活动，并在

讨论中展现出显著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此外，我们还观察到，思政元素的整合激发了学生对社会责任和

职业道德的思考。这些发现为我们进一步验证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3.3. 学生访谈 

除了观察与记录，学生访谈亦是本研究的重要部分。通过与参与《实用商务翻译》课程的学生进行

深入访谈，我们获得了关于他们学习体验的更为丰富的洞察。访谈帮助我们捕捉学生的主观感受和对课

程内容的个人解读，这些信息对于验证课堂观察所得的结果和丰富研究结论至关重要[1]。 
访谈以半结构化方式进行，使学生能够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同时也确保研究主题的完整涵盖。我

们与学生讨论的主要话题包括：对课程中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看法、社会文化理论框架的感受、以及思政

元素的融入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观[12]。 
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积极评价通过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教学策略，认为这种策略促进了他们的跨文化

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尤其是，思政元素的融合使他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了翻译工作中的社会责任，促

使他们在职业道德方面有所反思。这些反馈不仅验证了理论的价值，也为未来课程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4. 社会文化理论与思政元素的协同教学策略 

4.1. 目前商务翻译的课程现状及研究重要性 

4.1.1. 课程现状 
商务翻译课程作为培养国际商务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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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挑战。以下将从课程内容设置、教学方法创新以及学生能力培养三方面

进行探讨。 
1) 课程内容设置 
商务翻译课程的内容设置是否能够满足实际需求，是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目前，许多高校的商务

翻译课程内容存在以下不足： 
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过于注重翻译理论的讲解，而忽视了实际商务环境中的应用。学生往往能够

熟练背诵翻译理论，但在面对真实商务文件时却无从下手。 
商务知识覆盖不足：商务翻译不仅需要语言能力，还需要扎实的商务知识背景。然而，当前许多课

程对商务知识的涉及较为浅显，难以满足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需求。 
专业领域划分不明确：商务翻译涉及金融、贸易、法律等多个专业领域，但现有课程往往未能对这

些领域进行清晰的划分和深入的探讨，导致学生难以在特定领域形成专业优势。 
2) 教学方法创新 
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提高商务翻译课程效果的关键。目前，商务翻译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 
传统教学模式主导：大多数课程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师讲解 + 学生练习”模式，缺乏互动性和参与

感，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实践环节不足：虽然部分高校已经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但由于资源限制或课程安排等原因，实践

环节的设置仍然不够充分。学生缺乏真实的商务翻译实践机会，难以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 
评估方式单一：课程评估多以期末考试为主，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翻译能力和商务素养。这种评估

方式容易导致学生为应付考试而学习，而非真正掌握实用技能。 
3) 学生能力培养 
商务翻译课程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具备专业能力的商务翻译人才。然而，当前课程在学生能力培养方

面仍存在一些不足： 
语言能力与商务知识的平衡：许多课程过分强调语言能力的提升，而忽视了商务知识的积累。这导

致学生虽然翻译技巧娴熟，但对商务内容的理解不够深入，难以准确传达原文的商业含义。 
跨文化交际能力欠缺：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商务翻译人才至关重要。然而，现有课

程对这一能力的培养往往不够重视，导致学生在处理跨文化商务翻译时力不从心。 
职业素养培养不足：商务翻译不仅需要专业能力，还需要良好的职业素养，如职业道德、团队协作

能力等。当前课程在这方面的培养还有待加强。 

4.1.2. 研究意义 
在当前商务翻译课程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将社会文化理论融入《实用商务翻译》课程具有重要

的研究意义。这种融合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现有课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能为商务翻译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

方法。 
1) 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理论的融入可以帮助打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局面。通过创设真实的商务环境，让学生在模拟的社会

文化情境中进行翻译实践，不仅能够加深对翻译理论的理解，还能提高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商务翻译的能

力。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其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需求。 
2) 丰富商务知识的学习方式 
理论的融入可以有效改变传统的知识灌输模式。教师可以设计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互动性强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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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活动，让学生在模拟的商务情境中学习和应用相关知识。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增加学生对商务知识的理

解深度，还能培养其在实际商务环境中的应变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精神。 
3) 优化教学方法，提高学习效果 
理论的融入可以显著推动教学方法的创新。例如，可以采用项目式学习、协作学习等方法，让学生

在完成真实商务翻译任务的过程中主动构建知识。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还能培养

其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以及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4)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理论的融入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务习惯和表达方式。通过设计跨文化商务

情境的翻译任务，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熟练应对文化冲突与误解，这对于未来从事

国际商务翻译工作及有效沟通是至关重要的技能准备。 
5) 完善教学的评估体系 
理论的融入可以改变传统单一的考试评估模式。例如，可以引入过程性评估、同伴评估等多元化的

评估方法，全面考察学生的翻译能力、商务知识、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等多个方面。这种评估

方式不仅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还能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和持续进步。 
6) 培养职业素养和软技能 
理论的融入可以助力学生职业素养和软技能的全面培养。通过设计模拟真实商务环境的翻译项目，

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培养职业道德、团队协作、时间管理、沟通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重要的职业素养

和软技能。这些能力对于学生未来在商务翻译领域的职业发展和职场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4.2. 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思政元素融入 

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实用商务翻译》课程的思政改革实践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

入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与政治素养并重。这种融合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翻译技能，还能增

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 

4.2.1. 理论指导 
1) 情境学习：通过创设真实的商务翻译场景，如模拟国际商务谈判、翻译企业海外业务资料等，将

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其中。例如，在模拟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商务谈判场景中，学生在进行翻译时，不

仅要准确传达商务信息，还要体现出中国企业的诚信经营、互利共赢等价值观。 
2) 协作学习：小组讨论和项目合作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翻译项目中，学生

们分工合作，共同攻克难题，学会倾听他人意见、发挥各自优势，增强团队凝聚力。 
3) 文化工具：利用翻译软件、语料库等工具的同时，引导学生批判性思考技术对翻译行业的影响。

例如，探讨机器翻译的优势与局限性，让学生认识到人类译者在文化传递和价值判断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 
4) 近侧发展区：设计难度适中的翻译任务，既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又能在过程中渗透思政内

容。如在翻译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商务文本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 

4.2.2. 具体实践 
1) 课程内容选择 
优先选择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商务文本，如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商务合同等。以翻译中国某科技公司海外并购的新闻稿为例，学生在准确传达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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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同时，思考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社会责任，培养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 
2) 翻译技能训练 
词汇训练：介绍“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如“小康社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让学生深

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增强文化自信。 
语法训练：选用反映中国发展成就的句子作为被动语态讲解的例子，使学生在学习语法的同时，感

受中国的发展进步。 
篇章训练：分析中外商务文本的结构差异，引导学生思考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培养跨文化交际

能力。 
数据显示，90%的学生认为这种结合方式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国特色词汇的深层含义，85%的学生

表示这种方法提高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3) 翻译项目设计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翻译：学生在翻译过程中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感。 
跨文化商务谈判模拟：学生扮演不同角色，体验文化差异，培养文化自信和包容性。 
“一带一路”商务文件翻译：学生通过翻译实践，理解中国的国际合作理念，培养国际视野。 
分析表明，这些项目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翻译能力，还增强了他们的家国情怀。跟踪调查显示，参与

这些项目的学生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强的文化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意识，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p < 
0.05)。 

4) 评价体系改革 
将思政元素纳入课程评价体系，确保其得到应有的重视。翻译质量评估占 60%，包括准确性、流畅

性等传统指标；思政元素理解与应用占 20%，评估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和在翻译中的应用；文化反思

报告占 20%，学生撰写反思报告，探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思考。讨论发现，评价体系改革初期遇到一些

挑战，如客观评估思政元素的融入程度较难。通过制定详细的评分标准并进行评分员培训，解决了这一

问题。经过一学期的实践，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特别是在跨文化理解和价值观表达方面。 
社会文化理论为《实用商务翻译》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通过情境学习、协作学习

等方式，成功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的各个环节。实践证明，这种融合不仅没有削弱专业教学，反而

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综合能力。 

4.3. 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估与持续优化 

为了全面评估《实用商务翻译》课程思政改革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持续优化教学方案，我们

精心设计并采用了一套多维度、多方法的评估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涵盖了学生在专业技能和思想政治素

养方面的进步，还通过多种评估方法确保评估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基于这些评估结果，我们不断调

整和改进教学策略，以确保课程改革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4.3.1. 多维度评估体系 
建立包含知识、能力、素养三个维度的综合评估体系，旨在全面衡量学生在专业技能和思想政治素

养方面的进步。 
1) 知识维度 
评估学生对翻译理论、技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例如，通过期末考试中

的概念解释题，考察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等重要思政元素的理解。数据显示，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学

生在这类题目的平均得分从期初的 68 分提升到了 86 分，提高了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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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实践观察显示，在社会文化理论与思政元素协同教学的框架下，学生对翻译理论和思政知识的

融会贯通能力显著提升。例如，在翻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文本时，学生能够准确运用

翻译策略的同时，深入阐释其蕴含的思政内涵。观察数据表明，学生在课堂讨论中准确引用社会文化理

论解释思政概念的频率从学期初的平均每次讨论 2 次增加到 6 次，增幅达 200%。这一现象反映了协同教

学策略在促进学生知识整合方面的显著成效。 
半结构化访谈中，80%的学生表示，将社会文化理论与思政元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

理解了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一位学生分享道：“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翻译案例，我不仅掌握了

术语翻译技巧，还深入理解了中国对全球化的独特贡献。”这种反馈印证了协同教学策略在提升学生综

合知识理解方面的积极作用。 
2) 能力维度 
评估学生运用翻译技能和思政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设计了模拟国际商务谈判的情景测试，

要求学生在翻译过程中恰当传达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结果显示，85%的学生能够准确翻译相关术

语，并在翻译中体现出对中国企业文化的深刻理解。 
课堂实践观察进一步揭示了协同教学策略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深远影响。在一次模拟“中国企业参与

国际减贫项目”的翻译实践中，学生不仅需要准确传达专业术语，还要体现中国特色的减贫理念。观察

显示，90%的学生能够在翻译中自如地运用社会文化理论，准确传达中国减贫经验的文化内涵和全球意

义。特别是在处理文化差异较大的概念时，如“精准扶贫”，学生展现出了较高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这反

映了协同教学策略在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方面的显著成效。 
半结构化访谈中，88%的学生认为，将社会文化理论与思政元素结合的教学方法极大地提升了他们

处理复杂翻译任务的能力。一位学生表示：“在翻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理念时，我不仅注

重语言对等，还能结合社会文化理论，深入阐释其中蕴含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这让我的翻译更具说服力

和感染力。”这些反馈凸显了协同教学策略在培养学生高阶思维和实践能力方面的独特优势。 
3) 素养维度 
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评估学生的文化自信、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变化。在学期末的匿名问卷

中，92%的学生表示课程显著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自信，76%的学生认为自己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有了质的

飞跃。 
课堂实践观察进一步证实了协同教学策略对学生素养培养的积极影响。在一次以“全球治理中的中

国方案”为主题的翻译工作坊中，学生需要翻译并阐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贡献。观察显示，95%的学生

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能够自如地运用社会文化理论解释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特

别是在讨论环节，学生们展现出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理解和自豪感，这反映了协同教学策略在培

养学生文化认同感和国际视野方面的显著成效。 
半结构化访谈中，89%的学生表示，通过将社会文化理论与思政元素相结合的学习，他们对自身作为

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一位学生分享道：“在翻译‘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时，我不仅理解了

其语言表达，更感受到了作为翻译者在促进国际理解中的重要作用。这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专业，也更

有责任感。”这种深层次的认知变化凸显了协同教学策略在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独特

优势，为学生未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素养基础。 

4.3.2. 多方法评估策略 
为确保评估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我们采用了多种评估方法。 
1) 量化评估 
除了传统的笔试成绩，我们还引入了标准化的思政素养测评量表。例如，使用“文化认同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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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进行前测和后测，结果显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平均提升了 23.7% (p < 0.01)。 
2) 质性评估 
通过学生的翻译作品分析、课堂观察和反思日志等方式，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一位学生在反

思日志中写道：“翻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时，我真正理解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刻

内涵。”这类质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学反馈。 
3) 第三方评估 
邀请外聘教授参与评估，提供客观的外部视角。在一次模拟商务谈判中，一位有着企业从业经历的

教授评价道：“学生们不仅展现了扎实的翻译技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准确诠释和

自信表达。” 

4.3.3. 持续优化机制 
基于多维度、多方法的评估结果，我们建立了课程持续优化机制。 
1) 定期研讨会 
每月召开教学研讨会，分析评估数据，讨论改进方向。例如，发现学生在翻译中国特色词汇时存在

困难后，我们增加了专门的词汇训练模块，效果显著。 
2) 动态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时事热点和学生反馈，及时更新教学案例。如在后疫情时代国际贸易不景气时期，我们增加了

与国际社会增加经贸往来相关的翻译练习，既提升了学生的翻译技能，又培养了他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 
3) 个性化辅导 
针对评估中发现的个体差异，我们实施了“一对一”辅导计划。通过定制化的学习方案，帮助学习

困难的学生提升成绩，也为优秀学生提供更多挑战。这一措施使得学生的及格率从 90%提升到了 98%，

优秀率从 15%提升到了 35%。 
通过这套系统的评估与优化机制，《实用商务翻译》课程的思政教学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学生不

仅在专业技能上有了长足进步，更重要的是在文化自信、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这种将思政

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的模式，为高校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4.4. 结论 

本研究以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为基础，对《实用商务翻译》课程进行思政改革实践。通过情境

学习、协作学习和文化工具应用等策略，课程不仅强化了学生的翻译技能，还有效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

信与社会责任感。所设计的多维度评估体系和实施的动态优化机制，确保了思政改革的有效性与可持续

性。结果显示，学生在知识、能力、素养等各个维度均有显著提升，尤其是在文化认同与社会责任感方

面表现突出。学生反馈表明，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教学策略提升了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和批判性思维，实

践结果支持了理论的应用价值。本研究为《实用商务翻译》课程提供了创新的思政改革路径，并为其他

专业的课程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方法，有助于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责任感的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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