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6.478'3.+0+49/.: ;,<6.8<<=.6>8-<6(9!?+'6/0?'68.'8<@:6(6+." A+0B!$CD&)%

:+6!#!)E$F$GH)6<<.)#FI!J"%$K)!"#!)"%)"!#

英语专业学生翻译中词典使用现状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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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词典使用是翻译中的一项重要策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英语专业本

科高年级学生翻译中的词典使用情况& 研究发现+学生拥有的词典数量,类型偏少#部分词典

使用频率低#不能满足翻译需要(学生对翻译中词典使用策略的认知模糊#在词义提取,信息线

索的利用等方面存在问题(教师的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客观上致使一些学生不能主动,独立

查阅词典& 建议重新定位词典使用策略,发挥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多途径普及词典知识#以

充分发挥词典作为一种学习策略的功能及其对翻译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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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翻译能力的培养是英语专业教学目标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

纲0-下简称/大纲0.

*#+##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英语

专业应着力培养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

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并就翻译能力提出了具体

要求" 然而!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薄弱!以

!"## 年英语专业八级-7@SNK.第五项翻译为

例!英译汉)汉译英的全国平均分分别为 F)E! 和

%)#!-总分均为 #" 分." 多年来全国英语专业四

级和八级统考结果不能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是未

能开设工具书课程*!+#!K

!因而学生难以掌握足够

的词典知识和词典使用策略" 词典历来被认为是

%治学的良师益友&%翻译的案头顾问&

*E+

!词典使

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译文质量" /大

纲0

*#+##对英语专业学生入学和达到二级)四级)

六级)八级水平所要求具备的词典运用能力也有

明确规定"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英语

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翻译中的词典使用情况!以

期为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提供建议和参考"

一%研究现状

词典使用不仅仅是翻译实践的辅助性活动!

更是学习者在翻译中所使用的有意识的学习策略

的一部分" 目前对词典使用的研究涉及词典使用

现状*V+ *%+ *F+ *I+ *K+

)词典使用与词汇量搭配能力

的 关 系*$+ *#"+ *##+ *#!+ *#E+

) 词 典 使 用 策 略 培

训*#V+ *#%+ *#F+

)词典与翻译*E+ *#I+ #"# N#"! *#K+

" 总体而

言!前人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研究视角主要

集中于词典使用现状!且大多数以非英语专业学

习者为研究对象" 对于词典使用和语言活动之间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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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探讨仅局限于词汇量与搭配能力!虽有学

者指出词典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但也只停留在

理论探讨层面!缺乏相关的实证性研究"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调查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翻译中

的词典使用现状!并对其使用各种策略的情况进

行客观描述和成因分析" 具体研究问题是#在翻

译教学中!英语专业学生的词典使用现状如何,

在词典使用上需要得到哪些引导和训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来自一所本科院校的 "I 级)"K 级的 !V% 名

英语专业学生参加了问卷调查!问卷为随机发放!

其中!"I 级 #%% 人!"K 级 $" 人" 共发出问卷 !V%

份!其中 E" 份因不符合要求而被视为无效答卷!

最终有效答卷为 !#% 份"

"二$研究工具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工具为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基

于前人相关设计*I+ *K+ *#E+

!并结合翻译自身特点

进行了一定的修改" 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为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翻译中词典的使用

策略!涉及翻译中不同类型学习词典的使用频率)

翻译中查阅英语单词的目的)翻译中多义词的词

义提取策略)词义提取中词典信息线索的利用)翻

译中双解词典使用策略)查完生词后的通常做法)

教师指导学生运用词典情况等方面" 第二部分的

选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被试选择符合自身实

际情况的选项-# g从不!! g很少!E g有时!V g

经常!% g总是."

调查结束后!将所得数据运用社会科学统计

软件 ?U??#F)" 进行分析!用描述性统计得出翻译

中各项词典使用策略的平均数-S8/..和标准差

-?(/.:/-: R8>6/(6+.."

四%结果与讨论

"一$拥有的词典类型与使用频率

表 #C翻译中不同类型学习词典的使用频率

#

-从不.

!

-很少.

E

-有时.

V

-经常.

%

-总是.

平均值

S

标准差

?(:)R

英汉词典-纸质. #!-%)F. IK-EF)E. II-E%)K. VV-!")%. V-#)$. !)II )$"

英汉双解词典-纸质. #F-I)V. KE-EK)F. I!-EE)%. E$-#K)#. %-!)E. !)F$ )$E

英英词典-纸质. VK-!!)E. #"V-VK)V. V$-!!)K. #V-F)%. "-". !)#E )KE

汉英词典-纸质C EI-#I)!. K$-V#)V. IV-EV)V. #V-F)%. #-")%. !)E# )KV

汉语词典-纸质. F!-!K)K. ##F-%V)". !$-#E)%. F-!)K. !-")$. #)$E )I$

电子词典 %-!)E. ##-%)#. VV-!")%. #!F-%K)F. !$-#E)%. E)IF )KV

考级词汇手册 #K-K)V. FV-!$)K. II-E%)K. %!-!V)!. V-#)$. !)K# )$F

CC根据表 #!我们可以发现#

#)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基本上都拥有纸质词

典或电子词典!在翻译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电子

词典-SgE)IF ?Rg)KV.!这可能是由于相对纸

质词典电子词典有着多种优势!如%查阅方便&

%多功能& %便于携带&等*#$+ *!"+

" 其次是考级词

汇手册-Sg!)K# ?Rg$F.!考级词汇手册往往是

针对各种等级考试专门编写!词语和例句的选择

具有典型性!迎合了学生的应试需求!具有明显的

急功近利性质" 翻译是一项复杂)高级的言语解

码和编码行为!不仅要求译者对源语和目标语相

关词语表达的概念意义有较好的掌握!还应熟谙

相关的文化背景)语用信息" 电子词典和考级词

汇手册词条少)缺乏例证)释义不明确等特点显然

不能满足译者的需求" 相比之下!纸质词典具有

明显的优势"

!)翻译中!学生使用较多的纸质词典是英汉

词典-Sg!)II ?Rg)$".)英汉双解词典-Sg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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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g)$E.)汉英词典-Sg!)E# ?Rg)KV.)

英英词典-Sg!)#E ?Rg)KE." 虽然从理论上讲

使用英英词典有诸多益处!但本次调查表明英语

专业的学生却相对很少使用英英词典!原因之一

可能是很多高年级学生尚未习惯于英语思维" 此

外!学生较少使用汉语词典!他们似乎对自己的母

语水平极度自信" 显然这也不利于提高译文质

量!因为翻译是双语实践活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学生对词典使用及其重要性缺乏理性的

认识"

"二$翻译中查询英语单词的目的

表 !C翻译中查阅英语单词的目的

#

-从不.

!

-很少.

E

-有时.

V

-经常.

%

-总是.

平均值

S

标准差

?R

查词语的读音 #-%. !V-##)!. $#-V!)E. KE-EK)F. #F-I)V. E)V# )K"

查词语的汉语释义 !-")$. I-E)E. !I-#!)F. #V#-F%)F. EK-#I)I. E)$F )I!

查词语的语法信息 F-!)K. F$-E!)#. $E-VE)E. V!-#$)%. %-!)E. !)KI )KV

查词语的文化语用信息 #%V-I#)F. %!-!V)!. $-V)!. "-". "-". !)EF )I!

查词语的文体修辞信息 !$-#E)%. #!K-%$)%. %%-!%)F. !-")$. #-")%. !)#% )FI

查熟词新义 #"-V)I. %#-!E)I. $!-V!)K. %F-!F)". F-!)K. !)$K )K$

查词语搭配 V-#)$. FK-E#)F. KI-V")%. %"-!E)E. F-!)K. E)E$ )I$

CC根据表 !!我们可以发现#

#)英语专业学生在翻译中遇到生词或对某个

词义不确定时都会求助于词典!这是一种良好的

习惯" 根据调查!获取汉语释义-SgE)$F ?Rg

)I!.或熟词新义-Sg!)$K ?Rg)K$.是学生查阅

词典的主要目的" 对翻译而言!掌握某个词语或

表达的概念意义是基础性的一步" 然而!这在一

定程度会阻碍纯粹通过上下文或结合文化背景猜

测词义能力的发展"

!)很大比例的被试在翻译中会查阅词语搭配

-SgE)E$ ?Rg)I$.)读音-SgE)V# ?Rg)K".)

语法信息-Sg!)KI ?Rg)KV." 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长期的应试训练-如 7@SNV 的 A+'/W,0/-9

j?(-,'(,-8部分.诱使学生过分注重语言知识!而

忽视了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这也反映出目

前语言教学和教改中的 %形式中心& -1+',<+.

1+-[.与%意义中心&-1+',<+. [8/.6.4.之间的矛

盾$其二!一部分学生尝试在翻译训练与实践中兼

顾语言知识的积累!以期促成听)说)读)写)译五

项语言技能的合理均衡发展" 如果是出于后者考

虑!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如果是前者!我们应该从

教学理念与方法上予以科学的引导"

E)语言学派认为译文与原文要语用等效

-T-/4[/(6'85,6>/08.'8.

*!#+E

!而缺乏识别不同英

语文体的能力往往会造成语义误用" 翻译作为一

种信息交流活动!作为不同文化的传达手段!要注

重语言交流的实际运用效果!从而使译文读者与

原文读者最大程度上获得同等的理解和感受" 源

语和目标语在文化语用)文体修辞等方面的差异

常使译者不假思索地犯下理解错误!而词典中往

往会通过翔实的释例再现源语的文化语用信息与

文体修辞信息" 然而!较大比例的被试在翻译中

很少或从不通过词典获得相关的文化语用信息

-Sg!)EF ?Rg)I!.与文体修辞信息-Sg!)#%

?Rg)FI.!这应该引起教学双方的足够重视"

"三$翻译中多义词的词义提取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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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C翻译中多义词的词义提取策略

#

-从不.

!

-很少.

E

-有时.

V

-经常.

%

-总是.

平均值

S

标准差

?R

选择自己已知的词义!不查

词典
!-")$. V%-!")$. K$-V#)V. FK-E#)F. ##-%)#. E)#$ )KF

选择词典中该词的第一个或

较前的义项
K-E)I. V#-#$)#. KF-V")". IF-E%)E. V-#)$. E)#E )KI

结合语境从词典中选择适当

的义项
#-")%. #V-F)%. %I-!F)%. ##E-%!)F. E"-#V)". E)IE )K"

确定所需义项后!看完该词的

其它所有义项
K -E)I. %!-!V)!. #"$-%")I. V!-#$)%. V-#)$. !)$# )K#

CC根据表 E!我们有如下发现#

#)由于历史)社会)科技)认知等因素!一词多

义-T+09<8[9.成为英语语言的显著特色之一!但

其复杂性也给语言学习过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就翻译而言!不少译者在多义词的词义选择中倍

感棘手" 语境对于消除多义词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歧义起关键性作用!调查显示!被试基本上能结合

语境从词典中选择适当的义项-SgE)IE ?Rg

)K"." 这一点出乎笔者的意料!因为不少报道称

学生并不能结合语境选取合适的词义" 原因可能

是在平时的训练中!学生有机会使用词典!会尽可

能将原文的每一个词都译得恰如其分" 而考试中

不允许使用词典!这就制约了学生发挥的空间"

!)翻译中!一些学生会%选择自己已知的词

义!不查词典&-SgE)#$ ?Rg)KF.或%选择词典

中该词的第一个或较前的义项&-SgE)#E ?Rg

)KI." 这两种策略不仅不利于提高译文质量!甚

至会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引发矛盾冲突"

E)调查还显示一部分学生在确定所需义项

后!并没有耐心看完该词的其它所有义项-Sg

!)$# ?Rg)K#." 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本无可厚非!

但从附带学习-6.'6:8.(/008/-.6.4.的角度看不利

于提高语言学习效率" 附带学习是相对于学习者

有意学习-6.(8.(6+./008/-.6.4.而言!学生在进行

其他学习任务时-如翻译.!附带习得了词汇"

"四$词典信息线索的利用

表 VC词义提取中词典信息线索的利用

#

-从不.

!

-很少.

E

-有时.

V

-经常.

%

-总是.

平均值

S

标准差

?R

#)利用%词典例证& #V-F)%. EE-#%)E. K#-EI)I. IK-EF)E. $-V)!. E)#F )$F

!)利用%同义辨析& #"-V)I. VI-!#)$. #"$-%")I. VK-!!)E. #-")%. !)$! )K"

E)利用%释例插图& !"-$)E. #!"-%%)K. %$-!I)V. #F-I)V. "-". !)EE )IV

V)利用%同义词&%反义词&%联想

词&等线索扩展寻词范围
#V-F)%. FF-E")I. KV-E$)#. VK-!!)E. E-#)V. !)K# )$"

%)无法确定某一词义或用法时!

求助于其它词典
E-#)V. !F-#!)#. KI-V")%. KV-E$)#. #%-I)". E)EK )KV

CC根据表 V!我们有如下发现#

#)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的学生!被试已具备

一定的多途径检索词义的能力!如%利用词典例

证&-SgE)#F ?Rg)$F.)%利用同义辨析& -S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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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K".)%利用同义词)反义词)联想词等

线索扩展寻词范围& -Sg!)K# ?Rg)$".等!但

%总是&能坚持这些做法人数极少" 其次!调查显

示很多被试并不能充分利用释例插图-Sg!)EE

?Rg)IV.!在一般词典中!插图主要是为了便于

理解定义" 学习词典通常会配置大量联想插图!

不仅有助于定义的理解!还可以促进联想性学习!

使词典用户既获取知识又享受乐趣*!!+

" 说明有

必要举办相关的词典使用策略培训!使学生充分

了解并熟练运用词典的信息线索!进而最大限度

地使译文达到精当)准确的标准"

!)当无法确定某一词义或用法时!较大比例

的学生能求助于其它词典-SgE)EK ?Rg)KV.!

这一做法值得鼓励和提倡" 但从翻译课堂现状来

看!学生拥有的辞书数量极为有限!且很大比例的

学生翻译时使用电子词典!原因可能是纸质词典

%价格昂贵& %携带不方便&等*!"+

" 作为翻译教

师!应该予以科学引导!鼓励学生备有多部常用学

习词典"

"五$双语词典的使用策略

表 %C翻译中双语词典的使用策略

#

-从不.

!

-很少.

E

-有时.

V

-经常.

%

-总是.

平均值

S

标准差

?R

先看英语释义!再看汉语

翻译
E-#)V. K#-EI)I. K%-E$)%. EI-#I)!. $-V)!. !)K% )KI

先看汉语释义!再看英语

释义
#-")%. !K-#E)". $"-V#)$. K#-EI)I. #%-I)". E)EI )K!

只看汉语释义!不看英语

释义
#F-I)V. FF-E")I. %V-!%)#. I!-EE)%. I-E)E. !)$V #)"V

CC双语词典是译者认知另一种语言与文化的重

要工具之一!双语词典涉及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它

是两种文化和语言的一种综合体现*!E+

" 双语词

典与翻译活动联系密切!从狭义上看!双语词典又

被称为翻译词典*!V+

" 由此可见!正确使用双语词

典对提高译文质量大有裨益" 然而!调查显示

-见表 %.!大部分被试选择%先看汉语释义!再看

英语释义& -SgE)EI ?Rg)K!.或者%只看汉语

释义!不看英语释义&-Sg!)$V ?Rg)#)"V." 这

一点也说明英语专业学生对汉语的依赖较多!不

适应英语思维" 另外!翻译实践不是两种语码简

单的切换!有时单凭词典上的汉语释义是远不能

满足翻译需求的"

"六$查完生词后的通常做法

表 FC查完生词后的通常做法

#

-从不.

!

-很少.

E

-有时.

V

-经常.

%

-总是.

平均值

S

标准差

?R

抄下汉语义项 E-#)V. !%-##)F. VV-!")%. ##K-%V)$. !%-##)F. E)FE )K$

抄下英语义项 V-#)$. I!-EE)%. #"I-V$)K. !K-#E)". V-#)$. !)K" )IF

抄下英语例句 #"-V)I. K"-EI)!. K%-E$)%. EV-#%)K. F-!)K. !)I% )KK

抄下搭配和-或.用法 #-")%. EE-#%)E. $K-V%)F. FK-E#)F. #%-I)". E)!$ )KE

CC根据表 F!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能在查

完生词后根据需求主动做相应的记录!说明大部

分学生已具备一定自主学习能力" 然而调查显

示!学生过分注重汉语义项-SgE)FE ?Rg)K$.!

对母语的依赖较大!英语思维的形成任重道远!从

长远看来也不利于英语学习和翻译技能的培养"

这一调查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部分英语专

业学生对英语学习依然没有足够信心!在学习过

程中遇到每一个生词都要查词典!这种精神固然

可嘉!但同时也反映学生对于学习策略指导的需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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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词典中的英语义项和英语例句能加深学习者

对源语词汇的语义)语用信息的理解!有利于英语

思维的形成" 然而!调查中的被试能在查完生词

后做到%经常&或%总是&记录英语义项和例句的

学生分别只有 !K_和 EV_!说明学生对词典各项

信息的认知模糊"

"七$教师指导学生运用词典情况

表 IC教师指导学生运用词典情况

#

-从不.

!

-很少.

E

-有时.

V

-经常.

%

-总是.

平均值

S

标准差

?R

鼓励使用词典 E-#)V. #$-K)K. %!-!V)!. ##"-%#)!. E#-#V)V. E)FK )KK

告知词典的使用方法和适用

的学习类型
#!-%)F. %E-!V)I. #"%-VK)K. VE-!")". !-")$. !)KF )KE

设计练习帮助熟悉词典的使

用方法
EV-#%)K. $!-V!)K. I"-E!)F. #$-K)K. "-". !)EV )K%

CC根据表 I!我们可以发现#英语专业的教师能

注意鼓励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使用词典-SgE)FK

?Rg)KK.!说明大部分教师意识到词典在翻译认

知活动中的作用" 然而大部分教师并未系统地介

绍词典的使用方法和适用的学习类型-Sg!)KF

?Rg)KE.或设计练习帮助学生熟悉词典的使用

方法-Sg!)EV ?Rg)K%." 在词典运用策略形成

的过程中!单靠学生的自我感知和理解是不够

的*I+

" 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特定学习阶段)学习

能力)翻译的特点等设计各种类型的任务!有意识

地逐步培养并强化学生在翻译中独立使用)熟练

使用词典的意识!李明)周敬华*#I+曾提供四组练

习范例!教师可参考设计更多的练习"

五%启示与建议

首先!重新定位词典使用策略!注重基于任务

的相关策略训练" 大部分高年级学生已具备一些

词典使用技能!也体会到词典在翻译学习与实践

中的不可或缺性" 然而!对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词

典使用策略进行翻译!一部分学生的认知依然模

糊" 作为一种认知策略!词典使用是英语学习能

力的一种具体体现!与其它学习策略一样在翻译

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其次!增强对词典的系统认识!发挥教师的引

领示范作用" 词典使用是心理预测)信息解码)信

息加工和信息运用等综合能力的体现!它可以通

过教育手段获得!所以!教师应该鼓励学生主动)

独立查阅词典" 在指导学生之前!教师应该全面

系统地学习)领会词典相关知识与理论" 比如!在

充分了解现状和英英词典的优势的基础上!我们

应该鼓励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尽可能多地使用英

英词典!引导其充分利用英文注释!词条之间相互

参照" 因为根据附带学习的假说!这样既可以使

学生准确理解所查阅英语单词的词义及用法!深

刻理解源语的文化语用内涵!又可以兼顾已经学

过的知识!培养英语语感和英语思维能力"

最后!多途径普及词典使用知识!发挥词典的

最大效益" 早已有学者*!+ *#I+!%% N!FV指出%设置词

典课&%加强词典使用指导&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现状使这些设想变得切实可行" 陈玉珍*#F+认为

可以采取系列讲座)使用技能培训和与课堂教学

结合的方法" 这样可以使学生对词典的相关知识

有客观全面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词典意识

和自学能力"

作为一种学习策略!词典使用对于翻译的作

用毋庸置疑!但翻译是一项复杂的认知行为!词典

知识和翻译实践的结合需要译者的动态参与" 我

们并不能过分地依赖词典!更不能唯词典是从)奉

为圭臬!本调查无意夸大词典在翻译中的地位或

作用!仅期望通过调查结果引起教学双方对词典

使用应有的关注!为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提供建

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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