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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近年来新词术语汉壮翻译
的现状、难点，通过新词术语汉壮翻译实践中的
具体例子，阐述翻译思路，为新词术语汉壮翻译
提供参考。

新词术语的翻译一直是翻译领域的热点和
难点问题。随着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新词
术语不断涌现，往往涉及科技、经济、文化等多
个领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专业性，给翻译工
作带来一些挑战。如何准确地将汉语新词术语
翻译成地道的壮语，成为汉壮翻译工作者必须
解决的问题。本人总结了近年来新词术语汉壮
翻译的现状、难点及翻译思路，以期为新词术语
汉壮翻译提供一些参考。

一、新词术语汉壮翻译现状
当前，新词术语翻译面临一些困难。一方

面，新词术语数量庞大，涉及领域广泛，要完全
掌握，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一些新词的含义较
为宽泛，从汉语方面要完全掌握其含义尚需仔
细研磨，再将其用地道的壮语进行翻译，具有一
定的难度。此外，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空缺和
语义差异以及受到语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
给新词术语翻译带来困难。

近年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每年召开
“壮语文新词术语翻译专家审定会”，参加审定
会的汉壮翻译专家秉持着共同的翻译理念，即
力求以较为纯正的壮语进行表达，尽可能地翻
译成地道的壮语，努力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又忠
实于读者。

二、新词术语汉壮翻译的难点
含义宽泛：有些新词术语具有多重含义，而

壮语中与之相关联的词，含义较为单一，不能完
全表达其全部含义。

专业性强：一些新词术语伴随着社会、经
济、科技等的发展而出现，具有时代性，壮语无
相关方面的词汇。

文化差异：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可能
导致对新词术语理解的不同。翻译者需要充分
考虑汉壮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避免使用毫无
关联的民族词，使译文晦涩难懂。

词汇空缺：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并非

一一对应，一些新词术语在壮语中找不到完全
对应的词汇。

三、新词术语汉壮翻译应对策略
（一）提高翻译者的专业素养：翻译者应具

备扎实的语言基础和专业知识，熟悉新词术语
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趋势，以便准确理解并翻译
新词术语。

（二）深入研究汉、壮语言文化：翻译者需深
入了解汉壮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
以便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文化差异，避免产
生误解或歧义。同时需掌握汉、壮两种语言的
语法特点，避免出现生硬牵强的翻译。

（三）灵活运用翻译方法：针对新词术语翻
译中的难点问题，翻译者可以灵活运用音译、意
译等翻译方法，以达到准确传达原文意义的目
的。一直以来，汉壮翻译专家们都提倡尽量挖
掘民族词，广挖、深挖、活用民族词，谨慎合理造
词、借词。一些新词术语在壮语里完全找不到
对应的词汇，可以按照“挖、创、借”的要求，适当
运用“增加、删减、转换”的方法翻译，使其能被
读者接受，而不是简单的音译。当然，对于一些
新词，一时之间，实在无法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
民族词来表达，与其要扩大或缩小部分词义，不
如先音译。例如“消费卡”“员额制”“云外交”，
如用意译，译文过长，目前暂时采用音译。

下面以“新质生产力”为例，简单介绍一些
翻译思路。

“新质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的新词汇，其
释义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
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
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
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
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是质优，本质是先进生
产力。为了更好地将它译成壮语，中国民族语
文翻译中心壮语文室专门召开了业务会进行讨
论。会上，大家提出了多种译法，其中有三种得

到 较 多 认 可 ，第 一 种 是“yiengh swnghcanjliz
moq”，第二种是“yiengh swnghcanjliz gaiq moq”，
第三种是“yiengh swnghcanjliz akmoq”。经过充
分讨论、对比，最终将壮语译文暂定为“yiengh
swnghcanjliz akmoq”。大家秉持的翻译原则是，
即通俗易懂，又能准确表达意义，且译文不宜过
长，以免造成入句时句子过于冗长，增加读者
的理解难度。“新质生产力”在壮语里没有对应
的词汇，采用音译是较快的方式也是可行的方
式。但直接音译，无法体现壮语的语法，无法
达到“尽可能地翻译成地道的壮语”的要求。
鉴于此，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译法，大家一致
认为需按照壮语语法译出。在这里提一下，在
翻译过程中，即使译出语要新造一个词，这个
新词中也需有与译入语相关联的要素，否则，
读者很难将二者联系起来，那翻译这座“桥梁”
就行不通了。故而，诸如“生产力”“金融”等经
济学范畴的名词，到近现代才出现，在壮语民
族词中没有对应的词语。而它们现已成为汉
语常用词，常见于报纸、新闻等，已被大众所熟
知，采用音译，能让读者较快联想到与其对等
的信息，搭起两种语言之间的“桥梁”，因此，

“ 生 产 力 ”普 遍 采 用 音 译 ，其 壮 语 译 文 为
“swnghcanjliz”。如此，讨论的焦点在于“新质”
应采用那种翻译方法。根据上文“新质生产
力”的释义可知，“新质生产力”属于体词性偏
正结构，中心词是“生产力”，修饰词是“新
质”。在壮语语法中，体词性偏正结构的中心
词前置，修饰词通常位于中心词后面，用来修
饰中心词的属性或状态。量词“yiengh”（种；种
类）在中心词“生产力”前，表示“一种生产
力”。“新质”作为修饰词，如直接音译，读者无
法获知其义，则变成无效翻译了。然而，将它
的含义全部意译出来，译文又过长，增加理解
难度。经过反复、仔细的理解该词汇的含义，
大家一致认为应抓住其核心意义，即“先进生
产力质态”“特点是创新，关键是质优，本质是
先进生产力”，将核心意义完整译出即可。随
后就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三种译法，这三种译法
的共同点是，都按照壮语语法特点译出，即中

心词在前，修饰词在后。不同之处在于后面的
修饰词，用哪个词更为贴切，更为全面呢？经
过 进 一 步 讨 论 ，认 为 第 一 种“yiengh
swnghcanjliz moq”和第二种“yiengh swnghcanjliz
gaiq moq”，仅体现了“创新”，意义不够完整，第
三种“yiengh swnghcanjliz akmoq”，“akmoq”虽是
新的合成词，但“ak”有优质、先进的含义，

“moq”指“创新”，它能使读者联想到“这是一种
创新了的先进生产力”，此译法包含的意义更
为完整，因此暂定使用第三种译法。当然，这
仅是暂定的译法，如日后在翻译实践中找到更
好的译法，可进一步完善。

四、结语
美国语言学家奈达（Eugene A. Nida）对翻译

作如下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
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
的信息。”翻译在文化交流中起到桥梁作用，两
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需是双向的。我们既要找
出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也要找到相通之处，才
能架起沟通的桥梁。从上文的例子可以看到，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实践活动，因此翻译的方法
可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可采用多种形式相结
合，既熟知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又能找到它们
的相同之处，即对等的信息。成功的翻译是读
者通过译文能迅速掌握到原文所表达的信息。
当今时代，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飞速发展，
一些新词术语出现后，随即被广泛使用，传播迅
速。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词术语的汉壮翻译需
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运用多种翻译方法，以适应
时代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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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想的课堂是学生享受成长快乐、
吸取知识智慧的乐园，同时也是教师展示业务
能力、闪烁人格魅力的舞台。因此，课堂中，老
师可以用许多方法让课堂活跃起来，让学生能
享受快乐的课堂。

一、微笑中，拉近师生的心
教师的微笑，有着无穷的魅力。教师的微

笑，能调节课堂情绪，增进师生情谊，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增强其自信心。一个会心的微笑，
胜过冰冷的批评、严肃的面孔；一个会心的微
笑，能消除学生的顾虑，增进师生的感情；一个
会心的微笑，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使学生
更用心主动学习。

二、亲近中，打动学生的心
（一）教师要发展学生的情思，就必须具有

真诚的感情。
教师有了真情，才能做到以自己的感情去

感染学生，让课堂更加精彩。在生活中，对于靠
近自己，亲近自己的人，我们都是非常乐意向对
方敞开心扉的。孩子们是纯洁的，他们的认知
里存在“只要是真心对我好，我就会相信他”的
观点。特别是乡村的孩子，只要好好对待他们，
他们都会开心地接受你，经常围绕在你身边

“lauxsae lauxsae”叫不停。
（二）与孩子多互动，跟孩子多沟通。
沟通是一门艺术，沟通到位，人与人之间才

能够舒服地相处。孩子们长时间与老师在一
起，老师要与他们多沟通，多聊聊他们喜欢的话
题，了解他们的认知风格。其实，中高年级的孩
子，虽然比低年级的孩子多了一些认知，但是他

们的潜意识里，更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关心、
关爱。

三、游戏竞赛中，点燃快乐课堂的火种
孩子们最大的快乐就是玩游戏。因为游戏

中，他们可以放松自己，让情绪得到释放。在游
戏当中，除了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开启他
们的智力，还能培养他们团队协作的精神。

好的教学课堂，除了中规中矩的授课、提
问、解决问题，还可以在学习生字、新词或者小
组讨论中穿插多种游戏。比如在学习生字新词
时，可以穿插找朋友游戏、开火车读游戏、男女
PK 读游戏、小组赛读游戏……在如何解决老师
抛出的问题时，鼓励学生团队合作解决问题。
在团队合作当中，让学生发挥想象，通过游戏的
方式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舒适的课堂
中，学生放飞了自我思想，既体验了玩的兴趣，
又体验了学习的快乐。

四、激趣中，轻松进入学习状态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古

今中外的教育家无不重视兴趣在智力开发中
的作用。学生只要有了兴趣，就会积极主动地
学习。

在上中年级的语文课《Duzmeuz》时，根据猫
是学生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感兴趣的动物，我们
在给学生预习时，列出了几个问题：1.本文中的
猫，它喜欢做什么事情？（用原文的话说出来）
2.你觉得猫调皮吗……学生因为对猫感兴趣，对
于课前预先布置的任务，在课堂中都能很快地
完成问答，而且学会自己提问题，学会解释动物
的习性。

五、幽默中，彰显教师魅力
著名学者海特说过：“幽默是一个好教师最

优秀的品质之一。”老师有幽默感，能让学生觉
得容易亲近，弱化学生的抵触心理，能在轻松的
氛围中完成教学，使学生学得更好。因此，教师
要努力锤炼语言。

（一）教师的幽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和求知欲。在教学中教师如果能用幽默的语
言，把课讲得有趣有味，学生就会印象深刻、难
以忘怀，从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其探
求知识的欲望。

（二）教师的幽默，可以开启学生的心智，活
跃思维。在课堂教学中来点幽默，可以调动学
生的情绪，驱散学生的疲倦感，提高学生的注意
力。同时，幽默的教学还直接影响学生表达能
力的发展。学生的向师性决定了学生喜欢模仿
教师的这一特点。教师的语言习惯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学生对语言的使用，教师风趣幽默的语
言能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三）教师的幽默，可以和谐师生关系，增强
教师魅力。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如果教师缺乏幽默感,就会筑起一道师生互不
理解的高墙。”幽默可以使教师产生亲和力，可
以增进师生之间的理解与尊重。教学幽默，不
损教师个人尊严，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可以让
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平等中，敞开彼此的心扉
教师与学生课堂沟通的纽带和桥梁是师生

之间平等的对话，而关键点在于教师耐心地倾
听。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平等、充满爱心的

双向交流关系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
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包括他们的兴趣、能
力和学习风格。教师应该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
课堂讨论，提问问题，并且尊重他们的意见和观
点。同时，教师应该倾听学生的想法和需求，并
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七、鼓励中，激发学生的自信
用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对待学生，激发学生

的自信心，学生才能爆发出无限的潜力。
（一）尽量表扬学生。学生具有一定的自信

心才肯学习。因此，教师要让学生每天都感觉
到他们在学习上取得一定的进步。

（二）多关心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实际进步程
度。老师要知道最近学生学习了什么，他们掌
握程度如何。

（三）课堂中，经常给学生制定几个容易达
到的小目标。这样可以使学生感觉到能够做
到，学生有了自信心，有利于发挥出潜能。

总之，如何让中高年级课堂活跃，老师要多
想办法，多注入激情，多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动态，
多走进学生心里……课堂活跃，才能提高课堂效
率，才能让学生从课堂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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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海恋

Lwnh Baenzlawz Dawz Sawloih Moq Gun Hoiz Baenz Cuengh

□ 陆冬群 覃学廉

Gangj Gij Fuengfap Hawj Godangz Cung Gau Nienzgaep Doengh Hwnjdaeuj
让中高年级课堂活跃之策略

关于新词术语汉壮翻译的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