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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体现出医者的“仁心”。在规范化培训之中，需要从思想理念上对

学生进行引导，使他们意识到以患者为核心的重要性，愿意竭尽自

己的全力为患者提供服务。要想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医德，要帮助学

生协调好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更要在临床教学的始终实施医德医风

教育。规范化培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临床带教教师与学生接触频

繁，选择大量实践性、职业性较强的教学内容，带教教师的教学能力

面临着严峻挑战。带教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他们能掌握临床

诊疗的流程，尽快融入工作环境之中，把教书育人当成自己的使命，

同时拥有强烈的事业心、良好的思想境界。在日常工作之中，带教教

师要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为人师表”的内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学

生进行熏陶，潜移默化之中让学生学会对病患表示尊重，掌握与患

者沟通的技巧，更要形成职业责任心，能严谨地面对自己的工作。可

见，带教教师要从气质、品格、技能、素养等方面实现自我提升，对自

己的角色产生正确的认知，从思想、作风、技术三个方面对学生提供

到位指导。带教教师是所有医学生的引路人，要对这些尚未形成稳

定世界观的学生进行约束、熏陶，发挥出身传的重要作用，产生课堂

教学与奖惩无法取代的强大教育力量。

结束语

临床带教模式的推行，有效改善了传统带教模式的不足，这种

管理方式能体现出标准化、程序化，是一种高效开放的教学路径，操

作性比较强，不仅能使带教质量得到提升，也能及时找到学生身上

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及时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总之，应当

加强临床基础知识和技能学习、创新临床导师带教过程中的教学方

式、加强影像学知识学习、注重医德医风教育，从而不断地提升规培

生临床能力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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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术语翻译中的移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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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各行各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日渐

密切，促进了涉及诸多门类的翻译发展。术语作为一种各领域中专

业概念的载体，在相关的翻译文本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术语翻译，

作为翻译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关系到整篇文章表意的正确与否。只

有准确的术语翻译，才能保证相关的专业文件，在相关译入语国家

中被该专业同行所理解。为确保术语翻译的准确性，相关翻译专家

提出了许多针对术语翻译的翻译策略。而在诸多翻译策略中，笔者

认为移译法是一种应用较广的翻译方法。本文主要探讨移译法在术

语翻译中的应用，主要发掘移译法在翻译活动中的实用性与局限

性。

2 术语的定义

要翻译术语，必先了解何谓术语。术语（term）是表达一定专业

知识领域概念的词或词组，具有如下特征：系统性；定义性（大多数

术语）；无情感色彩；修辞中性。术语的这些特征只有在术语场内才

能得到实现。超越这个场术语则失去系统性特征。术语的典型特点

是能够准确表达概念和称名事物，趋于单义性（孟令霞，2011）。近代

翻译家严复（2009）曾说：“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

宿。言之必有物业，术之必有涂也，非是且靡所托始焉，故曰权舆。识

之其必有兆也，指之必有橥也，否则随以亡焉，故曰归宿。”由此可

见，术语翻译在他看来，处于翻译的中心。唯有做好了术语翻译，才

能确保整个文本的准确性。笔者认为由于术语所指代的专业概念，

因而术语是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乃至整篇文章理解的关键点。所以

术语翻译的正确与否，是保证读者能否正确理解相关专业性较强的

文章。所以，可以说术语翻译在决定翻译正确与否上起到关键作用。

3 术语翻译的标准

术语翻译的标准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姜望琪在 2009 年发表

在《上海翻译》第 1 期上的《论术语翻译的标准》一文中所提到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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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标准较为凝练、准确。他认为，术语翻译“要尽可能兼顾准确性、可

读性、透明性三者。但准确性是第一位的，可读性、透明性不能以牺

牲准确性为代价。相反，为确保准确性，可读性、透明性是可以适当

牺牲的（姜望琪，2005）。”这里准确性的含义不难理解，可读性主要

指术语翻译的简练，利于使用方便。而透明性主要指“读者能从译名

轻松地辨认出源词，能够轻松地回译”。由此可见，术语翻译中，最为

关键的还是保证术语的准确性，其次，才是透明性与可读性。因而，

在这样的标准下，“移译法”即将源语中术语直接使用的方法并非一

种消极、无效的翻译方法。有时在许多情况下，为保证译名的准确

性，选择移译法是一种很保险且有效的手段。

4 与野移译法冶相关的术语翻译策略

由于社会的急速发展，相关的术语数量也不断增加。除约定俗

成的“旧”术语以外，由于各行各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术语也

是层出不穷。但又由于不同专业的复杂性及专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的特殊性，很难提出一种能够解决所有术语翻译问题的方法。经过

一些翻译专家数年的经验总结，提出了以下四种解决术语翻译问题

的方法———“移译法”（又称“不译法”）、“试译法”、“定义法”和“连缀

法”。“移译法”主要是指将原文术语直接使用的方法；“试译法”是指

在术语译文之后或标出“又译……”，或附上原文；“定义法”指用适

当的方式，如加括弧或者加注释，把术语的定义或原文提供给读者；

“连缀法”指在书后以附录形式把书中的术语及其定义收集在一起，

一并列出（郑述谱，2012）。其实，在实际的应用中，这些策略很少被

单一使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不同的策略相互结合，来解决相

关术语的翻译问题。笔者接下来，将针对“移译法”与基于“移译法”

的不同种类的复合型术语翻译策略进行探讨，以探究该方法在术语

翻译上的实用性与局限性。

4.1“纯”移译法

在探讨复合型的移译法之前，笔者想要先谈谈单纯的移译法。

所谓的“纯”移译法，是指在译文中原封不动地照抄英文的术语（石

春让，2014）。这种方法主要用于翻译已被人们广泛熟知的术语，如：

LED,WIFI,Word,Excel,PVC 等等。这主要是由于这些词语的内涵，大

都已被大众所熟知，无须再过多地赘述，只需要一个名词来指称这

些事物。而且，这些英文术语大都简洁易记，符合前文所提到的易读

性原则，因而直接使用其源语术语不失为一种得当的处理方法。

4.2 复合型移译法

4.2.1 移译法加定义法

该方法是通过将原术语直接引用于译文中，接着在术语后加括

号进行注解的形式，如：WTO（世界贸易组织），EU（欧盟），NATO（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APEC（亚太经合组织）等。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情

况下，该类术语为英文缩略形态。此类翻译既保证了术语的准确性，

又通过注释的方式，对相关的术语进行了进一步解释，利于读者理

解，且保证了术语的透明性。笔者认为，该类翻译策略具有较高的实

用性。

4.2.2 移译法加中文信息补充

该类翻译策略是将原术语与中文补充信息相结合的形式出现

的，如：iOS 系统，POS 机，ATM 机等等。该类翻译英文部分为该类术

语的英文缩写形式，而中文部分则是对该术语的补充，主要是对其

概念进行限定与归类。以“iOS 系统”为例，“iOS”是苹果产品的操作

系统的简称，而“系统”则起到告知读者 iOS 是一种设备的系统的功

能。该类翻译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准确性、可读性与透明性的要求。

但该类翻译存在许多的缺陷：第一，该类翻译没有对术语本身进行

解释，最多对该术语的类型进行了定义，没有起到让读者了解该术

语内涵的作用；其次，绝大多数情况下，术语本身已包含了中文补充

信息的意思，所以此类翻译其实有些“画蛇添足”之嫌。

4.3 小结

综上所述，当术语为英文缩写或较为简单的英文单词，并且其

概念已为读者熟悉的情况下，使用移译法进行翻译具有较高的实用

性。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如若术语为较长的单词或词组时，移

译法的使用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或者根本不适用。

5 移译法的跨文化思考

当今社会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量减少移译法的使用，认为该

类术语如若原封不动地大量出现生活中，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

一定冲击，使中文变得“不土不洋”。因而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

应该减少甚至杜绝该类术语翻译的出现，从而保持汉语的“纯洁

性”。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带有比较明显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原
centrism）色彩。中华民族的汉语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并不会

因为使用几个外来单词而受到动摇。移译法的出发点，只是为了让

这些术语能够更加准确且简便的传播，并不是译者的消极处理，也

并不会影响到读者的中文阅读。所以笔者认为，从民族文化保护角

度提及的杜绝移译法的观点并不可取。如今，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

的阶段，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一定会产生更多的文化交流。笔者认为

每一位中国人都应有自身文化的自信力，且持有文化相对主义

（culturalrelativism）态度，客观审视外来文化，对外来词也以一颗包

容之心对待。移译法在术语翻译中的应用并不会对相关文章造成所

谓的外来文化侵略；相反，使用这些术语反而体现了中国顺应全球

化进程，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态度，并表现出中华文化强大的自

信力。

6 结论

移译法在如今全球一体化与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中，受到

术语翻译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移译法在一定程度上在术语的准

确、简洁、透明传播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但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特别是在较为复杂的术语单词或词组方面。通移译法在跨文化角度

的思考，笔者希图能一定程度上消除读者对移译法使用的顾虑。笔

者希望本文能为术语翻译策略研究的学者，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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