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维视域下翻译转换能力发展与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多维视域下翻译转换能力发展与翻译教学对策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0146652

10位ISBN编号：7300146651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金萍

页数：274

字数：2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维视域下翻译转换能力发展与翻>>

内容概要

　　翻译转换能力研究是当前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域之一。
《多维视域下翻译转换能力发展与翻译教学对策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教育学、
心理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翻译转换能力与翻译教学对策进行了多维视域下的跨学
科整合研究，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领域和视域，对于丰富和发展翻译转换
能力和翻译教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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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可看出，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既是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其本
质就是对有相互关联的事物进行描述，找出其内在的联系与差异，进而探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过程。
　　在科学研究中，比较是作为一种适用于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运用的，是确定某一领域内不同
理论、思想、观点、现象、事实等之间同异关系的科学研究过程，有着严格的操作规范和指导程序，
因而具有研究对象精确性、研究设计严密性、研究过程系统性、研究工具操作性、研究数据有效性、
研究论证逻辑性、研究结论可信性等特点。
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法是依据一定的比照标准或纬度，选取有一定关联的
客观存在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设计，并通过一定的研究手段和工具进行测量、描
述和解释，寻找和确定所选研究对象之间的“异”与“同”，进而把握其本质与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
　　比较研究法在翻译研究中应用广泛，其历史源远流长。
从古至今翻译学者们围绕“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叛逆”等问题所展开的讨论，都是朴素
的比较思想的体现，反映了不同语言符号之间，或是源语和译人语之间进行转换时，其对应的不同程
度和方式。
在翻译研究中，所谓“比较研究法”，是指从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出发，根据相关
的标准或纬度，选取有一定关联的客观存在的翻译现象、翻译活动、翻译行为等研究对象加以对照，
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设计，并通过一定的研究手段和工具进行测量、描述、解释、辨别、分析，寻求
研究对象之间或研究对象内部不同结构形态或变量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特征，进而把握翻译研究对象的
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的一种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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