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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译中语篇解构与重构的思维模式》作者根据荷兰著名语篇学家戴伊克的话语宏观结构理论，匈牙
昨语言学博士拉多的有关翻译逻辑素的思想以及德国功能派学者汉斯.威密尔提出的翻译“目的论”的
观点，创造性地构建了翻译中语篇解构与重构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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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西北工业大学外语系跃得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学
院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教学工作。
主要学术论文“论翻译中语篇解构与重构的思维模式”“论Van Dik话语宏观结构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
”“论翻译教学中转换技能的培养”“学习《红楼梦》翻译艺术与译者风格课程的心得体会”等分别
发表在《外国语》《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国内外语类核心刊物上。
参编上海外国语大学冯庆华教授主编的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曙光计划”项目
——“文体翻译”。
　参编冯庆华教授主编的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
主持广东工业大学校级博士基金项目“《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论《红楼梦》翻译中原作语言
特色的保留”发表在罗选民主编的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集《文化批评与翻译研究》一
书中。
近年来在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为翻译方向的同学开设翻译课程：“文体与翻译”“西方翻
译理论文献导读”和“翻译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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