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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开设情况



建设方式：新增课型

考试方式：过程性测试+期末考试

在 线 资 源 ：

https://mlp.fltrp.com/wys/bookstore/detail?id=1664&mid=

2.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学时学分：32学时2学分

教学对象：2022级、2021级、2022级硕博研究生

授课教师：团队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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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设计方案

1）课程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使学生能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运

用该理论体系解释中国实践，加深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的认识，具备理论思维和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知识目标：使学生能够掌握中国时政文献的特点和基本翻译原则、原则背后的决策

考量和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提高翻译实操能力。

能力目标：使学生具有良好的批判性思维、自主学习能力、团结协作精神、讲好中

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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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设计方案

2）课程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准确把握中国时政文献的翻译方法，加强中国时政文献翻

译研究意识，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

教学难点：将中国时政文献的外译方法运用于实际翻译活动中，不断

提高中国时政文献俄译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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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设计方案

3）课程教学方法

产出导向法：以任务为导向，帮助学生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口头产出任务，注重

培养研究生跨文化思辨意识，鼓励批判性思维，提高用俄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以我为主法：坚持以中国时政文献原文思想内涵为根本，兼顾俄语读者理解与

接受，灵活运用多样化翻译方法。

学思并举法：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互评互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拓展训练和过程反思。正确认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升理论素养与实践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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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设计方案

4）课程教学评价

课程采用过程性+期末考试两种考核方式，其占比分别

为60%和40%。过程性考核运用“学习通”线上提交翻译报告、

专题讨论心得、文本翻译方法探讨。期末考试题型为汉译俄、

翻译方法判断、根据思政材料完成相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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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设计方案

4）课程教学评价

                       评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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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设计方案

一、课程开设情况

课程内容 理论
学时

绪论 2

第一单元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
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4

第二单元 实现中国梦 必须走中
国道路

4

第三单元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

4

第四单元 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
要注重牵住“牛鼻子”

4

第五单元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

4

5）课时计划表

课程内容 理论
学时

第六单元 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

0

第七单元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4

第八单元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
能国安

0

第九单元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世界才好

4

第十单元 打铁必须自身硬 2

总学时 32



4. 课程单元介绍

一、课程开设情况

单元结构
核心概念
关键语句

课前试译 译文评析 点评练习
课后练习：课
后研讨

课后练习：翻
译实践

学习时段 课前＋课中 课前＋课中 课中 课后＋课中 课后＋课中 课后＋课中

学时分配 0.5 0.5 2 0.5 0.3 0.2

教学形式

学生自主学习、
教师课堂提问
讲解词句的特
色用法

学生课前试译、学
生组内互评、学生
代表口头表达组内
意见、教师课堂点
评

教师课上深入讲解汉
语语篇中语法知识、
着重分析文本中语法
知识的翻译方法，总
结汉俄语中语法知识
的差异、适当介绍学
生用书未涉及的重点
内容

学生提前预习、采取小
组讨论、采用合作探究
的学习形式、分组进行
练习汇报、由教师或其
他组学生进行点评、教
师请学生进行归纳总结
翻译方法、由教师进行
补充

课后学生自主
思考整理、课
堂上的知识点，
并结合课后研
讨课上主动进
行提问、分组
讨论

课后学生自主
进行翻译实践、
课上教师择要
讲解点评



1.形成学院“三进”教学工作实施方案

1）“三进”教学工作的实施

俄语学院于2022年8月制定“三进”教学工作实施方案。在重重困

难之下决定开设《理解当代中国：高级汉俄翻译》课程，选用《理解

当代中国：高级汉俄翻译》教材，制定课程教学大纲，深化课程体系

构建，改革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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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成学院“三进”教学工作实施方案

2）“三进”教师选任要求

经教师自愿申报，学院统筹协调，组建“三进”授课团队。承担研

究生课程“三进”教学任务的教师有6人，其中，包括教材的主编和编者。

授课团队具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具备熟练运

用外语开展课堂教学的能力、深入挖掘和使用教学材料中思政元素的教

学设计能力、运用有效手段和方法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能力。

二、课程建设举措



1.形成学院“三进”教学工作实施方案

3）组织教师团队进行培训

定期参加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虚拟教研室活动，并且积极组织多种

形式的研讨，结合自身的学情和院情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二、课程建设举措



2.“三进”教学工作创新举措与经验

1）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统筹领导，搭建交流平台，分享交流经验，成立领导小组，

由党委书记，教学副院长担任该课程组组长和副组长，由教工党支部

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及年轻教师担任成员，明确工作责任，落实工作

任务，确保“三进”教学工作如期推进，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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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进”教学工作创新举措与经验

2）加强“三进”教师队伍建设

积极支持教师参加各级各类的“三进”教学培训活动，帮助教师落

实教学要求，开好相关课程，开展“三进”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研究，示

范项目的申报，参加校省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创新大赛，深化教学交流，

指导学生参加首届“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国际翻译大赛，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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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进”教学工作创新举措与经验

3）强化考核评价

将在“三进”及课程思政取得的成果，比同级成果高出一档计入

年度教学综合评价。在“三进”及课程思政方面成绩突出者，优先推

选至学校参评各级项目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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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进”教学工作取得成果

该课程获首批黑龙江省本科高校外语专业《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多语种版本“三进”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建设点，

获黑龙江大学第二届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竞赛二等奖。

二、课程建设举措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形成年龄、学历、翻译能力符合课程要求的教师团队，定期进行

教学法研讨和教学培训，形成黑龙江大学的特色教学理念并在全国做示范引领;

     2.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尤其是线上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建设，包括慕课建设，课件编写，

教师用书完善，相关教学资料库建设等;

     3.加强“以赛促教”，在教师现有工作量饱满的情况下，鼓励教师加大对本课程的投入，

教师本人及指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比赛；

     4.鼓励教师加大时间投入和建言学校政策支持以及资金投入。希望学校在慕课建设、教

师工作量认定和工作业绩认定等方面给与充分政策和资金支持。

三、课程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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