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一、教材定位

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德语系列教材（以

下简称“德语系列教材”）共 4 册，其中《德语读写教程》《德语演讲教程》

和《汉德翻译教程》面向通高等学校本科德语专业学生，《高级汉德翻译教程》

面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德语语言文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德语系列教材旨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德语读

写、演讲和翻译能力的培养有机融合，引导学生系统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学会用中国理论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

的发展与成就，从跨文化视角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智慧，坚定“四个自信”；

在内容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夯实德语语言基本功，向高级德语听说读写译能力

进阶，重点掌握时政话语特别是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语篇特点与规律，培养时

政文献阅读与翻译能力，以及时政话题公共演讲能力，提高思辨能力、跨文化

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成为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教材特色

教材突破了技能教材和知识教材的传统分野，将语言学习与知识探究有机

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特色。

1.《德语读写教程》

本教材可作为德语专业学生本科第 5—6 学期开设的综合德语或高级德语

教材，也可以供独立开设的德语课程使用，与聚焦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

概要”课程并列。

理解先行，思辨跟进：引导学生细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相关选篇，在全面、准确理解原文思想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应用、评

价和创造等高阶思维活动。

理论贯通，实践导向：引导学生通过课文学习和延伸阅读，把握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内在逻辑，并运用该理论体系解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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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践，加深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的认识，培养理论思维和分析问题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过“拓展阅读”与“讲好中国故事”特色活动板块，

引导学生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理解与误解，培养学生的跨文

化思辨意识，提高用德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读写结合，显隐得当：以读促写，以写促读，实现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

同步提高。让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循序渐进提高语言质量（隐性语言学习），

同时通过各单元系统设计的字词句篇语言练习进一步夯实语言基本功（显性语

言学习）。

2.《德语演讲教程》

本教材可作为德语专业学生本科第 6—7 学期高级口语或演讲、辩论等课程

的教材。

细读原著，理解中国：引导学生通过深入阅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关键选篇，掌握其基本观点和内在逻辑，理解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

倡导语言与内容融合发展的教学理念，通过课堂热身活动提供丰富的案例、数

据与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加深学生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理解和认识。

产出导向，讲述中国：以演讲任务为驱动，通过主题内容学习和演讲技能

训练，搭建脚手架帮助学生完成具有挑战性的演讲产出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的

跨文化思辨能力，提高用德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合作探究，融合发展：贯彻“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注重指导学生

在课前检索相关文献，查找中国治理实例，理解和阐释课文内容。通过多样化

的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小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在研讨与合作探究中提升德语

表达与沟通能力，促进演讲能力、思辨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融合发展。

自主学习，提升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探究、合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指导学生自主预习和复习，自主检索相关文献并进行拓展阅读。通过课前、课

中和课后的多样化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在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的基础上，不断

提高思辨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合作能力等多元能力，更好地理解当代

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3.《汉德翻译教程》

本教材可供德语专业学生本科第 6—7 学期汉德翻译课程使用。

主题为经，方法为纬：以主题内容为“经”、以翻译方法为“纬”，经纬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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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全书。从主题内容而言，基本覆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

要方面的内容；从翻译方法而言，每个单元针对中国时政文献特点介绍和分析

汉德翻译过程中常见的难点和通常使用的翻译方法与技巧。最后通过拓展训练

进一步消化主题思想，操练翻译方法，提升话语实践和研究能力。

以我为主，融通中外：在翻译原则方面，坚持以阐释中国时政文献思想内

涵为根本，兼顾国际受众理解与接受，灵活应用多样化翻译策略与方法。

教为主导，学为主体：以教师对原文思想内涵及其翻译策略分析为主导，

以学生对原文思想内涵的理解、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反思以及对翻译训练的实

践为主体。教师阐释与学生学习体验相结合，帮助学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认识中国时政文献翻译的特点与规律，掌握中

国时政文献的翻译方法。

实践为本，反思为要：在学习理念方面，注重翻译实践与理论反思相结合，

从中德时政话语特色与差异入手，理性分析与系统总结中国时政文献翻译实践

规律，认识国际传播效果评价的系统性与复杂性。

4.《高级汉德翻译教程》

本教材可供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德语语言文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翻译课程使用。

理论为纲，实践为本：本书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方面，并以此构建单元逻辑和课程知识结构。引导学生通过选文学习、翻译

实践、译文评析、拓展练习和延伸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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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理论思维和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导向，能力为要：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在基本翻译原则指导下，

通过大量实践不断提高翻译决策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关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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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复实践，引导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不断提升翻译实操能力。

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引导学生遵循“以大见小、以小见大”的翻译程序。

先从语篇角度出发，把握文本产生的宏观背ఀ、目的要义、内部逻辑以及整体

的风格语域等特点；再从句段入手，处理好局部与细节，解决好重点难点问题，

做到局部照应整体，与全文的宗旨要义、风格语域等前后贯通、协调一致。

练习拓展，思考延伸：通过课后思考题、翻译练习和拓展阅读，引导学生

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互评互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拓展练习和过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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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开展批判性思维，认识到艺无止境、译无止境；正确认识翻译理论与

实践之间的关系，同步提升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

三、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是保障教材有效使用的必要支撑。德语系列教材在理论高度、知

识深度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教师均有较大的挑战性。为支持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德语系列教材各册均配有教师用书，提供各单元重难点解析、练习答案、教学

建议、补充练习等材料。此外还建设了教学资源平台，提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列视频讲座，各册配套优秀教案、示范教学视频，以及

形式多样的当代中国主题延伸学习文本和音视频资源，供教师备课参考和学生

课外学习使用。

四、译文说明

德语系列教材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语篇、段落和句

子大多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部分材料选自

《讲话》和《决议》，为体现术语翻译的发展，本系列教材也选用了部分《讲话》

和《决议》中的术语译法。

五、分工与致谢

德语系列教材的编写团队由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青岛大学、上海外国语

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吉林外国语大学、浙江外

国语学院、浙江科技学院、浙大城市学院和青岛城市学院的资深教授和骨干教

师组成。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王建（北京

大学）、陈壮鹰（上海外国语大学）、刘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丛明才（大

连外国语大学）分别对教材进行了审读，北京周报社李雅芳对四册进行了审阅，

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中国外文局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和审稿的

专家对翻译教材进行了审稿把关。为保障教材编写的科学性与适用性，编写组

邀请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浙江科技学院、浙

江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岛大学、上海理工大学、青岛城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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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吉林外国语大学等 14 所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教学试用。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全体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

对系列教材进行了专业评审，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为增强教材内容的多样

性与丰富性，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选用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

人民出版社、人民网等相关单位的素材。谨向上述单位的倾力支持与帮助致以

最诚挚的谢意！

德语系列教材编写组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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