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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伦理”与“教育”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翻译

教育中所存在的主要伦理问题如：学生急功近利、教师对教学怠慢、管理者决策不当、制度法规不完善、行业风尚不正、整个社会道德偏低

等；并用系统论观点提出了三点相应建议：注重翻译教育伦理的全局、导向观念、注重改革创新；旨在理清翻译教育与伦理的关系,培养更好

的翻译人才,推动翻译教育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系统论；翻译教育伦理；伦理缺失 

 

1 教育伦理学的发展 

教育伦理学归属于应用伦理学和教育哲学,是有一门综合性学科,有

其自身的发展史。在中外教育史上,不论是孔子的“因材施教”、还是苏格

拉底的“美德即知识”,都是教育伦理思想的影子。二十世纪中期,西方国

家已开始研究教育伦理。其研究重心为教育伦理理论建设、教师伦理、教

学伦理、教育过程中的道德问题(教育公平等)、教育政策以及不同类型层

次的教育研究。中国的教育伦理思想虽发源甚早,但起步相对较晚。起初,

教育伦理学指道德教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明确的学科定义,但侧

重于教师职业道德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学界将研

究重心转移至教育活动中的善恶矛盾。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教育伦理学突

破了原有的师德范式和学校伦理局限,将社会、学校和教育管理、教育公

平、教育政策和制度、教学等纳入其中。总体而言,教育伦理学的相关研

究主要集中在教师与学生、学校和管理上,对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市

场的关注还有待欠缺。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对它的认识与发展

还需一定的历程。 

2 教育系统论 

教育系统论结合了教育学和系统论知识,用系统思想去解决教育中的

问题。目前,国内对教育系统论的研究尚不全面。教育系统论最早出现于

1984,高峡发表了“知识窗——教育系统论”一文。之后,学者都倾向于思

想政治教育系统论,旨在看思想政治在教育系统中的作用。1999年,李煜辉

发表了《教育系统论主体框架问题探讨》一文,构建了以教育结构、规模、

布局和时序为主的主体框架。自2000至今,大部分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系

统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高校价值观教育系统论、高校学术组织系统

论、语文教育系统论,其他领域涉及较少。 

3 翻译教育伦理 

3.1伦理与教育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伦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

准则”,可知伦理的研究对象就是道德。一般而言,伦理就是指人与人、人

与自然在相处过程中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 

教育“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

活动,都是教育；狭义上说,凡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体身心施

加影响,都是教育”(黄向阳,2000)。 

“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叶

澜,2004)。 

以上定义中表明教育会牵扯人的道德价值判断,因为意识是认知、情

感和意志的统一。可发现：教育和伦理密不可分,我们所言的教育,是认定

这种活动对某个人有积极影响、有价值,是合乎道德的。 

3.2伦理与翻译教育 

随着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下,能通晓国际语言和

文化的翻译人才需求量急剧增加,“翻译教学是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

是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穆雷2004：59)目前,教育界对“伦

理”与“教育”的探讨收获颇丰,但对“翻译教育”有所忽略。“翻译教育”

与“伦理”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这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首先,需要认识翻译教育。广义上,翻译教育就是涉及有关翻译的一切

教育活动；狭义上,翻译教育可指翻译教学活动。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明晰

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二者之间的区别。翻译教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

己的内在系统,而教学翻译是为整个语言教学所服务,在教学过程中扮演

着辅助角色。既然翻译教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有其自身的科学性,因此,狭

义上的翻译教育就是翻译教学；而翻译教学又归属于教育,因此翻译教育

也是教育的内容之一。在前一节中,我们已经探讨了伦理与教育的密切关

系,因此翻译教育和伦理也密不可分。 

4 翻译教育伦理的缺失 

4.1翻译教育活动涉及的层面 

翻译教育活动从不同层面而言,可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 

从微观层次而言,主要涉及翻译教育中的个体：学生、教师、管理人员。 

谈起教育,首先映入脑海的是“学生、老师”。在翻译教育中,学生不

仅是老师教学的对象,还是翻译学习的主体。“教师”自古是一个“传道、

授业、解惑”的职业,不仅仅是学生的天然榜样,且在社会中也起着“风向

标”的作用。学校里,教育管理者和教师一样,都担负着培育祖国花朵的重

任,只不过教师责任更大,影响更直接。教育管理者不仅肩负着管理学校、

指引老师,还要教育学生。 

中观层面主要是对具体的学校管理措施和教育制度以及翻译教育这

个行业而言。首先,学校的管理和教育制度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上述已

提到了管理者,既然有管理者,就必定有管理措施以及学校的教育规章制

度,良好的行业道德风尚有助于翻译教育行业的快速发展。 

宏观层面的翻译教育应从社会视角来解释。翻译教育行业就如同一个

社会,社会和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翻译人才就决定了学校应该培育什么样的

学生,这有助于学生在毕业后找到相应的职业并实现人生价值。 

4.2各层面伦理缺失的表现 

当代学生在家庭中居于核心位置,家人对其过分宠溺,这使得学生在

学校里不刻苦努力,只为获得学历,而忽视翻译学习中实践的重要性；任何

一门技艺的提高,都离不开反复的实践练习,翻译亦是如此,语言的发展随

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及时了解语言变化,更好的掌

握翻译技能。教师在翻译教育劳动中的行为与品质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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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经济欠发达地区,翻译教师不仅接受的教育培训理论较少,而且由于

地理位置限制,缺乏一定的翻译实践经历,这使得他们无法有效指导学生。

此外,大部分教师更愿意去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这导致贫困地区教师队

伍积极性不高。同样,教育管理者也出现了类似道德情况,管理者认为自己

隶属管理行政部门,只需制定制度法规即可,忽略与学生、教师的关系,导

致在教育政策或法规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大部分管理者缺乏教

育经验,所制定的教育管理方案并不能很有效地适应于实际教学中,即制

度与实践出现严重脱轨现象。 

5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翻译教育伦理的发展 

5.1注重翻译教育伦理的全局观念(整体性和有序性、等级性) 

万物都处在系统之中,翻译教育伦理也有其自身的系统性。翻译教育

伦理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和等级性决定了在进行翻译教育过程中,要用

全局观念去处理问题。翻译教育伦理系统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管

理者、制度法规、行业市场以及全社会等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在此系统

内,各个要素缺一不可。同时,各要素间是相互联系的,并在其系统内部形

成一定的等级结构。因此,在进行翻译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学生专

业,还要注重品德教育；要注重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和专业技能,确保教师

以身作则；让教育管理者也投身于课堂教学,在制定规则及管理的过程中,

能够站在学生和教师的立场去思考问题。 

5.2注重翻译教育伦理的导向观念(目的性) 

翻译教育伦理系统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具有其特殊的目

的。它不仅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影响,还受到教育伦

理等主要理论影响,它的出现是人们根据翻译教育的目的和发展规律,有

意识的去调节内部资源,来达到既定的翻译教育目的的过程。目的性就决

定了必须要注重翻译教育伦理的导向观念。如果社会政策或学校管理缺乏

方向性,也就是说偏离了翻译教育的目的,则会影响教师的教学和职业观

念,继而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因此,教师在翻译教学中应

选择健康向上的教学资源,帮助学生完善自我,提高综合素质,从而为学生

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打下坚实基础。 

5.3注重翻译教育伦理的改革创新(动态性) 

系统论的动态性表明：翻译教育伦理系统内部不仅复杂且不断运动,

始终处于由不和谐——和谐的发展变化中。这种变化发展的本质是由于系

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利益的变化所致。所以,要让它处于一个和谐的

状态,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系统内部的各要素要适应新的世界形势,

社会市场要跟上时代步伐,学校和管理者要顺应社会市场需求,对教师学

生做出具体指导,教师不能循规蹈矩,要用新方法教育学生,学生要探究新

的学习方法。只有翻译教育伦理系统内部处于不断改革创新中,我国翻译

教育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6 结语 

如今,系统科学已被广泛而迅速地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整体思

想、科学方法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言而喻的影响。引入系统科学来

解决翻译教育所面临的伦理困顿已势在必行。系统论对于翻译教育伦理的

发展有其重要的伦理和实践意义。 

翻译教育活动的展开离不开学校、教师和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

彼此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构成了一个小的系统。就此系统内部而言,各要

素间不可避免的存在认识、情感、利益等冲突,就外部而言,必定受到社会,

市场、制度等外部环境影响。因而,为了翻译教育系统内部的稳定和谐发

展,教师需提高专业技能、教育管理者投身课堂实践、学校社会引导正确

价值导向、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生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翻译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一种实践活动,要想让其有效解决翻译教

育中的各种矛盾,就须注重其特殊性。教育者要了解社会需求,做出合理计

划,培育符合时代,社会需求的人才,这不仅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实现了学

生和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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