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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本表请严格按照申报工作要求，使用计算机规范、如实、准确、

清晰地填写各项内容，签章处不得用打印字和印刷体代替。

2.团队及成员资格、本表所涉及的内容和相关材料，须经团队所在学

校审查，签署明确意见，承担主体责任和信誉保证并加盖公章后方可

上报。

3.表格中所涉及的项目、奖励、教材，截止时间是 2019 年 8月 31 日。

其中，教材、论著须正式出版，论文须公开发表。

4.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加页。



一、团队基本情况简介
河套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团队由张浩、李嘉萱、李惠英、蒋翠、

宋宁和田佳 6 名教师组成，平均年龄 35 岁，年龄结构呈年轻化；职称结构优化，包括 4 名

副教授和 2名助教。 自学院升本以来，该教学团队承担了英语专业本科生《翻译理论与实

践》课程的所有教学任务。近三年来团队带头人讲授《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总计 288 学时，

团队成员平均每人讲授该翻译课程 48 学时。

该教学团队具有较高的教学与科研水平。近五年，团队成员共主持了 11 项翻译方向的

项目，包括 4 项院级翻译教学改革项目，3项院级科研项目 ，2 项市级科研项目和 2 项省级

项目；同时还主持了 2 项英语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省级项目。教学与科研成果丰硕，包括

6篇核心论文、30 篇省级论文、5部翻译教材，3 部翻译专著以及 2 部译著。

在翻译教学中，该教学团队以“应用型英语人才”理念为基点，积极探索翻译教学改革

方式，致力于培养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应用型英语人才。通过课堂教学实验尝

试了“对分课堂”、“翻转课堂”和“任务型教学法”三种教学改革。教学改革的开展，提高

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从而提升了翻

译课程的教学效果，也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翻译教学改革中引入了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把学生的学习由浅引向深度学习。

目前该翻译团队正在建设河套学院在线课程—《翻译理论与实践》，所有团队成员积极参与

录课，将进一步推进“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开展。

二、团队成员情况
1.带头人情况：

姓 名 李惠英 出生年月 1981.06
参加工作

时间
2010.08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最终学历（学位）
研究生

（硕士）
授予单位

天津商业

大学
授予时间 2010.06

高校教龄 9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联系地址、邮编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河套学院 015000

办公电话 无 移动电话 15024886790

电子邮件地址 121521123@qq.com

获奖情况（省部级以上）

1. 2018 年内蒙古自治区“开拓杯”英语作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 2017 年获“开拓杯”英语作文大赛最佳指导奖

3. 2016 年获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复赛一等奖

4. 2014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英语周报杯”英语作文大赛最佳指导奖

5. 2013 年获“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内蒙古赛区指导教师三等奖

6. 2010 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英语周报杯”英语作文大赛个人组织一等奖



主要学习、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学习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所从事学科领域

2001.09-2006.07 内蒙古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2007.09-2010.06 天津商业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10.08-至今 河套学院外语系 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2.成员情况：成员人数 5

姓 名 张浩 年 龄 43
参加工作

时间
1997.07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硕士） 专 业
英语语言

文学
高校教龄

20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系副主任

姓 名 李嘉萱 年 龄 37
参加工作

时间
2004.08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专 业 英语 高校教龄 15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系教研室主任

姓 名 蒋翠 年 龄 41
参加工作

时间
20

最终学历（学位）
研究生

（硕士）
专 业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

学

高校教龄 8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姓 名 田佳 年 龄 26
参加工作

时间
2018.08

最终学历（学位）
研究生

（硕士）
专 业

英语笔译
高校教龄

1

专业技术职务 助教 行政职务 无

姓 名 宋宁 年 龄 27
参加工作

时间
2018.08

最终学历（学位）
研究生

（硕士）
专 业

英语口译
高校教龄

1

专业技术职务 助教 行政职务 无



三、教学情况
1.主要授课情况：（2016 年以来）

课程名称 授课人 起止时间 总课时

《翻译理论与实践》 李惠英 2016.09-2019.08 288

《大学英语》 李惠英 2016.08-2019.08 936

《英语阅读》 李惠英 2018.09-2019.08 120

《英语阅读》 张浩 2016.03-2019.08 620

《高级口译》 张浩 2016.03-2017.12 80

《翻译理论与实践》 李嘉萱 2016.08-2019.08 160

《大学英语》 蒋翠 2017.08-2019.08 496

《大学英语》 宋宁 2018.08-2019.08 136

2.教材建设情况：（主要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情况）

教材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入选规划或获奖情况

《新编英汉翻译

教程》

李惠英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2017.01 无

《实用英汉互译

教程》

李嘉萱 电子科技出版社 2017.09 无

《英汉互译教

程》

李惠英、

蒋翠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2014.10 无

《新编大学英语

写作教程》

张浩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

社

2014.07 无

3.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项目名称 奖励名称 奖励级别 时间
获奖人姓

名

全国大学英语竞赛
优秀指导教

师奖
国家级 2019 李嘉萱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指

导奖
二等奖

自治区级
2018

张浩

自治区师范生技能竞赛 优秀指导教

师奖

自治区级
2017

张浩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指

导奖
二等奖 自治区级 2017 李嘉萱

“开拓杯”作文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奖
一等奖 自治区级 2017 蒋翠



教学质量工程 教坛新秀 自治区级 2016 张浩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指

导奖
三等奖 自治区级 2013 李惠英

师德师风评选项目 师德师风先

进个人

校级
2018

张浩

师德师风评选项目 全市优秀教

师
市级 2014

张浩

4.教学改革项目：

（省部级以上、2009 年以来，如精品课程、教学基地等，限 15 项）

项目名称 经费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主持人/参

与人（排序）

“教师教”和“学生学”专项研究

项目“‘任务型教学法’在翻译课

堂中的教学模式探究”

5000 河套学院 2018.06-2020.06
主持人：

李嘉萱

基于“对分课堂”理念的翻译教学

模式有效性研究
5000 河套学院 2017.01-2018.01

主持人：

李惠英

大数据时代基于慕课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探究——以河套学院

《英汉互译》为例

5000 河套学院 2016.05-2018.05
主持人：

蒋翠

5.教学改革特色：（团队设置特色，切实可行的创新性改革措施、实验教学或实

践性教学、资源建设、网络教学等）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作为高等教育教学的重点目标，对学生的素质发展和全面进步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教学团队以“应用型英语人才”为培养目标，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创新性改

革措施。

近三年，团队成员通过申报教学项目，进行了三种教学改革，将“对分课堂”、“翻转课

堂”和“任务型教学法”理念引入翻译课堂。这三种教学理念的共同之处是让学生根据教师

提供的线上线下资源进行课前自主学习，课上教师进行巩固并将教学引向深度。教学实验期

间，团队成员录制了若干微课视频供学生课前学习。2019 年团队带头人申报并立项了河套

学院《翻译理论与实践》在线课程的建设，目前一边录制微课一边设计在线作业和考试。在

线课程的建设将进一步推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开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6.教学改革成果应用推广情况：

“对分课堂”、“翻转课堂”和“任务型教学法”教学改革以 2015 级、2016 级和 2017

级英语专业学生为实验对象，实验效果比较明显，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越来越凸显。在近三

年的各类全国性英语竞赛中，学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如“外研社杯”英语写作、演讲

和阅读大赛，尤其是专业英语四级的过关率也逐年提高。同时，团队成员将该教改理念运用

于《大学英语》的教学中，“混合式”教学也调动了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因此，教改成果将继续应用于 2018 和 2019 级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

以及全校的《大学英语》课程。在教学实验的同时，团队成员陆续撰写了翻译教改的相关论

文，发表于省级刊物，与全国的翻译教学研究人员共同探讨翻译教学的改革。



7.教学改革论文（限 10 项）

论文（著）题目 作者 期刊名称、卷次 时间

大学外语教学中思辨能力培养模式

的探索

李惠英 《教育教学论坛》 2019 年 3 月

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以河套学院《英汉互译》课程为例

蒋翠 《教育教学论坛》 2018 年 4 月

基于“对分课堂”理念的翻译教学模

式有效性研究
李惠英 《现代职业教育》 2018 年 1 月

新建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问

题探究及指导对策

张浩 《河套学院论坛》 2018 年 1 月

论学术论文摘要英译的 3C 原则 张浩 《教育现代化》 2018 年 2 月

谈茶思维融入交互英语阅读模式中

的具体应用

张浩 《福建茶业》 2018 年 3 月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商务英语专业人

才培养的模式探究

张浩 《教育教学论坛》 2017 年 5 月

基于慕课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体会

蒋翠 《教学考试》 2017 年 11 月

新建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泛读课教学

中的情境动机策略研究
张浩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16 年 5 月

浅议如何从学生层面提高大学英语

写作教学

蒋翠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

究》

2016 年 4 月

四、培养青年教师、接受教师进修工作
1. 2018.07.30-2018.08.10 中国外文局翻译师资培训（北京）

2. 2018.06.23-2018.06.24 观摩第九届“外教社杯”高校外语教学大赛自治区复赛与决赛

（包头）

3. 2017.07.24-2017.08.20 英国阿伯丁大学访学一个月，学习课程为《语言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英国阿伯丁）

4. 2017.04.07-2017.04.09 首届内蒙古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改革与科研发展论坛（呼和浩

特）

5. 2016.10-2017.04 留学基金委派往英国阿伯丁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国外访学（英国阿伯

丁）

6. 2016.11.04-2016.11.06 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武汉）

7. 2016.08.8-2016.08.10 外研社“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

（南京）

8. 2016.05.13-2016.05.15 高等学校外语教师高级研修班（西安）

9. 2016.01.15-2016.01.25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和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

举办的全国翻译专业师资培训班（上海）

10. 2015.0 7.21-2015.07.23 外研社“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

（长沙）

11. 2010.09-2011.01 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学习（北京）



五、科研情况
1.科研项目（限 5项）

项目名称 经费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主持人/参与

人（排序）

河套文化资料英译过程中特殊问

题的分析与研究

10000 内蒙古教育

厅

2013.02-2015.02 主持人：

张浩

文化传播视角下的阴山岩画申遗

翻译研究

10000 巴彦淖尔市

河套文化研

究所

2018.10-2019.10 主持人：

蒋翠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狼图腾》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

10000 河套学院 2018.07-2020.07 主持人：

李惠英

巴彦淖尔市公示语英译的问题与

对策研究

10000 河套学院 2014.02-2016.02 主持人：

李惠英

从“接受学”角度看阴山岩画的

译介

10000 河套学院 2014.02-2016.02 主持人：

蒋翠

2.科研成果转化教学情况

第一，理论方面

科研项目涉及了几项重要的翻译理论，这些翻译理论也是翻译教学中要讲授的理论，如

“接受美学”、“目的论”和“文化翻译”等。通过科研项目，教师更好地掌握了相关翻译理

论的理论意义。在翻译教学中，教师能够将翻译理论结合科研项目介绍给学生，使学生更好

地理解翻译理论。

第二，实践方面

以上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积累大量的关于河套文化和具有当地特色的翻译案例，例如阴

山岩刻、河套农产品、旅游资源、公示语等，这些案例成功引入了翻译课堂教学，增加了课

堂教学的趣味性，锻炼了学生翻译实践能力，同时学生也了解了河套文化和巴彦淖尔市当地

特色文化，这有助于学生将来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

六、团队建设及运行的制度保障
《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团队的建设及运行，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河套学院》处于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期，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转型经费，

学校非常重视学科与课程建设以及师资的培训，尤其是对在线课程的大力支持，这一点保障

了该教学团队的师资培训以及在线课程的资金费用。

第二，该教学团队中有三名成员是系级教学督导，督导制起到了督促教学的作用，督导

将对各个教学团队的课程进行督查，保障了该课程的教学质量。

第三，学院重视对新教师的培养，该教学团队中有两名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学院实施的

“传帮带”和“导师制”保障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使她们在教学方面能快速提高。



七、团队今后建设计划
《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团队在未来五年的规划如下：

第一，继续以“应用型英语人才”为目标和基点，开展教学实验，探索新的翻译教学改

革。

第二，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将目前正在建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线课程建

设成为自治区级在线课程。

第三，不断扩大团队阵容，提高团队的教学科研能力，将该团队建设成为自治区级教学

团队。

第四，除了团队中两名新教师，其他成员每人成功申报一项翻译方向的自治区级教学

或科研项目。团队中的两名新入职教师每人申报一项翻译方向的教学项目和一项翻译方向的

科研项目，以科研促进翻译教学，提高翻译教学水平。

第五，团队成员共同编写一部《翻译理论与实践》校本教材，约 20 万字。

第六，团队成员继续承担社会兼职，包括巴彦淖尔市外事办和河套文博院兼职翻译等，

提高团队成员的翻译实践能力和双师水平，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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