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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教学改革对策研究
王宇哲  王赫璘  周焕迪

长春财经学院，吉林 长春 130122

摘要：基于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对翻译产生重大影响的现状，以吉林省高校为研究主体，调研翻译技术类课程教学现状，发现其在
开课数量、教学内容深度和师资队伍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要通过更新教学理念、明确翻译技术能力构成、创新模式、丰富教学
内容和教学资源、加大产教融合力度和构建多元化师资队伍来提升翻译技术教学效果，培养符合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复合型翻译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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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re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ranslation, 
tak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Jili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and finding problems in the number of courses offered, the depth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teaching staff. 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by updating teaching concepts, clarifying the compos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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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数字化时代语言智能与大数据技术迅速发
展 , 翻译技术在语言服务行业的应用不断深化。
技术赋能背景下 , 翻译技术教学成为翻译教育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 4 月发布的《翻译专
业本科教学指南》首次将“翻译技术”列为翻译
专业必修课，突出了翻译技术教学的重要性。

基于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对翻译产生重大影响
的现状，以吉林省高校为研究主体，通过翻译技
术教学改革，落实“全人”发展理念，助力提升
吉林省翻译技术教学质量和翻译技术人才培养质
量。

二、吉林省高校翻译技术教学现状

吉林省共 37 所本科院校开设英语专业（翻
译方向）和翻译专业，在本科阶段将翻译技术相
关课程明确写入人才培养方案并开课的院校不
多。吉林外国语大学翻译专业开设计算机辅助翻
译与翻译项目管理、译后编辑；东北电力大学英

语专业（翻译方向）开设翻译技术课程；长春财
经学院选修课中开设翻译技术基础课。此外，延
边大学建设了计算机辅助多语种翻译实训室，具
备翻译技术教学基础；长春师范大学与广州语修
堂合作建有翻译技术教学示范基地。各大高校多
是在翻译硕士培养中开设较为全面的翻译技术课
程，如翻译技术基础、计算机辅助翻译和译后编
辑等。本科阶段翻译技术开课较少，但这和翻译
行业的用人需求发生了错位。

三、吉林省翻译技术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本科阶段翻译技术课程数量少
虽然直到 2020 年，翻译技术课才列入《翻

译专业本科教学指南》，但翻译技术发展十分迅
速。AI 翻译、译后编辑、术语库、语料库等新技
术不断升级。因此本科阶段如果只开设 1 门翻译
技术课，则不能满足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从业需
求。

（二）翻译技术实践开展深度不够
在本科阶段，各高校都建有翻译实习基地，

（稿件编号：IPS-24-3-4007）

作者简介：王宇哲（1982-06），汉族，籍贯：吉林省通榆县，长春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职称：副教授，硕士学历，研究方向：翻译。
王赫璘（2000-11），汉族，籍贯：吉林省吉林市，长春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职称：助教，硕士学历，研究方向：英语教育。
周焕迪（2004-01），汉族，籍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长春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翻译。
基金项目：2022年吉林省应用型新文科教育研究基地专项课题：“应用型新文科翻译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XJ202201）。
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教科研课题：“AI 背景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JGJX20230688）。



65

2024 年，第三期，国际教育学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但是能提供翻译技术实习的基地数量不多。学生
缺少翻译项目实习机会，企业人员参与教学的程
度较低。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高。

（三）翻译技术师资队伍不足
多数高校翻译技术专门人才较少，仅能支撑

翻译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翻译技术教学需要教
师既有良好的翻译能力，又有较好的计算机操作
基础，对教师提出较高要求。因此，翻译技术的
师资必须经过专门培训，才能上好相关课程。

四、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教学改革对策

（一）更新教学理念
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化，各种科

技产品不断地被运用到学校教学，信息技术和教
育的结合已经成为必然。翻译技术是当今世界上
相当重要的一门学科，与翻译教学有着密切联系。
学校需要适应新形势下的翻译教学，就必须确立
“智能化”、“数字化”和“科教融合”等新的
教学思想。

在具体教学中，宏观上，翻译技术课程可以
采用OBE，从教学大纲撰写、课程设计、教学方法、
评价模式都体现成果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持续
改进的理念；微观上，翻译技术课程可以采用社
会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该理论关注学习者的社
会性互动和人文成长，符合译者能力形成规律，
同时又与 OBE 的教育观一脉相承。

（二）明确翻译技术能力构成
翻译技术能力构成是翻译技术类课程教学目

标、课程内容以及评价方式的基础。有关研究指
出，翻译技术能力应包括技术知识、工具能力和
技术思维。译者应具备高阶思维能力、翻译技术
应用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高阶思维能力包括互
联网思维、大数据思维、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思
维等能力。翻译技术应用能力包括计算机运用、
信息搜索、术语管理、译后编辑和统计技术等能
力。项目管理能力包括译者的伦理、系统的方法
和项目管理技术等能力。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背景下，译者翻译技术能力的培养要重视培养译
者的翻译技术思维素养以及一定的翻译项目管理
能力，即译者在面对真实复杂的翻译项目时，能
够运用技术思维，在符合行业规范的前提下解决
所面临的翻译技术问题。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翻译技术能力应该包括
以下五大方面：计算机基本技能、信息检索能力、
计算机翻译工具运用能力、术语能力和译后编辑
能力。

1. 计算机基本技能
计算机技术的基本应用能力已成为现代翻译

职业人才的必备素质。在现代化的翻译项目中，
翻译之前需要进行复杂文本的格式转换、可译资
源抽取术语提取、语料处理等；在翻译过程中需
要了解 CAT 工具中标记 (Tag) 的意义，掌握常见
的网页代码，甚至要学会运用 Python 等语育批
处理文档等；翻译之后通常需要对文档进行编译、
排版和测试等。可见，计算机相关知识与技能的

高低直接影响翻译任务的进度和翻译质量。
2. 信息检索能力
在信息化时代 , 人类的知识正在以几何级数

增长 , 新的翻译领域和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再聪
明的大脑也难以存储海量的专业知识。因此，译
员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检索，辨析、整合和重构
的能力 , 也即“搜商”, 这也是信息化时代人们应
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如何在有限时间内从浩如烟
海的互联网中找到急需的信息，如何通过专业语
料库验证译文的准确性等，皆需借助信息检索能
力。当代译员应熟练掌握主流搜索引擎和语料库
的特点、诱导词的选择、检索语法的使用等，以
提升检索速度和检索结果的质量。

3. 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应用能力
传统的翻译工作通常任务量不大，形式比较

单一，时效要求也不是很强，所以并不强调 CAT
工具的作用。在信息化时代，翻译工作不仅数量
巨大、形式各异，且突发任务多，时效性强，内
容偏重商业实践，要求必须使用现代化的 CAT
工具。当前各大语言服务公司对翻译人员的招聘
要求都强调熟练使用 CAT 或本地化工具。

 4. 术语能力
译者术语能力，即译者能够从事术语工作、

利用术语学理论与术语工具解决翻译工作中术语
问题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具有复合性、实践性强
的特点，贯穿于整个翻译流程中，是翻译工作者
不可或缺的 - 项职业能力。术语管理是译者术语
能力的核心内容，已成为语言服务中必不可少的
环节。译员可以通过术语管理系统管理和维护翻
译数据库，提升协作翻译的质量和翻译速度，促
进术语信息和知识的共享，传承翻译项目资产等。
因此，当代译员需具备系统化收集、描述、处理、
记录、存贮、呈现与查询等术语管理的能力。

5. 译后编辑能力
机器翻译在信息化时代的语言服务行业中具

有强大的应用潜力，与翻译记忆软件呈现出融合
的发展态势，几乎所有主流的 CAT 工具都可加
载翻译记忆引擎。智能化的机译系统可帮助译者
从繁重的文字转换过程解放出来，工作模式转为
译后编辑（Post—editing）。2010 年，翻译自动
化用户协会（TAUS）对全球语言服务供应商的
专题调研表明，49.3％的供应商经常提供译后编
辑服务，24.1％的供应商拥有经特殊培训的译后
编辑人员，其他则将译后编辑工作分发给自由译
者（TAUS，2010），译后编辑将成为译员必备
的职业能力之一。当代译员需要掌握译后编辑的
基本规则、策略、方法、流程、工具等。

（三）改革教学模式
翻译技术课程中，实操是重点。要想让学生

的知识从陈述性向程序性转化，教师必须做好“积
极促进者”的角色，通过多角度、协作、支架等
方式让学生成为“积极参与者”，学好翻译技术。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和教育技术手段，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加强
学生翻译技术技能的训练和操作频率，让学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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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掌握翻译技术核心。
（四）丰富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
在翻译案例的选择上，除了典型的翻译技术

示范案例外，课题组还通过编写地方特色翻译练
习案例库，为学生提供与吉林省经济发展相关的
翻译材料，便于学生了解省情，熟悉吉林省涉外
材料翻译，引导学生提升为吉林省服务意识，进
而提高留省就业率。

（五）加大产教融合力度
翻译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学生是

实践的主体。在技术与外部环境迅速发展的新常
态下，通过重构线上 + 线下实践教学模式，结合
本科院校的实际情况，应以学生为中心，双师型
翻译教师为脚手架，语言服务类企业提供环境，
语言服务活动为实践主要内容，翻译技术深度融
合。

第一，高校要为翻译技术实践课程师资培养
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深入一线开展翻译技术
实践，然后将翻译真实场景与翻译内容进行设计
并融入翻译技术实践教学。要加强与校内外语言
服务机构或企业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
实习机会，如为学生提供翻译项目观摩、翻译项
目实习的机会。应主动对接语言服务市场，为师
生搭建线上或线下语言服务活动，提升实践教学
能力，从而成为具备翻译技术教学和翻译技术实
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组建翻译工作坊，开展项
目驱动的实践教学，组织学生积极参与。

第二，学生是翻译实践活动的主体，必须积
极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现代翻译业务是语言
服务业的核心。因此，在翻译技术教学中，应该
基于行业中翻译项目流程，让学生轮流担任翻译
项目岗位角色，实行轮岗实践，如翻译项目经理、
译员、审校人员等，增强学生实操能力。

第三，借力翻译技术实验室与互联网平台，
进行线上 + 线下混合式翻译实践教学。混合式教
学能实现学习资源利用最大化，让学生充分开展
深入的翻译实践。必须树立互联网思维，采用线
上 + 线下混合式实践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
平台提供的各种实践教学资源与方式，实现信息
交互、资源共享，弥补传统线下实践教学形式单
一，课时不足，与市场结合度低等问题，确保开
展更为有效而全面的语言服务实践教学。

第四，建立新时代、新环境下创新翻译实践
活动相应的保障机制。改革考试等传统考核形式，
建立以项目为驱动，成果为导向的“形成性 + 终
结性”翻译实践考核模式。

（六）完善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水平的关键，也是高校

教学水平的体现。多数院校的翻译师资主要来源
于外语教学的教师，翻译技术能力相对薄弱。学
校壮大翻译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要解决高校翻
译教师的技术能力问题，提高翻译教师队伍的整
体技术水平。高校可积极引入熟练掌握计算机辅
助翻译的专业人才或者擅长数字化教育的翻译人
才。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强对教师的教学素养教育。

积极开展关于翻译技术的讲座培训，同时为教师
提供机会到国内外翻译企业或者翻译高校进修，
鼓励教师学习翻译技术领域的相关知识，关注研
究前沿并开展智能技术领域的研究。

五、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为翻译教学带来冲击性变化。
翻译技术的应用能力成为翻译人才的从业基础。
因此要想做好翻译技术教学，就必须按照新时代
发展趋势，革新教学理念，提升数字化意识，以
当前翻译行业对翻译技术要求为导向，明确翻译
技术能力构成，进而设计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加大产教融融合力度，一定要让语言
服务企业参与到教学中，通过共建实习基地，为
学生提供行业专业指导机会，行业实习机会，并
在校企合作中，建设一支满足翻译技术教学要求
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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