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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 MTI 计算机辅助翻译( CAT) 案例教学为基础，在 CAT 课堂教学上完成《管理信息系统》的

翻译项目，探究项目进课堂的具体实施过程。通过教学实践和探索，作者认为项目进课堂能达到翻译硕士人才的培养目

标，对学员的翻译相关能力、职业精神、心理素养等提高大有裨益。
［关键词］计算机辅助翻译( CAT) ; 项目; 翻译硕士( MTI)
［中图分类号］H 315.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58( 2012) 02-0044-04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2010 年招收 16 名翻译

硕士研究生，教学目标及要求、课程设置等均符合全

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相关要求。
结合 MTI 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的培

养目标，我们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 Computer Ai-
ded Translation，简称 CAT) 课程，通过把项目引进课

堂的方式，从而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下，完成学校与市

场需求的直接对接，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①。通

过这次有益的尝试，学员的综合翻译能力有了较大

提高，完成了两篇学术论文 ( 一篇已发，另一篇待

发) ，该课程还获得校级精品课程，翻译的教材已出

版。
计算机辅助翻译的主要原理是基于人机交互平

台，计算机提供词汇、术语、短语、惯用语等翻译知

识，翻译人员进行选择、调整语序，从已翻译过的文

本中查找相同或相似语句的译文，避免不必要的重

复劳动，从而进行高效的翻译工作。CAT 的重要思

想是在翻译记忆库( Translation Memory) 和实例模式

中搜索相同或者相似的句子或者短语，给出参考译

文。翻译记忆机制不仅是绝大多数 CAT 系统的核

心，它 已 成 为 计 算 机 辅 助 翻 译 的 代 名 词 ( 张 政，

2010: 160) 。

一、课程设计

我们开设的 CAT 课程共 48 学时，为 MTI 专业

限选课，3 学分，学生在 CAT 实验室学习并进行相关

的操练，理论讲授与实际操作的比例控制在 1 ∶ 2 。
课程借鉴国内外的教学经验② ( 钱多秀，2009，49: ) ，

目的在于培养翻译硕士需要的专业技能，获得一定

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素养。选用的教材是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计算语言学与机器翻译导论》。
具体讲授的内容及课时配比如下:

第一模块 第二模块 第三模块

NLP 基础知识 CAT 操作与管理平台 技术应用

学时 48 2 2 2 2 2 2 2 2 2 30

教学内容
计算语言

学基础

语料库
语言学

基础

MT 原理
与方法

MT 现状
及分析

CAT 原理
及平台

CAT 演练
平台

项目管理
平台

资源管理
平台

库建设
与维护

项目实施
( 《管理
信息系

统》翻译)

在教学理念上，我们摈弃传统的为了练习而练

习的做法，不再使用熟语料作为练习的虚拟环境，转

而尝试使用新的语料，把真实的项目引进课堂，旨在

给学生以真实的语境。在项目具体操作方面，我们

受清华大学出版社委托，翻译 Management Informa-
tion Systems( MIS) 书，共 80 余万字，出版社要求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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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交稿。
承接项目后，我们的主导思想是一切按市场项

目实施的流程运作，从接单、项目分析、任务分配、建

立质量控制小组、搭建术语库、翻译、质量检查、交稿

等等全部模拟真实环境。项目分前期准备、中期实

践与后期总结三个模块，流程图如下:

二、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包括制定时间表与翻译大纲、任务分

配、CAT 再培训等。
1. 制定大纲: 总体构架对于大型项目的统筹规

划必不可少，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后期的阶段性调

整都是基于翻译大纲进行，这有利于教师监督项目

进度与学生自检自查。接单后首先由教师制定翻译

大纲，内容包括翻译项目意义、质量控制、时间进度

及编写体例等。
2. 任务分工: 鉴于该项目的特点，单独设置一

名学员为项目经理，负责项目调整与成员间的沟通。
项目经理就是战场前线的指挥员、工厂的车间主任，

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该项目经理的职责包括: A) 搜

集文本: 如 MIS 第八版与第九版的中文译稿，借阅

相关书籍，复印分发可借鉴文稿，以便把握整体翻译

风格与语言特点，确定翻译尺度、专有名词的翻译

( 包括人名、地名、公司名称、品牌名称等) ，在此过

程中，需要完成术语的采集、审定工作，为后续术语

库的建设做准备; B) 交流沟通: 记录组员反映的问

题并及时上报教师。项目经理与成员间的沟通对于

项目的进程至关重要，通过例会制度、QQ 群消息、
百度贴吧、手机飞信等沟通手段，可以及时调整时间

表，尽快解决问题; C) 统稿排版: 由于各个译者的翻

译策略不同，这会影响到全书的连贯性，因此需要项

目经理审查把关，查漏补缺，退回不合格译文，指明

修改的内容。
3. 组建团队: 除项目经理外，剩下的学员为翻

译小组成员，每人一章，约五万字; 翻译小组需要协

同项目经理录入术语，组建术语库，学员在 MIS 项

目中共完成了 1365 个术语的统计录入，并由教师邀

请该领域的专业人员对术语进行了审核。
4. 技术培训: 培训一方面源自教师 CAT 课程的

讲授，另一方面源自学员间的相互学习与探讨，学员

还需安装、调试 CAT 软件以及其他相关辅助软件，

并熟练使用，这次翻译项目需要掌握的软件有: ( 1)

雅信 CAT、( 2) Trados、( 3) 光学字符识别( OCR)

软件( Nuance PDF Converter 7. 0) 。学生先将纸质文

稿扫描为 PDF 文档，然后将扫描后的 PDF 文本转化

为 Word 文 档，以 节 省 录 入 时 间 ( 但 是 转 换 后 的

Word 文本会出现少数的相似字符或数字的解码错

误，需要学员认真校对; 此外，不同文本格式的录入

与转换也是学员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 。

三、中期实践

中期实践包括利用 CAT 进行翻译、互相审校与

修改、上交初稿等，这一阶段投入精力最多、集中用

时最长，也是项目实施与管理的关键环节。
1. 术语建库: 术语库建设对非文学翻译项目质

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术语的不统一会给读者造成

费解、曲解，甚者误解( 冯志伟，1997: 1 ; 方梦之，

2001: 67; 高永伟，2010: 45; 王一多，2010: 16 ) ，因此

需要借鉴已有译本和相关专业字典，将附录的术语

手工录入为 Excel 格式，再利用 Trados 将 Excel 文档

经由 Multi-Term 转为术语库，根据需要删除、修改、
新增术语，由学员共享。

2. 项目统筹: 学员对 Trados 的操作需要反复操

练，以便熟能生巧，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 ⑴
术语库未能实时更新;⑵句间过渡和段落、语篇整体

的欠缺、学生译风译笔差异;⑶Trados 对于不同项目

内容的翻译效率问题; ⑷文本导出时无法实现左右

对齐等。这就需要项目经理与翻译小组成员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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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CAT 使用有困难的学生进行额外辅导与帮助，及

时解决问题，转变翻译策略等。
3. 统一文本: MIS 每章的开头与结尾，都分别

有“引入话题”、“决策方案”、“拓展训练”或其他高

频句子等，学员译文各不相同，因此，需要统一协调，

项目经理把译文导入翻译记忆库，不仅节约译者时

间，更重要的是“原文相同，则译文也必相同”，这也

是团队合作项目中，项目经理必须特别关注的内容

之一。
4. 时间管理: 由于 MIS 翻译项目与其他课程同

时进行，因此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工作量，如何

协调 MIS 项目与课程的时间配比，实现项目保质保

量完成，需要良好的时间管理; 与其他任课老师进行

协商，合理设定时间点段并听取反馈。
5. 实时交流: 信息交流的畅通是顺利完成项目

的重要条件之一，包括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的交

流，如寒假期间教师举行的 QQ 群视频会议，教师与

单个学员的交流指导等。
6. 相互校对: 质检员是产品质量检验的最后

一道防线，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通过

互校发现自己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译、漏译、误译等，

有助于培养严谨认真的态度，养成审慎细致的作风

以及提高对译文判别的敏感度。

四、后期总结

后期总结包括审稿、反馈、学生修改译文以及课

堂共享

1. 审稿评稿: 审稿环节包括文字审校与专业审

校。文字方面由教师从文本内容、文笔表述把关，保

证译文的忠实与通顺; 技术方面邀请专业人士审校

主要的术语与技术内容，确保译文忠实和“在行”。
2. 信息反馈: 反馈是学员提高较大的环节，教

师标出学生翻译的误译、漏译、佳译之处，进行评析、
改译等，尽可能多的给出评语。反馈过程有助于学

员清楚地认识到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学生印象深刻，

对其后续翻译能力的提高大有帮助。
3. 译文修改: 学生认真阅读教师的批阅后，重

新修改译文，排版交稿。这个环节使学生的译文质

量产生了质的飞跃，与初稿相比，终稿的质量无论是

译文的“信”，还是专业的“达”都达到了较理想的水

平。
4. 总结提高: 学员撰写自己的项目实施的心路

历程，痛苦与快乐、盲信与质疑、经验与教训等，特别

是强调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如何解决，个

别学员的总结略加修改拓展就是一篇实用的学期论

文，这一环节同时也为后期撰写毕业论文奠定了一

定基础。
5. 成果分享: 学生转换角色，扮演教师，提取自

己翻译中的经典案例，布置作业、批改、制作幻灯片，

每人进行约 40 分钟的课堂讲授，讲授的计划与内

容，是在教师协商指导下完成的，学员的自信心、动
手能力、课件制作能力、表述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更

重要的是学员分享成果，一人经历，多人获益，共同

提高。

五、回顾与反思

把项目引入课堂是我们的一次尝试，通过这次

真项目、真实践、真环境的体验，学生收获颇丰。
1. 翻译能力: 学员面对真项目，干中学，学中

干，实践中提高，市场中检验，摈弃了传统的纸上谈

兵式的从书本到书本的教学模式，真实环境，是一次

心理素质提升的体验，感同身受，获益匪浅。
2. 团队协作: 未来项目的特点是时间紧、任务

重，必然是团队合作的结果。MIS 这一翻译项目培

养了学生沟通与项目管理的能力，体现了未来翻译

项目专业化、团队化的特点，学生利用网络平台与现

代网络工具克服出现的沟通障碍，为下一次团队项

目积累经验。
3. 适应能力: 虽然 MIS 项目主要涉及信息与管

理领域，但是学生通过项目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样适

用于其他领域的翻译项目，如果以后承接医药、化

工、生物等市场需求迫切的文本翻译项目，也能应付

裕如、淡定自信。
4. 技术应用: 利用 CAT 进行项目翻译，学生熟

练掌握了格式转换、排版等一些现代技术软件的使

用方法，具备使用这些软件的能力是未来职业译者

所不可或缺的( 吕立松，2007: 40) 。更重要的是，学

员了解了与语言服务以及提高语言服务效能相关的

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技术人员的思考模式，知晓信息

系统设计需考虑的要点，从而提高对翻译辅助技术

的利用率。
5. 市场模式: 学员不仅是译员，更是项目的参

与者和管理者，他们参与了项目全部过程，熟悉了各

个环节，直接面向市场，亲历真实环境。
6. 研究能力: 学员在借鉴前人译本的过程中，

对先前译法、术语存疑之处，不盲目接受，而是查证

资料、考问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于原文中出现

的事实性错误，学生通过网络查找资料来源，并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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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出版方联系，培养了译者应具备的认真严谨的

职业素养，奠定了一个合格译者不盲信、不唯书、尊
重科学的思辨求证基础。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课程执行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不足，例如:

1. 管理不够周全: 建议将项目流程书面化，将

各项任务的内容( 定术语、初稿、自校、互校、终稿) 、
负责人、起止时间等制作项目进程表或者工作周志，

采用量化的曲线图表，这可以作为学生统计自己工

作效率的参考，直观地看到单位时间的工作量。
2. 术语管理欠佳: 术语管理不到位造成重复劳

动、返工等，这是因为建库时学员未经认真查证就上

报建库管理员，或者是囿于学员的专业基础，从而出

现原始错误术语; 其次是有些术语在特定的语境下

不通顺，因此个别学员擅自背离术语库而更改，为后

期术语统一造成困难。
3. 前期工作欠细: 项目启动前，项目经理应该

利用 CAT 的相关功能，统计高频词汇和高频句子，

并提供统一的参考译文，这样就可避免因高频词汇

和句子译文各异而导致后期手工的逐一修改，可以

节省时间与精力。
4. 能力参差不齐: 学员的双语基础、投入精力

等不平衡，男女生对现代翻译技术的应用水平参差

不齐，造成译文质量、工作进度殊异，不利于项目的

宏观管理。
5. 教师力不从心: 整个翻译项目过程中，教师

从项目洽谈、质量把控，特别是到中期的审校定稿需

要亲力亲为，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和时间，出现问题还

要及时化解，教师有时显得疲于应付，也影响教师从

事其它教学、科研工作。

六、结语

MIS 项目跨度历时五个月，这次项目进课堂的

探索给学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培养了协

同合作的团队精神，完成了从同学到同事的转变，提

高了翻译技能，奠定了译员职业素质的基础，搭起了

象牙塔与市场间的桥梁，实现了从课堂到市场的转

轨。作者认为，项目进课堂能达到 MTI 的培养目

标，对学员翻译综合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

注释:

① 课程结束时，笔者进行了不记名问卷调查，在能力有“很

大提高”、“较大提高”、“一般”、“没有”4 个选项里，选

择“很大提高”、“较大提高”的百分比分别达到 81% 和

19%，在课程满意度一栏里，满意率达到 94%。
② 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是英国开设计算机辅助翻

译最早的院校之一，并授予硕士学位，开设有“语言与翻

译”、“语言与自动化”等课程，其理论的讲授占有相当

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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