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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辅助翻译
”

课程教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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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五年来开设
“

计算机辅助翻译
”

课程的教学思考
。

课程从理论讲解到实际操作
,

主

要有几个板块构成
:

机器翻洋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史
,

计葬机辅助翻译的原理
,

广义与狭义的翻译工具
,

语料库与计算机辅助翻译
,

术语与术语库
,

时齐与翻译记忆
,

主流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

计算机辅助翻译与全球化和本地化等内容
。

希望与大家交流
,

促进

该课程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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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

自上世纪 9 0 年代起
,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就

开始给本科生和硕士生开设计算机
①
与翻译结合

的课程
,

名称不一
,

如
“

计算机与翻译
” 、 “

计算

机在翻译 中的应用
” 、 “

机器翻译人门
”

等
。

有鉴

于计算机技术给翻译过程带来的巨大便利和翻译

行业对从业人员技术水平的要求
,

2 0 0 2 年
,

该系

在亚太地区首次开设计算机辅助翻译两年制文学

硕士课程
,

目的是深化学生对语言作为基本交流

工具的理解
,

并促使他们掌握与翻译实践有关的

各种技术
,

以适应社会进步和职业需求
。

2 0 0 4 年初
,

笔者从香港 中文大学学习归来
,

经学 院安排
,

从 当年起
,

每年秋季学期 给全 院

英语专业语言学和翻译方 向的一年级硕士研究

生开设
“

计算机辅助翻译
”

( C o
m p u t e r 一 a i d e d

rT an
s l a it o n ,

C A T ) 课程
,

每周 2 学时
,

共 1 8周 3 6

个学时
。

鉴于现有参考资料和软件界面多为英

文
,

面对的又是英语专业 的学生
,

课程主要工

作语言为英文
。

后来
,

为配合此课程
,

学院成立
了

“

翻译科技实验室
” 。

在软硬件设施和课程方

面均为内地高校的领先
。

至今
,

本课程 已开设 5

年
,

有一些初步的经验和反思
,

在此总结 出来
,

与大家分享
,

供有意开设此课程兄弟院校参考
,

希望得到反馈意见
,

使本课程得到修订与完善
,

以帮助修读本课程的学生 扩大视野
,

提高他们

实 际翻译操作 的技能和水平
,

增 加毕业生 的就

业选择面
,

为他们成为宽 口 径
、

复合型 的人才

做出一些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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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板块及内容

本课程从理论讲解到 实际操作
,

主要有如下

几个板块
:

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史
,

计

算机辅助翻译的原理
,

广义与狭义的 翻译工具
,

语料库 与计算机辅助翻译
,

术语与术语库
,

对

齐与翻译记忆
,

主流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

计

算机辅助翻译与全球化和本地化等 内容
,

同时

要求修课研究生学会使用 主流的语料库分析工

具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

前面的 内容是铺垫
,

理论性知识 较多
,

后面部分是实践
,

对动手能

力要求较高
,

简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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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史

|||
.

|
缨

计算机辅助翻译或电脑辅助翻译 ( C A T )
,

是

从机器翻译 (或计算机翻译
,

M
a e h i n e T r

an
s l a it o n ,

M T ) 发展而来的
,

也可以把它称作机器辅助翻

译 ( M
a e h i n e 一 a i d e d rT

a n s l a t i o n
,

M A T )
。

本课程用

计算机辅助翻译来统称 c A T 与 M A T
。

C A T 与 M T
,

既有本质的不同
,

又密不可分
。

前者可进一步细 分为计算机辅助 的人工 翻译

( C o m p u et r 一 ia d e d H u m an rT
a n s l at i o n

,

C A H T ) 和人

工辅助的计算机翻译 ( H u m a n
一 a i d e d C o

m p u t e r

T ar ns la it o n ,

H A C T )
,

在翻译的过程中
,

自始至

终
,

都有人工因素
。

后者则是没有人工参与的

全 自动 翻译过程
,

其最 终 目标也 因此可 以 叫做

全 自动高质量机器翻译 ( F u l l y
一 a u t o m a t e d H i g h

Q
u al i yt M ac h i n e T r

an
s l a it o n ,

F A H Q M T )
。

这些基本知识十分重要
,

能够厘清学生对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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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概念的认识
,

消 除误解
,

知道他们将要接触

的是什么
,

需要他们掌握什么知识和 技能
,

对

计算机技术在翻译中 的应用有合理的预期
。

因

为笔者发现
,

多年来
,

大部分人多数时候想当

然地以为 C A T 就是机器翻译
,

是全 自动的
。

而

现有 的 自动翻译系统所产 出 的译文很难让人满

意
,

因此他们对学习 C A T 技术或者一概拒绝
,

或

者怀有很大的疑问
。

这种 区分使大家对 C A T 的

期望趋于合理和 现实
。

在课程的这一部分
,

笔者主要给学生介绍了

计算机 (辅助 ) 翻译 的历史和现状
。

从上个世纪
3 0 年代开始

,

计算机 (辅助 ) 翻译经历了早期

的尝试阶段 ( 4 0 一 5 0 年代初 )
,

高度乐观阶段

( 5 0 一 6 0 年代中期 )
,

1 9 6 6 年美国的 A L P A C ( T h e

A u
ot m iat

c L an g u笔
e p r o e e s s i n g A vd i s o yr C o

mnn ett
e )

报告对机器 翻译的研究和 应用开发是一次沉重

的打击
,

也是研究方 向的转折点
。

经过十年左

右的沉寂和停滞
,

7 0 年代后期
,

研究和开发有

了复兴
; 8 0 年代后期到 9 0 年代早期

,

是新的转

折点
,

M T 研究开始从纯理论研究转 向实 际应

用
,

c A T 逐渐为人接受
,

研发者着手为职业译者

提供译者工作台 ( t r a n s l a t o r w o r k s t a t i o n )
,

在受控

语言和受限专业系统方面进行开发
,

并探讨在

多语信息系统里如何应用 翻译组件
。

真正的翻译助手出现在 9 0 年代初期
,

即上述

的译者工作 台
,

比如 T r a d o s
公司的 T r a n s l a t o r

W
o r

kb
e n e h

,

I B M 公司的 T r a n s l a t i o n
M

a n a g e lr Z
,

s T A R T r a l l s i t
,

E
uor

l a n g o p t i而
z e r
等

,

混合了复杂

的文 本处理和出版软件
,

术语管理 以及翻译记

忆库
。

进人 2 1 世纪
,

在全球化和本地化的浪潮

中
,

需要大量 的 翻译参与
,

与此相关的计算机

技术也就有 了更大的使用 空间
。

一些主流软件

在全球化和本地化行业 中广 泛应用
,

为推动全

球范 围 内 的信息 交流做出 了传统翻译难 以企及

的贡献
。

此部分的授课
,

可参考 W i l l i a m J o h n

H u ct 址 n s
的个人网站 h ttP 州/ w w w

.

h u ct h i n s w e b
.

m e
.

uk
,

C h a n ( 2 0 0 5 ) 和冯志伟 ( 2 0 0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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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机 (辅助 ) 翻译的原理

早期的系统基本由双语辞典构成
,

一个源语

词汇对应一个或多个 目标语词汇
,

再配备有产

出 正确句序 目标语的语法规则
。

但很快人们就

意识 到
,

仅靠词汇和词序是很不够的
,

还需要

更为系统的句法分析
。

当 时盛行 的形式语法似

乎能为此寻找一条出路
。

但随后
,

研究者又陷

人机器在语义理解上的 困境
。

8 0 年代
,

机器翻

译系统的主导策略是通过中间表述 ( i nt er m e d i ar y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s ) 实现的 间接翻译 ( i n d i r e e t

t r a n s一a t i o n )
,

过程涉及到语义
、

句法
、

词法层次

的分析
,

有时伴有非语言的知识库
。

8 0 年代末
,

I B M 研究组公布了他们完全基于统计方法的机

器翻译系统 ( C an id d e) 的成果
;

一些 日本研究组

开始 利用 翻译语料的方法
,

这种方法后来被称

为
“

基于例句
”

的翻译
。

与此前
“

基于规则
”

的

翻译系统不 同
,

这两种的特点都是不再利 用句

法或语义规则来分析文本或选择对等词汇
,

而

是利 用 了大规模的文本语料
,

翻译模块混合了

基于规则和基于语料的方法
。

这个时期
,

几乎所有的研究活动都致力于在

传统的基于规则和
“
中间语言

”

模式的基础上进

行语言分析和生成方法的探索
。

这些方法都伴

有人工智能类型 的知识库
,

表现了 更具创新性

的潮流
。

译员 的需要让位于商业兴趣
:

术语管理

软件出现
,

如 M
e r e u卿汀

e

mr
e x 。

A L P N E T 在 5 0 年

代上市了一系列翻译工具
,

其中还包括
“

翻译记

忆库
”

( T r a n s liat on M
e m o yr

,

T M ) 的早期版本
,

即

将事先翻译好的双语文本对齐后形成的数据库
。

9 0 年代早期
,

机器翻译研究被新兴的基于语

料库的方法向前推进
,

比如统计方法的引人 (如

BI M 公司的 c an id de 计划 )
,

以及基于实例的机器

翻译等
。

统计技术为先前基于规则的方法带来

了解放
。

消除歧义问题
,

代词指代以及更多的惯

用法生成等 问题
,

都 因为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应

用 而有 了解决 的希望
。

统计方法跟基于规则 的

方法一样也不能提供更多让人满 意的答案
,

但

是跟 1 0 年前相 比
,

现在提高输出译文质量的希

望似乎更大 了
,

最有前途的方法可能是前文提

及的整合 了基于规则和基于语料库的方法
。

现

在许多商用机器翻译系统正在集成翻译记忆库
,

而许多翻译记忆库 又被机器翻译方法加强
。

因为授课的主要对象为文科背景居多的英语
专业学生

,

教师可举简单的例子并辅以 图表来说
明这些原理

,

给学生以初绪的理性认识和感性体

验
。

授课时参考资料比较多
,

如冯志伟 ( 1 9 9 5
,

2 X( 科 )
,

史宗玲 ( 2 (I 又 )
,

张政 (2仪万 )
,

B o w 拓万 扭刃3 )
,

C h出 1 (2仪又
,

2 0 0 8 )
,

H U忆址nS & S

~
( 19 9 2 )

,

L
’

H ol rn n r

( 2 0 0 7 )
,

Q
u

ah ( 2 0() 6 )
,

S o

mesr
( 2 00 3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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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 义与狭义 的翻译工具

广义的翻译工具指能在翻译过程 中提供便利

的所有软硬件设施
,

如文字处理软件和设备 (包

括计算机 )
、

扫描仪
、

录音设备
、

文本格式转换

软件
、

电子辞典
、

在线辞典等
;

狭义的翻译工具

指为提高翻译效率
,

优化翻译流程而设计的 专

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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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 C A T软件 (徐彬
,

2 0 0 7 )
。

狭义工具面对的

市场较小
,

用户 也较少
,

目前受 到 的关注度较

低
,

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充分
。

而多数人在 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都接触过广义的 翻译工具
,

容

易 把这些广义的工具 当作是翻译工具 的全部
,

前面所提 到 的误解
,

也就可以理解了
。

本课程主要关注狭义的翻译工具
,

即 c A T 及

其相关知识和产品
。

在本节 即可引人下文将要

接触的几种主流 C A T 工具及其主要功能
,

如术

语库
、

对齐
、

翻译记忆
、

项 目管理
、

质量保证

等
,

指出这些 C A T 工具单独或者集成软件套装
,

都能够帮助翻译者优质
、

高效
、

轻松地完成翻

译工作
。

授课时
,

教师可给学生初步介绍各种各样的

翻译工具
,

使学生对它们有初步 了解
,

并有所

区分
。

具体参考资料同 前一部分
。

先讲授术语的基本知识
,

如定义
、

分类
、

用法
、

用途等
;
其次是术语库 的创建

、

编辑扩充和管

理维护等知识
;

然后向学生 介绍现有 的具代表

性大型术语库
,

如 E ur
o T er m B a n k 及其概况

,

以

及我们 中文语境下在此领域 的欠缺
,

也即未来

需要做的工作
;

最后向学生 介绍几个主要 的术

语库工具
,

如独立系统 A n y L e x i c : T e r m i n o l o g y

M an 吧
e m e n t 2

.

0
,

s u n G lo s s ,

T
一

M an 吧
e r 4

.

5 等
,

以

及配合翻译记忆工具使用 的术语工具
,

如 S D L

M ul it T er m 20 07
。

同时要求学生具体学会一个工

具
,

初步体会其在翻译团队工作流程 中所表现

出来 的优势
。

授课时的参考 书籍包括冯志伟 ( 1 9 9 6 ) 和

w ir g ht & G e hr adr ( 19 % )
,

同时也有网络资源
,

如

维基百科 ( w I K I )
。

6 对齐与翻译记中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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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料库与 C A 丁

根据前面有关历史的讲解
,

学生们 已经了解

到现行 C A T 技术主要是结合语料的建设而研发

的
,

对翻译最终结果至关重要的 翻译记忆来说
,

语料是其成 功与否的基础
。

课程这部分有关语

料库内容
,

包括定义
、

分类
、

建设
、

维护等知识
。

语料库的分类
,

尤其是平行语料库的有关内

容
,

对下面将要讲授 的术语
、

对齐和翻译记忆

都十分重要
。

此时
,

要求学生学会使用一种或

几种语料分析工具
,

如 A n t C o n 。 ,

M
o n o e o n c ,

P a r a C o n e
和 W

o r d s m i t h
,

掌握语料分析工具几个

重要组成部分的涵义和用途
,

如关键词
、

词频
、

词表
、

类型 / 标记 比
,

搭配与检索
、

语义韵律等
,

来初步分析英文和对应 的 中文文本
。

教师应要

求学生在进行语料分析时发现并解决 问题
,

如

这些工具在分析 中文时的局 限性
,

中文 的切分

困难及解决办法
,

文本对应 问题等
。

学生普遍反映
,

这个部分的内容能让他们感

受到计算机技术在分析双语文本时的强大功能
,

体会到 计算机与 人工分析时的 巨大差异
,

也对

与 翻译有关的计算机技术兴趣加深 了
。

此部分的 内容可参考 B a k e r ( 2 0 0 0 )
,

s i n e l a i r

( 19 9 1 )
,

S o
m

e r s ( 2 0 0 3 )
,

王克非 ( 2 0 0 4 )
,

还有一

个很重要的国内网络资源 ht :tP // w w w
.

co 印us 4u
.

o g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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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术语与术语库

翻译记忆是 C A T 的核心技术
,

指一个储存所

有翻译句子或句段及其 源语言对应句 子或句段

的数据库
。

这些句段对被称为翻译单元
。

翻译

记忆使用 数据库技术在翻译时 自动提供 以前的

翻译译文
。

不仅提供完全匹配译文
,

还可 以通

过模糊 匹配查找在语言上与待译原 文句段相 关

的数据库词条
,

并将有关匹配粘贴到译文中
。

在

翻译过程 中
,

新增的译文和更新的译文被添加

到数据库
,

所以
,

翻译记忆动态地增大
。

而对齐是把原文的句子和译文的句子或句段

一一匹配对应起来
,

其结果对建设 翻译记忆作

用 巨大
。

通过将已有的原文与译文的 自动对齐
,

可以将对齐结果导人翻译记忆
,

供未来的 翻译

过程使用
。

这个工具在对某一个 专业领域 (如

金融
、

科技
、

医学
、

政治文献 ) 已有的翻译结果

进行处理时
,

会有较高 的 匹配率
,

较少需要人

工后期加工
。

授课时
,

教师可提醒学生一些需

要注意的事项
,

如中 英文文本对齐时可能会出

现的乱码及处理
,

并对可能花费的大量时间 有

思想准备
,

以及将对齐结果导人翻译记忆库时

需要注意的 文本格式和设置等
。

关于项 目管理功能
,

可以在了解和掌握了其

他 几个主要功能的基础上
,

有所尝试
,

以 了解

大型 翻译项 目的处理流程
。

前文提到的许多参

考 资料对此都有涉及
,

可供参考
。

术语一致性能够保证译文 的专业化和高质

量
。

对于大型的翻译项 目
,

有一个中心化
、

电子

化
、

统一化的术语库
,

对通过 网络在线工作的

翻译团 队来说
,

其优点 不言而喻
。

本节 内容首

2
.

7 生流 C A 丁 工具

这个部分介绍使用几种主流的 C A T 软件
,

如

D 己j d v u ,

T r a d o s ,

rT an
s 、 v l l i z ,

W
o r d af s t和雅信 C A T

。

要求学生学会使 用 几种软件 的主要功能
,

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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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术语库
、

对齐
、

翻译记忆
、

项 目管理等
。

通

过使用 和展示
,

发现并 比较各软件 的特色和不

足
。

然后根据现有对各种翻译公司或 自由译者

的调查 (参见李燕
、

娄平
,

2 0 0 7 )
,

对他们选择

使用何种 C A T 工具
,

提 出建议并给出理由
。

这个部分需要学生加强动手能力
,

学 习操作

的过程 比较繁琐
,

通常需要反复数次 才能熟练

掌握
,

应该给出 充分的时间
,

教师也需要提供

及时的指导
。

2
.

8 C A 下 与全球化和本地化

c A T 在全球化和本地化的过程 中使用 非常广

泛
,

是推动全球化和本地化必不可少的工具
。

这

个部分向学生介绍 C A T 在全球化和本地化 中所

起的作用
,

全球化和本地化对 C A T 工具的要求
,

使用 C A T 工具的跨 国 公司和机构
,

如欧盟和

BI M
,

以及如何使翻译人员更好地适应本地化和

全球化对他们在技术上 的要求
,

进一步提高 自

己

— 不仅要是掌握双文化
、

双语言的人才
,

还

要掌握一定 的计算机技术
。

另一个 内容是要求

学生 了解和掌握本地化 的主 流软 件
,

如 S D L

P as so lo
,

并尝试使用本地化工具
,

将某个英语界

面的小软件转化成汉语界面 (即汉化 )
,

或将某

个汉语界面 的小软件转 化成英语界面
。

如果有

可能
,

还可以引入一些桌面排版系统 ( D es kt
o p

P u b h如gn
,

D T p ) 的知识和工具
,

如 F r a m e m a k e r 系

列
。

这几项 内容是最近几年来新兴的行业需求
,

对需要 翻译参 与的软件汉化
、

译文 的最终排版

和 图形 图像处理非常重要
。

译者如能综合掌握

这些技 能
,

也能提高翻译 的效率和质量
。

3
.

经验与反思

相对于传统的人工翻译
,

C A T 有着无可比拟

的优越性
,

能显著提高译者的翻译质量和数量
。

人工翻译的 日工作极限为 5 0 0 0 字左右
,

而有了

C A T 工具的帮助
,

译者可 以将工作量提高到 日

均 1 0 0 0 0 字以上
。

在专业领域
,

如科技
、

金融
、

医学
、

新闻
、

法律等
,

C A T 能够保证译文内容的

准确性
、

术语使用 的一致性和译文产 出 的经济

性
。

我院翻译科技实验室现有 1 0 台设置参数较

高的计算机
,

安装有主 流 C A T 软件
,

如 S D L

T ar d o s 2 0 0 7 和雅信 C A T 4
.

0
,

均为定期升级后的

最新版本
,

修课学生可以选择学 习使用
。

他们

普遍反映学习本课程很有收获
。

将来如果条件

许可
,

还可安装更多其他主流软件
,

如 W or df as t

和 D 己j d v u 等
。

经过五年的教学和软硬件建设
,

笔者有一些

体会
,

可 以总结为 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点有关教学理念
。

过去几十年
,

社会各

方面都发生 了跨越式进步
,

反映到 翻译上
,

最

明 显的应该是从传统的
、

手工作坊式的 翻译流

程和模式到现代化
、

信息化
、

商业化的 翻译流

程和运作模式 的转变
。

如今的 翻译项 目通常具

备数量大
、

时间紧
、

质量要求高等特点
。

而传

统的翻译模式在处理这些海量信息转换时不免

有些捉襟见肘
,

必须顺应需要
,

采用 现代的项

目管理手段和翻译技术
。

C A T 技术从一开始就

致力于辅助译员
、

加快翻译速度
、

减少重复劳

动
,

切合 了 时代和市场 的需求
,

并表现 出蓬勃

的生机
。

目前
,

C A T 技术 已得到 大型正规翻译

服务供应商和众多跨 国公 司 的普遍采用
,

他们

都 明 确 表 明 从业人 员需要掌 握这些技 能
。

因

此
,

如果适应社会时代进步
,

翻译人员就不仅

需要掌握双语和双文化
,

还需要掌握一 定的技

术手段
。

高等院校作为培养未来翻译行业从业人员的

主力军
,

其相关专业的教育管理人员和 授课教

师必须注意到 时代的这种转变
,

在教学理念上

与时代进步和社会需求保持一致
,

在课程方面

做出相应 的调整和更新
,

增加一些和翻译技术

有 关的新课程
,

在传统学术性 的基础上
,

更注

重职业性
。

这样
,

相对于传统课程体系下培养

出 来的学生
,

修完新课程的学生在知识结构和

实践技能方面会具较大的优越性
,

在就业和从

业时
,

也能有更多选择
。

要想做到这一点
,

需要

有关各方在教学理念上 的远见卓识和操作层 面

上的共同 努力
。

第二点是教师的知识储备和实 际操作能力
。

2 0 04 年开始讲授
“

计算机辅助翻译
”

课程时
,

内

地高校几乎还没有 同类课程
,

也没有可供参考

和借鉴的经验
,

需要授课教师大量 阅读有关文

献
,

并学 习 掌握多种软件 , 努力具有跨学科的

知识结构和操作技能
。

这对文科教师来说
,

有

一定难度
,

需要精力和时间 的 大量投人
。

现在

的情况有所好转
,

因为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这

些工具对优化 翻译过程的 巨大作用
,

出现 了不

少可供参考的指南和学习交流 网站
。

第三点是有效利用 网络免费资源
。

随着网络

的快速建设和发展
,

互联网 已经成 为一个海量

知识库
,

教师和学生都可 以从 中受 益
。

维基百

科
、

百度百科
、

中国知网
、

在线专门的资料库和

网站
、

在线辞典等
,

可 以给初学者提供很多基

础知识
,

如在维基百科上查询
e o

m p u t e r 一 a i d e d

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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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ns la tio n
,

就会得到有关 e A T
、

M T
、

c A T 工具

等信息
;
查询 t er m in ol o g y

,

就会得到有关术语
、

术语库
、

术语工具等信息
。

第四点是因材施教和教学互动
。

五年来的教

学过程表明
,

根据学生的情况适 当调整教学内

容
,

能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理解
;

而学生

有时会发现和提出一些教师没有预料 到的 问题
,

促使教师进一步思考
,

对教师知识和技能的提

高很有帮助
,

充分体现了教学相长 的道理
。

第五点是授课时丈本的选择
。

为 了更好地说

明 问题
,

应该选择 内容和格式都 比较规范的 定

期更新的文本
,

比如政治文献
、

科技文献
、

财经

报告等
。

笔者授课时采用 了某银行年报的 中英

文版
,

这种文本 的特点是词汇量有 限
,

词汇使
用重复率高

,

句式简单
,

表达准确
,

年度重复率

高
,

对讲授语料库
、

术语
、

对齐
、

翻译记忆等部

分的 内容非常具有说服力
。

政治文献
,

如 十六

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 的 中英文版
,

对讲授和掌

握上述知识和技能也非常有帮助
。

第六点是学生之间 的合作
。

学生在修读本课

程前
,

基本对 C A T 没有接触
,

没有基础
,

在短

暂的时间 内
,

单凭个人去 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

和实 际操作
,

确实有 困难
,

而团 队分工协作会

让他们互相学 习和帮助
,

进步的程度更大
,

速

度更快
。

第七点是与校外教学和科研机构的交流
。

几

年来
,

与香港 中文大学翻译系和北京大学计算

语言学所有 关专 家学者的交流
,

对笔者扩大视

野和了解新动 向
,

很有帮助
。

最后一点是保持 与供应商和翻译行业 的联
系

。

笔者在讲授此课程之前
,

就与某些主流产

品的供应商有相互接触
,

在讲授过程 中
,

更得

到他们的大力帮助
,

使本课程得以顺利进行
;

同

时
,

与一些大型翻译公司 的交流
,

能了解行业

对从业人员 技术水平 的要求
,

对教学有一 定的

指向性作用
。

4
.

结语

2 0 0 7 年起
,

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

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

适应国家经济
、

文化
、

社

会建设需要 的高层 次
、

应用 型
、

专业性 口 笔译

人才
,

我国先后有 15 所高校开设了 翻译专业硕

士学位课程 ( M T I )
,

有 19 所高校开设了翻译专

业本科课程
。

在有关课程计划里
, “

计算机辅助

翻译
”

被列为一 门选修课
,

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
C A T 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吕立松

、

穆雷
,

2 0 0 7 )
。

随着越来越多 的人对 C A T 的深人了解以及更多

的高校开设翻译本科和硕士项 目
,

C A T 这门课

程必将在更大的范 围 内开设
。

我们愿意与各方

交流
,

共 同进步
,

把这 门培养学生跨学科知识

和技能 以适应时代需求的课程建设得更好
。

注 释
① 中文区对英文 co mP ut er 的译法主要有两种

:

计算机 (大

陆 ) 或电脑 (港台地区 )
。

本文采用前一种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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