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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催生了一个

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

教学与培训、语言相关咨询业务为内容的新兴行

业——语言服务行业（郭晓勇，2010:34）。然而，

语言服务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均衡①。在笔者所

处的洛阳似乎尚未真正发生这一行业变化，本地化

在这里还是新鲜事物。而这也许正反映了大多数三

线城市翻译专业教学的真实外部环境。

参加此次培训之前，笔者同其他外语专业出

身的翻译技术教师一样，认为教计算机辅助翻译

（CAT）这门课除了要懂翻译和教学，还要会 CAT
软件操作（杨博，2012 ：285）。笔者接触的此类

软件种类虽不多，仍自信已熟练掌握了 SDL Trados 
Studio 2011 和 GroupShare 的大部分功能，加上经常

使用这些软件参与校内翻译项目，积累了一定的实

战经验，按理说应该可以胜任 CAT 的教学工作。然

而，通过 9 天的学习与交流，笔者意识到，CAT 教

学不仅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还需要紧密联系语言服

务行业的现实与发展。而这正是自己“学院式”教

学的不足：照本宣科，侧重软件功能的介绍与操作

而较少关注技术在行业中的实际应用。这样的 CAT
教学虽可以使学生学到一些基本技术，但距离行业

对人才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笔者结合此次培训内

容，谈谈对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翻译技术教学的认

识与思考。

一、教学理念 ：紧盯行业现实需求和学生长远

发展

本次培训首先使笔者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

和行业对从业人员技术素养的要求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翻译技术在最

近 5 年出现了重大变化（Choudhury & McConnell，
2013:12），云翻译、语联网、敏捷翻译等新型商业模

式和生产方式随之涌现（崔启亮，2013a ：38）。面

对行业变化， CAT 教学如果仍停留于狭义的计算机

辅助翻译工具（徐彬，2007 ：79）的掌握，恐怕难

以培养出“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的翻译人才。

根据调研显示，77.3% 的语言服务企业都看重“申

请人掌握的翻译技术和工具”（王传英，2012 ：68）。
而在应聘者应具备的 15 项能力中，有计算机操作能

力、基本互联网知识和网络资源使用能力、文献查

找、利用、储备和管理能力、翻译软件使用能力和本

地化能力等 5 项与技术直接相关，还有解决问题能

力与组织管理能力这两项与技术间接相关（苗菊、

王少爽，2010 ：65）。由此可见，掌握与翻译工作相

关的各类技术是译者进入职场必不可少的技能。这

正是行业对翻译技术教学的最新需求。

其次，培训使笔者进一步明确了 CAT 教学的翻

译专业教育定位与教学理念。CAT 教学培养的是应

用型职业翻译人才。它既不同于软件企业推广产品

时的软件操作培训，也有别于语言工程领域对机辅

软件等相关技术的开发。其教学理念可概括为三点：

一、培养学生对于各类翻译技术的应用能力。这也

是目前大多数 CAT 教学普遍关注的（徐彬，2010 ：

46 ； 王 华 树，2012 ：58 ； 朱 玉 彬，2012 ：63），

只不过有时院校教育可能滞后于行业新兴技术的

应用。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技术提高语言服务质

量和效率的能力。现代翻译技术和工具层出不穷，

功能趋于完善并出现多技术融合的趋势（王华树，

2012 ：57）。因此，CAT 教学应注重教会学生利用

各种技术的优势，不断优化技术解决方案，提升语

言服务水平。三、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技术，养成利用

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的习惯。学习能力是企业非常看

重的能力之一（王传英，2012 ：68），这其中就包

括学习新技术的能力。教会学生掌握新技术的方法

与思路，养成利用技术改善工作的习惯无疑将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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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受益终生。

二、教学内容 ：注重广度与深度的结合，提高

学生职场生存力

既然翻译技术教学以服务行业为理念，那么就应

根据行业中主流的技术来开展教学。但问题是，我

国的翻译技术教师大多出身外语专业，“往往缺乏在

语言服务企业历练的一个过程”，不清楚信息时代翻

译技术的应用流程和环节，“对 CAT 工具现学现卖”

（王华树，2012 ：61）。这导致在课程内容的取舍上

要么“内容太空泛、太简单”，要么“理论较深，难

度较大”（同上）。

笔者此次培训最大的感受之一是，教学内容实用。

这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能够覆盖语言服务中涉及翻

译工作的各个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例如，王华

树老师详细讲解了译前文档格式转换的思路、方法

与工具，并以行业中最常用的 PDF 转换软件 ABBYY 
F ineReader 做了演示。而这些内容在以 CAT 操作为

主的教材中往往一笔带过。殊不知看似简单的原文格

式转换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给后续的翻译、审校和排

版带来很大麻烦，甚至严重影响项目进程。因此，像

文件格式转换这样既重要又实用的内容理应纳入 CAT
教学之中。第二，能跳出纯技术层面从语言、技术、管

理、行业等多角度深入探讨技术问题。从业经验丰富，

看问题的深度就与众不同。例如，大部分 CAT 软件都

有质量保证功能（QA），笔者在教学中也向学生讲解

了其操作方法，最多再比较一下几个不同 CAT 软件的

QA 差别。而崔启亮老师不仅可以综合多种工具（如

Xbench 等）实施质量控制，还从本地化公司的视角，

分析了影响本地化项目质量的因素，提出了项目的分

层质量管理模型，从“组织层”、“语言资产层”和“实

施层”三方面共 12 个因素②来提高本地化项目质量。

而 CAT 软件的 QA 功能只是其中“实施层”中“技术”

因素的一部分。

翻译技术教师只有结合培养目标尽可能以内行

的视角，对教学内容做出合理取舍，才能使学生学到

真正实用的技术，拓宽职业发展路径。在这方面，北

京大学的 MTI 把“翻译技术实践”这门课按难易分

为两个级别③，就较好地实现了教学内容在广度与深

度上的结合（王华树，2012:57-58），值得借鉴。

三、教学方法 ：以操练为主线，以技术需求为

牵引，融技术教学于项目流程之中

“学院式”CAT 教学脱胎于学术型翻译教学，与

行业联系不够紧密，往往是单纯的理论讲解、软件功

能介绍演示加上机操练“三部曲”。从笔者的教学实

践看，该方法有以下三个缺陷：第一，学生操练不够。

教师的讲解和演示常占整个课堂时间的 1/2 到 2/3，
留给学生亲自操作的时间较少④；第二，学生很难充

分理解技术的内涵。理论讲解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技术，但从实际教学效果看，学生如果没有

事先亲自操作软件，既不能深刻理解教师的讲解，也

不易发现自己操作中的实际问题；第三，学生孤立

地学习技术，不清楚技术在行业内的应用流程，不知

道根据不同工作情境选择不同技术流程。这些问题

常会导致翻译技术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学生学得慢，

忘得快，能力弱。

而此次培训，主讲教师凭借其丰富的语言服务从

业经历，展示了一堂堂精彩的翻译技术教学示范课。

王华树老师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将来自企业一

线的真实翻译任务精心修改成翻译训练内容，使笔

者真实感受到了项目中的各种技术细节；崔启亮老

师讲解了自己在本地化技术教学中使用的“案例式、

互动式、网络式、分组式和渐进式”教学法；而闫栗

丽老师组织的开放式案例讨论，既让学员们感受到

了真实项目中的成本和时间压力，也激发了他们的

管理潜力。不难发现，这些行业专家的教学方法虽

各有侧重，但都不是简单罗列知识点、软件功能和操

作步骤，而是很好地实现了技术教学与企业实践的

有机结合。笔者由此获得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翻译技术的课堂教学可尝试变“讲→演

→练”为“练→讲→练”。具体说来，教师课前可要

求学生根据老师录制的软件操作视频提前自学本次

课程的主要内容。上课时教师请多位学生上台演示

相关操作，检查他们的学习效果，发现问题，当堂指

导。然后，针对该操作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技术

背后的原理，补充介绍相关知识。最后，再模拟实际

翻译项目流程，让学生完成与本次课程相关的任务，

并融会贯通以前所学。这既加大了操练的比重与频

率，又使得抽象的讲解变得更加具体，有助于增强教

学效果。

第二，在讲解环节，教师应帮助学生理解每项技

术所针对的技术需求，并掌握解决问题的技术思路。

每项 CAT 技术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如何消除一

句多译（如：分析文件时重复句子的提取），如何最

大限度地利用已有译文（如：翻译记忆库的片段搜

索）等等。因此，如果能给学生讲清楚在什么技术

需求下该采用何种思路去解决问题，可能比单纯告

诉他们怎么操作效果会更好。此次培训中，高志军

老师在讲解软件本地化时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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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词在用户界面和联机帮助中有时因词性不同

而译法各异（如：f ile 有时译为“文件”而有时又译

为“归档”），但翻译记忆库（TM）无法自动对两个

译文做出区分，容易造成误译。如何从技术上解决

这一难题呢？培训班的学员们提出了各种思路。有

的说，可以提醒译员对于 100% 匹配也要根据语境仔

细分辨，正确选择译文；也有的说，可以把两个译法

分别记入用户界面 TM 和联机帮助 TM，从而把它们

区别开来。高老师分析了不同方法的利弊与理想的

技术解决思路，由此引出了对“TM 字段及其设置”

的讲解，然后才教学员如何给 TM 中的翻译单元添

加字段标签。学员们普遍反映，明白了技术需求和

技术解决思路后软件操作就更加易学易记了。

第三，教师还应尽可能地把技术操练融入项目流

程中。因为现代语言服务多以项目为核心，以流程化

和自动化的方式应用各类信息技术。在项目流程中

操练技术不仅使学生获得更加真实的工作体验，领

悟到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还能让他们真正理解每

项技术在项目流程中的作用，从而根据项目特点灵

活运用技术。笔者以前一直不清楚 Trados“分析文件”

的“导出未知句段”功能的作用，虽然完成该操作

不成问题。经向此次培训专家请教才得知，当企业

需要翻译任务外包时，一般会使用该功能预先把与

TM 匹配率较低的内容单独导出外包，而把与 TM 匹

配率高的内容留下来由企业内部处理。如果不是外

包项目则一般不用该功能。由此可见，不了解项目

的实际运作流程是无法深入掌握翻译技术的。

结语

我国的 CAT 教学自 2004 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开设以来（钱多秀，2010 ：1），经过多年努力，

已经引起了翻译教育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朱晓敏，

2010 ；肖维青，2011 ；杨博，2012）。尚未开设相

关课程的高校已有可资借鉴的教材、资源和经验。而

已开课高校在完成从无到有的艰难起步后，又面临

着翻译技术快速发展与职业翻译教育（穆雷，2012）
的挑战，特别是对于身处语言服务相对落后的二三

线城市的高校，在缺少外部行业支持下，如何能真正

使翻译技术教学从教学理念、内容和方法等多方面

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恐

怕离不开翻译技术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而此次师

资培训无疑对此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希望今后

中国译协在条件许可时能尝试分级培训或网络远程

培训，进一步完善培训机制并使之常态化，为翻译技

术教学与语言服务行业的结合做出更大努力。

注 释

国家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省①①
市拥有全国语言服务企业的 75%（郭晓勇，2010 ：36）。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不含港、澳、台）在营
语言服务企业为 37197 家，其中北京占 12000 多家。（崔
启亮，2013a ：34）
这 12 个因素分别是“组织层”的组织架构、经营理念、②①
质量政策和企业文化，“语言资产层”的翻译记忆库、术
语库、翻译风格指南、质量模型和标准，以及“实施层”
的流程、人员、资源和技术。（崔启亮，2013 b）
初级课程包括 6 大模块：信息化时代的语言服务、翻③①
译与搜索、翻译技术基础、主流 CAT 工具实战（Trados 
2007 和 Déjà Vu）、翻译质量控制和完整的翻译项目案例
展示等；中级课程包括 8 大模块：信息化时代的翻译技
术、语料库与翻译、主流 CAT 工具实战（Trados 2009、
Across、MemoQ、Wordfast、Web-based CAT 和 F lOSS）、
本地化翻译、翻译与 DTP、字幕翻译、技术写作以及完整
的翻译项目案例展示等。而每一大模块又包含若干小项。

（王华树，2012 ：58）
据笔者了解，有的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学生一个学期的上④①
机时间还不到总课时的 1/4，而且还安排在课堂讲解一周
之后，这样的课程设置恐怕难以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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