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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翻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翻译行业和翻译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翻译技术教学

成为翻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MTI 教育经历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翻译技术教学存在哪些问题?

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对全国 249 所 MTI 院校的翻译技术教学现状进行调研。结果表明，在当前的翻译

技术教学中存在着翻译技术教学意识薄弱、课程体系缺失、教学资源匮乏、专业师资欠缺等诸多问题。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旨在为 MTI 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MTI 教育; 翻译技术; 计算机辅助翻译;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H319．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95( 2018) 03-0076-0007

1 研究背景

在大数据时代，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

翻译( 以下简称 CAT) 、智能语音翻译等技术发展迅

猛，并迅速渗透到语言服务的方方面面。在新技术

驱动之下，翻译的对象、形式、流程、手段和所处环境

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技术能力逐渐成为译者

翻译能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国内众多 MTI 高校

将翻译技术纳入翻译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新

的时代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翻译行业、职业和

学科的变化，翻译教育必须适时而动，积极应对( 谭

业升，2017 : 102 ) 。
随着翻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翻译职业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国外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译者的信息素养

( Pinto ＆ Sales，2008; 2010; Ehrensberger-Dow ＆ Mas-
sey， 2011; Mikhailov， 2015 ) 和 工 具 使 用 能 力

( PACTE，2003; 2005; 2011; Gpferich，2009) 。欧盟

翻译 硕 士 项 目 ( EMT，2009 ) 以 及 中 国 翻 译 协 会

( 2017) 已明确将技术能力、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视作

职业译者的必备条件。国内同样也有不少学者( 钱多

秀，2009; 徐彬，2010; 徐彬、郭红梅，2015; 徐彬、曹军，

2017; 苗菊、王少爽，2010; 王立非，2011; 王华树，2013;

2016; 2017; 王华树、王少爽，2016; 傅敬民、谢莎，2015;

黄海瑛、刘军平，2015; 崔艳秋，2017) 从理念呼吁、课程

构建、译者能力培养等几个方面讨论翻译技术教学，但

是未能呈现国内翻译技术教学的全貌。王晨爽、文军

( 2016) 、穆雷( 2017) 和崔启亮等( 2017) 做过全国性的

翻译专业教育调研，但并未针对翻译技术教学进行全

面调研。
翻译技术课程在 2007 年 MTI 教育创立时便被纳

入 MTI 课程体系，到现在已十年有余。翻译教育的宏

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翻译技术教育现状究竟如何?

存在哪些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鉴于此，我们针

对全国 MTI 课程中翻译技术的教学情况进行了调研。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考察全国 MTI 教育的翻译技术教学

现状与问题，调查对象为全国 MTI 院校的翻译技术课

程教师。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发布问卷，以邮件和二

维码链接的形式向教育部公布的全国 249 所 MTI 培

养单位的负责人或翻译技术教师发送问卷邀请。为了

避免同一个学校多位教师填写，我们在发放问卷时向

调查对象说明限制条件?。总共有 224 位高校教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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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数据局限性说明: 个别高校存在 2 个校区同时开设

翻译技术课程的情况，此种情况则按照 2 个高校处理; 我们通过邮件或

链接说明一个高校只能有一位翻译技术教师填写，但由于问卷技术问

题，可能个别高校会有超过 2 位教师填写。



与调查，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性别 男 110 人( 49． 11% ) 女 114 人( 50． 89% )

年龄

21-30 31-40 41-50 51-60

43 人

( 19． 2% )

103 人

( 45． 98% )

61 人

( 27． 23% )

17 人

( 7． 59% )

学校

类型

综合类 语言类 专业类 其他

143 人

( 63． 84% )

19 人

( 8． 48% )

43 人

( 19． 2% )

19 人

( 8． 48% )

最高

学历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本科 其他

55 人

( 24． 55% )

144 人

( 64． 29% )

25 人

( 11． 16% )

0 人

( 0% )

专业

背景

文学 语言学 翻译学
计算机

科学

交叉学科

( 双学位)
其他

41 人

( 18． 3% )

89 人

( 39． 73% )

70 人

( 31． 25% )

8 人

( 3． 57% )

6 人

( 2． 68% )

10 人

( 4． 46% )

正式发布问卷之前，笔者先邀请了 10 位有经验

的翻译技术教师进行试测，针对问卷设计提出改进

方案，并进一步完善问卷结构和问题。为了获得更

深入详尽的信息，笔者另外选择国内 10 位具有代表

性的翻译技术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主要针对

问卷中体现出的问题和高校翻译技术现状，在问卷

定量分析的同时结合访谈的定性分析，对研究问题

做更细致的分析。调查问卷共有 42 个题目，涵盖调

查对象基本信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

学评估和师资建设等内容。本次调研问卷有效时长

为 2018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共收到问卷 224
份，通过问卷星后台分析，均为有效问卷，问卷回收

率为 89． 96%。

3 数据分析

以下从课程建设、教学实施、教学资源、教学评估

和师资建设五个方面分析调查所得数据。
3． 1 课程设置

调查 显 示，125 所 高 校 开 设 了 翻 译 技 术 课 程

( 55． 8% ) ，99 所高校没有开设( 44． 2% ) ; 未能开设

翻译技术课程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业的翻译技术教

师( 76． 77% ) ，其他原因包括没有配套的软硬件资源

( 56． 57% ) ，没有可供开设的学分( 24． 24% ) 以及少

数高校领导认为没有必要( 13． 13% ) ; 47． 2% 的高校

将课程设置为选修课，38． 4% 的设置为必修课，14． 4%

的选修和必修均有; 教学目标设计为“让学生熟练使

用主流的翻译技术和工具”占最多( 80%) ，“了解计

算 机 基 本 的 编 程 语 言 与 NLP (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自然语言处理) 相关知识”和“熟悉计算机编

程语言并具备一定的软件研发能力”这两项占比最

少，均为 4． 8%。
在课程设置方面( 如图 1 所示) ，90． 4%的高校开设

了 CAT 课程，34． 4%的高校开设了翻译与语料库课程，

开设影视翻译、技术传播与技术写作课程的高校均为

10． 4%，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占 7． 2% ; 在课程模块设

计方面，如图 2 所示，占比较多的是 CAT 基础( 78． 4% )

和主流 CAT 工具应用( 70． 4% ) ，占比较少的是计算机

编程基础知识和网页代码基础知识，均为 4%。

图 1 翻译技术课程开设情况

图 2 翻译技术课程模块设计

3． 2 教学实施

教学方式类型多样，小组项目实践占 73． 6%，PPT
讲授占 65． 6%，学生汇报( Presentation) 占 41． 6%，翻

转课堂占 21． 6%，深入企业考察仅占 7． 2%。翻译技

术教学中案例教学是关键。经调查，在一门课程中采

用 1-5 个翻译技术教学案例的占 54． 4%，6-10 次的占

20． 8%，16 个以上的占 5． 6%，11． 2%的并没任何教学

案例。同样，翻译项目实践练习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效

果具有直接的关系。经调查，在一学期中翻译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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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练习次数 1-5 次的占 61． 6%，6-10 个的占 20． 8%，

16 次以上的占 2． 4%，8． 8%的教师并未进行翻译项目

实践练习。在教学平台方面，采用网络教学平台和未

采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教学的占比分别为 39． 2% 和

60． 8%，其 中 最 常 用 的 网 络 平 台 是 Blackboard
( 40. 82% ) ，其次是自主研发的平台( 38． 78% ) 和开源

平台 Moodle( 24． 49% ) ; 通过交叉分析发现，使用平台

教学的 68 位教师中有 51 位( 75% ) 的教师认为网络

教学平台效果一般，仅 5 位教师( 7． 35% ) 认为效果非

常好，其中在使用 Blackboard 的教师当中，只有 1 人认

为教学效果非常好。
3． 3 教学资源

在实验室建设方面，49． 55% 的高校建立了翻译

技术实验室，50． 45% 的高校未建立实验室。在建立

实验室的高校中: 投资在 50 万以下的占 50． 45% ，投

入超过 100 万的占 16． 22%。在实验室软件配置方

面，63． 96% 的高校配置了 Trados，31． 53% 的高校配

置了 memoQ，18． 02% 的高校配置了 Déjà Vu，国内的

传神和雅信 CAT 工具分 别 占 29． 73% 和 21． 62%。
在技术实践方面，36． 16% 的教师反馈自己没有任何

翻译技术实践经验，多数教师的技术实践经验局限

在 1-6 个月。在翻译教材使用方面，绝大多数开设

CAT 课程的教师都使用了相关教材，只有 5． 6% 的教

师不用任何教材;《计算机辅助翻译实践》占比最高，

为 62． 4%，《翻译技术实践》占 34． 4% ，采用内部资

料或自编教案的占 32%。在教材改善方面，73． 6%
的教师认为教材案例不足，68% 认为缺少配套资源，

36． 8% 认为内容陈旧等，如图 3 所示。

图 3 现有翻译技术教材主要的问题

3． 4 教学评估

针对当前翻译技术教学整体现状，53． 6% 的教

师认为一般满意，32． 8% 的教师不满意，10． 4% 的教

师满意，非常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教师各占 1． 6%。

在教学效果评价方面，66． 4% 的教师认为学生学习

效果一般，24% 的教师认为效果好，5． 6% 的教师认

为效果不太好，仅有 2． 4% 的教师认为效果非常好。
在最终教学评估方面，62． 4% 的教师基本完成了教

学目标，30． 4% 的教师部分完成，2． 4% 的教师没有

完成，只有 4． 8% 的教师完全完成了教学目标。学生

在学习翻译技术课程中遇到的主要的困难分别是计

算机基础薄弱( 65． 6% ) ，课时安排不足 ( 52% ) ，教

师提供的教学案例不足( 49． 6% ) ，实验室教学环境

落后( 32． 8% ) ，教师提供的课程指导不足( 32% ) 以

及课程内容太难( 14． 4% ) ，如图 4 所示。

图 4 学生学习翻译技术课程的主要困难

3． 5 师资建设

翻译技 术 师 资 中 男 女 占 比 分 别 为 49． 11% 和

50. 89%，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是翻译技术的骨干力量

( 64． 29% ) ，博士学位的相对较少( 24． 55% ) ，从事翻

译技术教学 1 年的占 37． 6%，6 年以上的占 10． 4%。
36． 16%的教师没有翻译技术教学实践，31． 7% 的教师

有 1 年以上的翻译技术教学实践; 45． 98%的教师认为

自己 对 翻 译 技 术 的 熟 练 程 度 为 一 般，不 熟 悉 的 占

15． 18%，熟悉的占 23． 66% ; 63． 39% 的教师接受过相

关培训，中国翻译协会的翻译师资培训和语言服务企

业组织的翻译技术培训; 培训时长最多的是 4-7 天，占

比 35． 92%，培训时长一个月以上的占比 8． 45% ; 对培

训效果感到满意的占 51． 41%，不满意的占 6． 34% ; 对

于培训的收获，59． 8% 的教师认为培训改变了他们

对翻译技术的认识，52． 76% 的教师认为培训帮助他

们熟悉了主流的翻译技术软件的操作应用，44． 72%
的教师认为培训帮助他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翻译技

术知识体系，41． 71% 的认为培训帮助他们获得了较

为丰富的翻译技术教学资源，31． 66% 的认为自己的

翻译技术实操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 对于当前培训

的主要问题，46． 88% 的教师认为现在的培训机会不

足; 52． 26% 的教师反馈培训项目案例太少，36． 18%

的认为开班时长不足，28． 14% 的认为培训内容太简

单，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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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现有翻译技术培训的主要问题

4 问题讨论

4． 1 对翻译技术教学重视不足

MTI 院校领导、实验室管理人员甚至整个翻译教

育界都不够重视翻译技术教学。大数据时代，翻译技

术能力已成为译者的基本能力，高校翻译人才培养要

面向市场需求，而市场对以 CAT 为代表的翻译技术的

需求将继续扩大，开设翻译技术课程势在必行。但是

44． 2%的高校还没有开设翻译技术课程，主要是因为

没有足够的学分开设更多课程。如果将翻译技术能力

作为基本能力，翻译技术课程则应是必修课程，但是目

前开设翻译技术课程的高校多数将其设置为选修课

程。《2016 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指出，目前

BTI 和 MTI 高校在翻译课程设置中以传统的翻译能力

类课程( 语言、文化、百科知识等) 为重心，翻译技术类

课程整体开设不足，此种现状应该令人警醒( 中国翻

译协会，2016: 136) 。
对翻译技术教学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还体

现在资金和资源的配备上。整体上来看，高校对翻译

技术实验室的投入经费不足，半数高校未建立翻译技

术实验室，专业翻译技术教师极度欠缺，有相当一部分

翻译技术教师是校外兼职人员，可供教师参加技术培

训的机会欠缺，教师参与企业技术实践的机会不多等

现象，都反映出对翻译技术教学重视不够。
4． 2 翻译技术课程体系缺失

真实的商业翻译业务流程可能包括数十个处理环

节，每个环节都可能有翻译技术的深度参与。技术能

力的培养仅靠一门课程远远不够，因其涉及诸多方面，

需要依靠不同的配套课程支撑( 王华树，2013; 2016 ) 。
傅敬民、谢莎( 2015: 40 ) 指出了高校“计算机辅助翻

译”课程单一化的问题，认为翻译技术课程体系建设

应该分层次和分类型。
从图 2 数据可以看到，当前大多数学校开设了

CAT 课程，缺少与其相对应的配套课程( 如“计算机程

序基础”、“本地化与国际化”等) ，这远远无法满足当

前语言服务市场复杂多样的技术需求。调查发现，绝

大多数高校 CAT 课程与其他翻译实践类课程基本上

没有联系，其他翻译实践类课程教师并不关注 CAT 技

术，更不会要求选课学生使用 CAT 工具，由此造成

CAT 课程的孤岛化现象，很难有效地帮助学生提升翻

译技术能力。
4． 3 翻译技术教学资源匮乏

教学资源在翻译技术教学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

性的作用。在此次调查中，67． 2% 的教师认为最需要

改善的是教学资源建设。教学资源匮乏主要体现在实

验室设施、翻译技术教材、实际教学案例以及翻译技术

教学平台等四个方面。
翻译技术实验室是开展翻译技术教学的基础。有

一半的高校未建立翻译技术实验室，在已有的实验室

中，多数在上课时间才能使用，无法满足学生实践能力

训练的要求; 此外，有些教师不熟悉实验室教学系统，

导致实验室闲置率很高。在翻译市场中，为满足不同

客户的需求，职业译者通常要用到 3 种以上的翻译工

具。当前多数高校对翻译技术实验室和配套软件的投

入严重不足，无法满足职业化市场上客户多层次的技

术需求。
翻译技术教材整体数量偏少，缺乏丰富案例和配

套的网络资源，而且也未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足够重

视。截至 2018 年 4 月份，市场上只有 8 本相关教材，

基本是高校教师自发编写，所以缺少行业实践案例。
编写技术配套资源( 如录制视频等) 费时费力，但是教

材所占的科研分量又通常较低，甚至有些学校不计入

科研分数，至今尚未有国家级立项的教材项目，整体上

挫伤了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
案例教学是培养应用型、面向市场需求的人才的

有效途径，是课堂和社会之间的直通车( 于连江、张作

功，2001: 28) ，而案例的选择与组织是教学目标实现

的关键( 赵洪，2006: 72) 。通常情况下，CAT 每周课程

都应有技术案例支撑。本调查中 49． 6% 的教师认为

学生最主要的困难是教师提供的案例不足。
对于教学平台，40． 82%的教师采用 Blackboard 教

学，但只有 1 人认为教学效果非常好; 38． 78% 的教师

采用自主开发的平台，但只有 3 人认为教学效果非常

好。上述数据反映出用不用平台教学效果差距不大，

多数是通用的教学平台，不太适合翻译技术教学。
4． 4 翻译技术专业师资欠缺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就业调查

·97·

王华树 等: 翻译专业硕士( MTI) 翻译技术教学研究: 问题与对策



报告》( 崔启亮等，2017: 37) 指出 MTI 高校专业化和实

践型教师队伍建设不足问题。MTI 教指委要求 MTI 教

师应熟悉翻译行业，具有一定的行业实践。通过交叉

分析发现，当前翻译技术教学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缺

乏翻译技术专业教师，其次是现有教师的翻译技术实

践能力不足。
从教龄数据可以看出多数翻译技术教师是新教

师，教学经验不足。此外，理想的翻译技术教师应具有

文理交叉学科背景，但调查显示，70． 98% 的教师是语

言学背景，仅有 6． 25%的教师是计算机或交叉学科背

景，凸显出翻译技术教师专业背景较为单一。通过问

卷和访谈发现，7． 2% 的高校开设了“计算机程序设

计”课程，但均是由本校计算机学院或外校教师授课。
在开设翻译技术课程的教师当中，熟悉翻译技术的占

23． 66%，非常熟悉的仅占 8． 04%，相当一部分教师对

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等不熟悉，反映出教

师整体计算机技术素养较低。
多数教师采取了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包括教学平

台) ，但是数据显示教学效果一般，这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教师的翻译教育技术应用能力不足，未能将多元

化教学方式与教学平台有机结合起来，没有充分发挥

现代教育技术应有的作用。

5 对策与建议

MTI 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最初的 15 家培养

单位增加到现在的 249 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

在问题。上述调查反映出的多方面的问题是当前翻译

职业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它将直接关乎到未来

MTI 教育的发展大计。笔者针对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

题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未来翻译专业的建设

和发展提供参考。
5． 1 革新传统翻译教育定位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译者学习、掌握、运用知识提出

了新的挑战。信息技术的进步、学习方式的转变，逼迫

教育方 式 必 须 进 行 相 应 的 变 革 ( 胡 加 圣、陈 坚 林，

2013: 12) 。尽管全国有 249 家高校开设了翻译硕士专

业，但是绝大多数学校着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对翻译技

术素养不够重视。如果翻译教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

伐，未来培养出来的翻译人才将可能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新技术盛行的时代，翻译硕士专业院校应及时响应

语言服务市场的需求，认识到翻译技术能力的重要性，

改变传统翻译教学观念，革新翻译教育定位和培养目

标，改革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普及翻译技术教育，

培养具备现代翻译技术能力的综合性语言服务人才。
北京大学于 2013 年设置“语言服务管理”方向，旨在

培养懂翻译、懂技术和懂管理的语言服务人才( 不限

于翻译岗位，包括语言相关的多种角色，如技术写作工

程师、翻译经理、双语编辑与排版专员、语言资产管理

经理等)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北京

语言大学等也开设了本地化专业方向，旨在培养语言

服务极其欠缺的本地化技术人才，这些翻译教育专业

创新举措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
5． 2 完善翻译技术课程建设

翻译技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需要相对完善的课程

体系。MTI 院校应广泛征求语言服务企业和用人单位

专家的开课建议，根据不同年级，逐步建立多元化、多
层次的技术课程体系，增设诸如“语言服务企业运营

与管理”、“软件本地化”、“游戏本地化”、“机器翻译

与译后编辑”等基于市场需求的课程，同时增加具有

时代特色的技术案例和实践，进而加强学生的综合技

术能力。MTI 院校应从制度上打破传统语言类课程之

间的壁垒，加强翻译技术课程与翻译实践类课程的衔

接。例如，在“法律翻译实践”课程中，可适当要求学

生借助 CAT 工具进行法律翻译，将翻译技术课程所学

的技能应用于多门课程的实践之中，以帮助他们提前

熟悉语言服务企业中翻译技术的应用环境，提升学生

的翻译技术能力。在技术教学中，可采取开放式教学，

充分发挥诸如国内外讲座、技术沙龙活动等隐性课程

的作用，教学不局限于课堂，可以是工作坊或沙龙，不

仅要培养译技和译德，更要注重综合素养的培养( 陶

友兰，2017: 107) 。
此外，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冲击着传统的课程教

学模式。谭业升( 2017: 102) 认为，高校应基于互联网

和信息技术等开发具有创新特色的翻译课程教学模

式，并充分利用新技术开发新型的教学方式，如虚拟在

线实习和移动教学等。在大数据时代，学习和教学方

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技术教师应将现代教育技

术( 如 VＲ、AＲ 等) 无缝整合到翻译技术课程教育之

中，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提升翻译技术

教学效率。
5． 3 加强技术教学资源开发

成功的翻译技术教学离不开高质量的翻译技术教

学资源。MTI 高校应根据教学需求加强对教学软件和

硬件的投入，建立弹性的实验室管理和维护机制; 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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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实验室举办翻译技术沙龙活动，开展 CAT 软件教

学培训或科研评测等，全面提升实验室的利用率。教

学资源云端化技术可将教学资源云端整合、存储和管

理，不受教学活动时间和地点的影响 ( 袁韬，2015:

176) ，有条件的高校也可迁移到云翻译实验室和云端

教学系统，降低对实体实验室的依赖性，提升教学资源

的利用和共享效率。
翻译技术教师可与教育技术部门协同合作，基于

翻译技术课程的特点和需求，定制化开发教学、实践和

测试一体化的教学平台和形成性评估机制。MTI 高校

可邀请本地语言服务专家或计算机学院教师参与翻译

技术教学资源建设，也可通过网络众包模式建设翻译

技术教学视频和教学案例库。鼓励校企共建教学案例

库和项目库，逐步建立国家级的翻译技术共享资源库

和示范性翻译技术实习基地等。
此外，通过翻译专业教指委层面协调翻译技术教

材指导和评价机制，摈弃传统翻译教材的弊端，设立翻

译技术教材专项基金，鼓励翻译技术教师从教材使用

者转变为参与者和研发者，开发适合不同年级的多模

态的翻译技术教材，同时搭建与教材配套的网络教学

资源平台。
5． 4 优化翻译技术师资培训机制

教育部在 2018 年 2 月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广大教师应主动

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地开展

教育教学。翻译技术教师更应如此，除了练就扎实的

翻译技术本领之外，还要积极拥抱教育技术，开发新型

网络课程，充分借助泛在学习网络，实现无处不在的翻

译技术学习与教学。
翻译师资培训相关机构( 如 MTI 教指委、中国翻

译协会、世界翻译教育联盟等) 应充分发挥现代教育

和网络 技 术 的 优 势，除 现 场 培 训，还 可 增 设 诸 如

MOOC、SPOC 等网络化课程，采用直播、录播、社区互

动、智能终端 APP 等形式开展多模态、多元化的翻译

技术培训; 甚至深入到师资欠缺的高校，为其灵活设计

课程内容和培训时长，将师资培训向常态化、项目化、
定制化方式推进。MTI 高校也可委派教师深入语言服

务企业“实习”或“进修”，深入了解翻译技术应用流程

和环境。长远来说，还应加强翻译技术教师国际交流

与合作，推动共建共享型翻译技术师资库建设，实现全

国性和区域性翻译技术师资资源共享。
5． 5 促进政产学研融合发展

语言服务业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任何一

个链条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系统失衡，这种连锁式的特

征决定了语言服务体系的发展必须走协同创新之路

( 王华树，2017: 86 ) 。翻译技术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

高校的事情，而是需要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的融合与

协作。教育主管部门或翻译协会从宏观政策上提供支

持，搭建全国性的翻译技术产学研交流平台，有序开展

全国翻译专业教育行业兼职教师认证工作。语言服务

企业或用人单位根据自身发展战略需求和人才需求，

加强与高校在翻译技术课程设计、课件和教材开发、案
例库和语料库研发、课堂教学、技术实习、技术论文写

作以及技术岗位就业等多方面的合作。
翻译行业和翻译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翻译的

工作方式，我们必须结合当前时代语境的变化重新

思考翻译 的 定 位 及 其 定 义 ( 谢 天 振，2015 : 14 ) 。为

此，相关研究机构应重新认识翻译技术在翻译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产业链各方对翻译技术的认知

和研究，积 极 探 索 行 业 技 术 发 展 规 律、技 术 作 用 机

制、技术人才联合培养模式、翻译技术最佳实践等课

题，为翻译技术教学落地实施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
由此，多方共同努力，形成政产学研互补互动的培养

格局，构建一个全新的翻译教育生态系统，促进翻译

技术教育的协同发展。

6 结语

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快速变革，技术与商业模式

融合发展，技术资源与数据平台泛在共享，全球范围内

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已经形成燎原之势，语言服务正在

进行全新的定位( 赵军峰，2017: 1) 。《中国语言服务

行业发展规划( 2017—2021) 》指出未来五年的行业发

展目标，其中包括提升语言服务行业的战略性地位，不

断加强行业创新意识和能力，不断优化行业人才结构，

促进行业的国际化发展，这都离不开翻译教育的与时

俱进。翻译教育应该放眼整个生态链的发展，密切跟

踪语言服务和技术市场的需求变化，重视专业化的语

言服务人才规划，加强教育部门、机构和广大师生对技

术能力作为翻译活动基本能力的认识，深入研究翻译

教育和翻译技术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完善翻译技术教

学体系，优化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并确保其在翻译

教育中落地对接，通过多方共同努力，为语言服务行业

发展、对外文化传播、国家语言战略、国家语言能力建

设以及“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等培养懂翻译、懂技术的

综合型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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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 two possible routes for further technical advances． The paper then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translation，starting with rul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then
statistics-based translation，and eventually to neural-system-like machine translation—that is，neural transla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Current research features the“attention mechanism”，an algorithm capable of a holistic treatment of
words，sentences，as well as the entire passage based on a multi-layered neural connection system． Through comparing
results between manually translated and machine-translated samples，we summarize featur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improvements to be made，thereby suggesting possible paths based o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dustri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achine Translatio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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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n MTI Programs in China: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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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In a big-data era，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has exerte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ranslatio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education system，transl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has experienced problems during the 10-year fast growth of MTI training in China． To identify such
problems，we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at 224 of the 249 Chinese MTI
institutions，which was then triangulated wi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0 of the teachers． A number of problems
were identified in current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such as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incomplete curriculum system，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To combat the above problems，we also made some suggestions with the aim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TI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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