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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界定和分析翻译能力构成及其与翻译技术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以建构主义为指导，

以项目完成为基础的翻译技术和翻译能力培养并重的英语专业本科笔译课程教学模式，以期为翻译教

学资源优化、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翻译能力提高提供一种新的途径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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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的发展，20 世纪下

半叶人类已经进入泛在计算时代( Ubiquitous Compu-
ting Area) ，其“无处不在”的技术特性已渗透到人们的

日常工作和生活，也影响着语言教学的方方面面。日

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海量信息的增加、人们生活工作

的持续网络化和虚拟化使翻译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深刻地改变了翻

译工作的环境和方式( 李长栓，2004: 103) 。而现代信

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广泛深入的应用，校园网支持教学

应用功能和技术软件的不断更新和完善，使基于现代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翻译教学成为可能，也顺应了在翻

译教学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翻译效率和人才培养

质量的时代要求和发展趋势。
然而，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翻译研究、实践和工

具相比，现代信息技术与翻译教学的整合研究起步较

晚。封一函( 2001) 一文成为国内信息技术与翻译教

学整合最早的研究之一。自此，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

其研究重心主要在于: 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教

学资源，特别是语料库技术的建立和发展( 柯飞，2002;

师新民，2006; 王克非等，2007; 肖维青，2007; 岑秀文，

2008) ; 信息化教学环境的理论阐述与翻译教学实践和

翻译教学特点的契合及其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影响( 许

罗迈，2007; 段自力，2008) ; 师生角色的转变、自主学习

模型 以 及 教 学 评 估 模 式 的 构 建 ( 杨 柳，2005; 田 艳，

2008; 宋以丰等，2009; 杜鹃，2009; 段自力，2009; 文秋

芳，2009) ; 翻译技术和信息素养的培养等方面( 万宝

林，2003; 杨柳，2005; 袁亦宁，2005; 徐彬，2006) 。
然而，国内学者和教师对学生翻译技术和信息素

养培养的探讨和研究主要是从翻译市场现状和人才培

养等角度来论述翻译技术教学的重要性、可行性、潜在

困难和应对策略。穆雷( 1999 ) 在世纪之交回顾和展

望中国翻译教学时就指出国内有关高等教育机构对新

技术的教学未能给予足够重视，所开设的翻译课程几乎

没有涉及翻译技术的运用，翻译教学的滞后状况与翻译

在信息社会中的实际地位极不相称。这些研究和探讨

虽然有助于提升翻译教学界对培养译者信息素养的重

视度，也为翻译技术教学提供了宏观理论指导( 蔡静，

2010) ，但如何把现代信息技术与翻译课程教学实践进

行有机整合却是翻译教育者和学习者面临的巨大挑战。
因此，本文基于笔者的课堂教学实践，在借鉴西班

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能力习得过程和评估专项研

究的学者们( PACTE-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
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 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

的基础上，以建构主义学习观为指导，运用过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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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翻译技术的习得和应用融入本科翻译教学，构建

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课程模式，从而为探讨翻译教学

资源优化、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和翻译能力提高提供一

种新的途径和视角。

1 翻译能力与翻译技术

在探讨构建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模式之前，我们

必须就翻译能力和翻译技术进行界定，以说明翻译能

力和翻译技术的关系，为我们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模

式的建构提供宏观指导。
1． 1 PACTE 的翻译能力模型

本研究主要以近年来在翻译能力模式的构建研究

方面比较权威的 PACTE 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为基础。
PACTE 从 1998 年开始到 2009 年共发表了十几篇论

文，在不断修正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一个由专业译者

特点构建的翻译能力模型。他们认为翻译能力主要由

翻译活动所需的程序性知识( procedural knowledge，即

know-how) 和 陈 述 性 知 识 ( declarative knowledge，即

know-what) 构成，具体地说，是由双语次能力( bilingual
subcompetence) 、超语言次能力( extra-linguistic subcom-
petence) 、翻译知识次能力( knowledge about translation
subcompetence) 、工 具 次 能 力 ( instrumental subcompe-
tence) 、策略次能力( strategic subcompetence) 和心理生

理要素构成。双语次能力指双语交流所需的程序性知

识，由双语语用知识、社会语言学知识、语篇知识、语法

和词汇知识组成; 超语言次能力主要是陈述性知识，包

括双语文化知识、百科知识、话题知识等; 翻译知识次

能力主要指有关翻译职业的各方面知识，如翻译单位

的类型、翻译市场的客户、受众、翻译协会、关税等; 工

具次能力指在翻译过程中使用各种文献资源和信息通

信技术( 如词典、百科全书、语法书、平行文本、电子语

料库、搜索引擎等) 的程序知识，具体是指: 认识对翻译

有用的重要文献资源和计算机应用工具，了解其特点;

熟悉和正确评价平行文本的作业和质量; 运用恰当策

略和翻 译 工 具 解 决 基 本 翻 译 问 题 ( Hurtado，2007:

170，193-194) 。策略次能力是保证翻译过程顺利进

行、有效解决翻译问题的程序性知识，是最关键的次能

力，因为它联系着其他各个次能力，并控制整个翻译过

程，其作用是规划、实施、评估翻译项目，激活并弥补各

种次能力，确定翻译问题并应用程序解决问题; 心理生

理要素不是知识，也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天生的官能

( intrinsic faculty) ( Echu ＆ Dasse( 2010: 9-10) ，虽然其

先天决定的成分很大，但只要译者有意识地积累语言、

世界知识、转换能力、工具能力等内化知识，有意识地

磨练这些心理素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天的心理生理

要素也会有惊人的提高。他们( PACTE，2000: 103 )

认为翻译能力的发展包括三个过程: 获取不具备的能

力; 重建已具有的能力; 获取策略能力。在此基础上，

PACTE 的研究人员们对翻译能力习得进行了详细描

述，认为翻译能力习得是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的过

程，从入门知识( pre-translation competence) 逐步演化

为专业技能知识( expert knowledge) 的过程，在根本上

是一个获得操作知识，发展策略能力的过程，是一个不

断发展 和 重 建 翻 译 能 力 构 成 成 分 的 过 程 ( PACTE，

2003: 49-50) 。
从上述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PACTE 的翻译能力

模式研究主要从宏观的视角，以交际语言能力模式为

理论基础对职业翻译进行研究，主要强调译员工具能

力的培养，关注职业领域的翻译能力，这就为培养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翻译能力的提高为最终目标的翻译

教学和培训提供了理论指导。
1． 2 翻译技术

翻译技术是指翻译行业所使用的信息技术和一切

可用资源，具体包括在线词典、术语库、语料库、机器翻

译、翻译记忆、术语管理等，也就是 PACTE 研究中提到

的翻译工具。Pym( 2003 ) 认为，翻译工具在现代社会

中可被视为数据库、术语库等一系列可以促进译者提

高翻 译 速 度 和 改 善 翻 译 质 量 的 电 子 工 具。Jiménez
( 2011) 从职业译者的角度将翻译技术分为通用技术

工具和专门技术工具两类，并认为前者更为重要。通

用技术工具中最重要的是网络( 尤其是像 Google 这样

的搜索引擎) 、语料库及其检索软件。专门技术工具则

指自动翻译和包括翻译记忆在内的计算机辅助翻译，

包括机器翻译、翻译记忆、术语管理等。翻译记忆和联

机术语管理可以帮助翻译人员确保译文在术语、短语

等层面的一致性。在多人合作从事某一翻译项目时，

译者可利用翻译记忆的网络共享功能，通过局域网实

时共享同一个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来提高工作效率和

确保翻译的质量。
1． 3 翻译能力和翻译技术的关系

翻译市场的巨大需求和科技成果的创新应用使国

内外学者和研究人员认识到翻译技术的重要性，并开

始研究如何提高译者利用翻译技术解决翻译问题的能

力。西班牙翻译学者 Pym( 1993) 在《论译者培训过程

中的市场因素》中分析了高科技带给翻译行业的三个

显著变化: 新时期的译者必须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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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地运用相关翻译软件、术语管理软件以及自动纠错

软件等。Austermühl ( 2006: 1 ) 认为技术和文化信息

转换这一翻译的主要任务只有广泛使用知识库才能完

成，而电子翻译工具主要起知识库的作用，能为译者提

供世界知识和专家知识。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

需要在翻译课程中添加电子翻译工具培训内容，使翻

译课程设置与时俱进。苏黎世应用科技大学口笔译学

院的一项研究认为，加强翻译中可用资源和工具的问

题意识，熟悉其特点和功能，正确评价其质量，并能根

据需要进行恰当选择和支配，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译

者信息行为的效率，优化工作环境 ( Massey，2011 ) 。
Rodrígue-Inés( 2010) 说明了电子语料库在促进翻译工

具能力发展中的作用。王湘玲( 2010 ) 指出国内培养

学生翻译工具应用能力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处于

摸索阶段，并运用实证研究证明真实的翻译任务能够

提高学生运用电子工具灵活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因

此，可以说，在翻译教学中融入翻译技术培训以提高译

者的翻译工具能力是翻译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

借用 Jiménez 的分类方法，将翻译工具能力界定为利用

通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翻译的能力，它与翻译知识次

能力(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各种人际交往即社会互

动) 和翻译策略次能力( 如确定翻译问题，寻求解决途

径等) 等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建构的融翻译教学与翻

译技术为一体的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的课程模式在重

点培养学生翻译工具次能力的同时，还将培养其翻译

知识和策略次能力。

2 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模式的教学设计

2． 1 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学习理论，对学习和教学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它强调学习者要获得知识，主

要不是通过教师传授，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

情境下，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与他人( 教师和学

习伙伴) 的协商、交流、合作和本人进行意义建构的方

式获得。可见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由外到内的转移和传

递，而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而

教学的主要目的便是创设情境并使学习者进入情境。
Kiraly( 2000) 认为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引入翻译专业

教学中是非常有效的。他主张把课堂练习慢慢地转入

实践，并在课堂中模拟行业中的具体实践，教师作为项

目的管理者应该给予学生恰当的示范、鼓励和帮助，而

翻译教学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发展翻译能力、得到自

信和了解专业行为。这种主张和目标正符合前文对翻

译能力构成的分析和界定，为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课

程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2． 2 培养目标

根据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大纲的要求，翻译课

程的培养目标是:“学生能运用翻译的理论和技巧，将

英美报刊上的文章以及文学原著译成汉语，或将我国

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和一般文学作品译成英语，速度为

每小时 250 ～ 300 个英文单词。译文要求忠实原意，语

言流畅。能担任一般外事活动的口译”。该培养目标

没有涉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且以文学翻译为重点，

并未涉及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问题。因此，本课题组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市场的需要，制定出“翻译能

力”和“信息素养”并重的培养目标: 针对学生具体情

况，细化教学内容，以教学资源为多元、动态、开放的

“文本”，在课堂内外，通过教会学生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检索、分析、选择、加工、利用、创造和传递翻译信息，

提高翻译能力，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个人

翻译素养和信息素养。
2． 3 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课程模式

2． 3． 1 总体设计

在教学实践中，本模式的建构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本科三年级阶段和本科四年级阶段。本科三年级阶

段，除了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技巧介绍、不同文体的翻译

实践以及当代国内外译界知名学者译者简介等内容

外，还增加了翻译技术方面的内容。此阶段的翻译技

术教学主要涉及网络共享功能、收索查询功能和信息

交流功能的使用方法和技巧。网络共享功能主要指利

用网络提供的各种资源的巨型共享资源库，从中找到

丰富的百科全书、网上词典和专题资源，如免费的百科

全书和词典: 哥伦比亚百科全书( www． bartleby． com) 、微
软百科( encarta． msn． com) 、参考大全( All-Refer． com) 、
维基百科( www． wikipedia． org) 、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 humanum． arts． cuhk． edu． hk /Lexis /Lindict) 、韦氏大词

典( www． webster． com) 、朗文当代英语词典( www． ldo-
ceonline． com) 以及囊括了十几部英文词典的 OneLook
( www． onelook． com) 等; 收索查询功能就是利用 Google
( www． google． com) 、百度( www． baidu． com) 等搜索引擎

快速找到所需资源，并可用于查询、验证译文; 信息交流

功能就是利用 Email、QQ、论坛、博客等提供的交流平台

进行多对多的交互式交流，学生可探讨翻译中遇到的难

题、向老师求助，甚至向专家或原文作者请教等。
本阶段的教学主要通过教师的讲解和有针对性的

课后作业，要求学生必须利用某种或某些工具完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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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以 PPT 的方式展示讨论，从而将通用技术工

具的使用融入翻译教学，使学生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工

具查阅主题知识、查询、验证译文、咨询、请教同学、教
师和专家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从而提升翻

译质量和效率，培养学生双语转换能力和翻译策略次

能力，为第二阶段的模式建构打下基础。
第二阶段的模式建构以第一阶段培训为基础。在

学生已基本掌握了通用翻译技术工具使用方法的基础

上，将教学内容模块化，要求学生通过使用翻译工具完

成翻译项目，使学生在完成翻译项目的同时，更加熟悉

翻译工具的使用，并培养其翻译知识次能力。
2． 3． 2 优化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不仅仅局限于本课程所涉及的课程描

述、课程大纲、电子教案、课件等课程专题模块，还包括

翻译专业知识( 翻译方法、程序、技巧知识以及翻译职

业知识等) 、翻译资源库( 翻译素材、对照读物、佳译赏

析、模拟试题等) 和翻译学习辅助工具( 翻译软件、在

线词典、百科全书以及各种翻译网站的链接、论坛、译
作上传展示和讨论等) 的运用。为实现这些资源的开

放共享，本课题组首先利用校园网建立了自己的课程

教学网站，并根据本课题组的具体情况，建立了各类

QQ 群，公开了自己的博客和 Email 地址。所有的教学

资源全部上网并适时更新、优化，同时鼓励学生增加、
更新翻译专业知识、翻译资源库及翻译学习辅助工具

等板块的内容，从而优化教学资源，使之形成多元、动
态、开放的整体。
2． 3． 3 实施过程和方法

翻译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根

据本文的界定，翻译能力包括双语次能力、超语言次能

力、翻译知识次能力、工具次能力和策略次能力。这些

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双语

次能力和超语言次能力尤其如此。因此，我们把本阶

段的培养重点放在了工具次能力和策略次能力的熟练

和翻译知识次能力的培养上。翻译知识次能力主要指

有关翻译职业的各方面知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翻译项目管理。因此，在本阶段的翻译教学中，我

们把学生分成不同团队，让他们在翻译项目中扮演不

同角色，利用翻译工具，积极主动地参与翻译项目，与

其他同学合作、讨论、加工信息。在项目完成的过程中

内化、理解翻译知识和技巧，最终实现译文质量的优化

和自身翻译能力的提高。下面以笔者所教授的《高级

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合同翻译为例来说明项目型翻

译能力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和方法。

( 1) 课前准备

为适应翻译项目完成的需要，首先将教学内容模

块化。合同翻译是其中的一个模块，在两周 4 个课时

内完成。在上次课结束前，我们布置了接下来一周的

任务: 把学生分成 4 组，要求他们分别查询有关合同的

分类、英汉合同的篇章结构特点、英汉合同的语言特点

以及合同的常见条款等内容并讨论，形成时长为 10 分

钟的 PPT 在下周的课堂上展示并供大家讨论，同时阅

读教师提供的英、汉两个合同文本实例，就具体的英汉

合同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和分析。紧接着，第二周的任

务就是翻译一篇补偿贸易合同。该合同涉及内容较

多，篇幅偏长，且有两个附件，因此，我们首先把它作为

一个项目分派下去。学生被分为十组( 共 30 人) ，一

组充当项目经理、六组充当翻译人员、3 组充当校对人

员、教师充当客户。项目经理在接到翻译任务后一天

内要实行技术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即重复率来制定

术语表，配置人员，然后根据合同内容的难易程度和译

员的具体情况，对此合同进行分包处理，连同术语表打

包分派给不同的译员。译员须三天时间内按要求使用

相同的术语表完成项目翻译。完成翻译后，译员将译

文发给相应的校对人员，校对人员要在两天内检查和

校对项目翻译结果。校对完成后，校对人员将译文发

还给项目经理，由项目经理组织整理并发给客户。
所有这一切均在课前完成，学生可利用图书馆、电

子设备和网络资源搜索、查询相关资料，并根据项目要

求处理、整合相关资料。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教师可通

过课程网站和 QQ 群、论坛等了解学生的进度，并适时

给予指导和帮助。研究者发现，学生们喜欢这种通过

角色扮演相互协作来完成项目的练习方式，并积极参

与其中。各组内部及之间就术语表、项目的具体内容

及其遇到的各种翻译问题的讨论积极热烈。而且，由

于扮演不同角色的各小组之间有时间上的牵制，为完

成项目而进行的相互合作异常频繁。
( 2) 课内展示及讨论

分析翻译能力构成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是本

翻译课程教学的出发点，因此，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的思维活动、行为表现、运用何种知识、采取何种策略

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

成为本门课程课堂关注的重点，从而也确定了过程教

学法在本翻译课堂的应用。
在本课程的合同翻译模块中的第一次课堂上，每

组学生就各自的任务做出展示并充分分析、讨论英汉

合同文本的语言、语篇等特征。教师针对讨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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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纠正和补充，并指出在翻译合同文本时需要使用

的翻译技巧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如英文合同用词方面

应当体现并做到用词准确，尤其是 shall，must，may
not 等表述权利义务的单词、consideration，frustration，

surive 和 novation 等术语、the same，thereof，hereunto，

herein，hereunder 等中世纪英语和古英语以及 to one's
satisfaction，subject to one's approval，be one's sole re-
sponsibility，at one's option，in the option of sb． be the
property of sb． 等惯用语的准确使用等。通过这些补

充和讲解，教师在学生接收翻译项目之前为他们提供

了翻译方法、概念上的指导。
在翻译项目完成之后的第二次课堂上，由于时间

有限，我们选取项目经理、一组译员和一组校对人员就

他们各自的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展示和说明。项目经理

主要说明总结其技术分析过程，采用何种技术和分析

方法，利用了哪些资源，进行了哪些资料查询来确定了

术语表，以及如何确定人员配置等。翻译小组则侧重

说明他们译文的产生过程: 如何利用各种资源、使用翻

译策略、技术工具、多方交流来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和难点，探讨小组内部出现分歧与错误的原因，采

取何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与分歧，如何获得外部支持，

并说明最终决策的理由。校对小组则说明在校对过程

中如何理解掌握原译的语言形式和意义、形式忠实的

标准，说明其肯定和否定原译的原因，以及利用何种工

具及渠道对译文进行进一步查询和验证，对存在分歧

的地方通过何种方式与原译进行沟通，而最终确定了

译文的准确性。在此过程中，教师对各组的所有环节

给予点评，指出其优点及不足，并集体讨论起不足之处

并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决方式。
通过这种课前的准备和课堂展示与讨论，不仅逐

步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双语

次能力、策略次能力和工具次能力意识。在此过程中，

学生们将注意力转向了翻译过程、思维过程和决策过

程，使他们在项目完成的同时，体会认识到自己运用的

知识、采取的策略技巧和发挥的创造力，从而使所学知

识得以内化。同时，这种方式的课堂展示和讨论也创

设了一个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注重生生、师生互动合

作的课堂教学模式，使之在交流合作中不仅修改、充

实、完善了译文，而且可以相互启发，开阔视野，拓展思

维，最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翻译能力。
3． 4 教学过程中的监控与评价

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的课程模式采用过程与结果

并重的多元动态评估模式，学生成绩由项目译文质量、

课堂讨论、课后自主学习跟踪( 包括 QQ 群发言情况、
论坛登陆次数、网上获取资料和帮助的能力) 、自我评

介、教师评价、学生互评以及期末成绩等部分组成。笔

者认为，监控和评价只是手段，不能成为学生的思想负

担。因此，监控和评价的依据不仅仅是译文，而是包括

整个项目完成的各个环节，是对各个项目的总体评价，

这样监控和评价就不会对学生产生压力，学生的学习

过程和教师的教学过程都得到了全面真实的展示。
3． 5 教师的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与翻译教学的整合对教师的个人信

息素养及其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方式提出了双重要

求。在此课程模式的设计中，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1) 系统学习信息技术，对学生的自身特点有详

尽的了解，在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教师主导、
学生主体的交互式教学关系;

( 2) 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各种教学信息的优劣、设
计信息化教学资料及其呈现方式，以及教学策略和相

应的教学环境;

( 3) 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利用各种网络链接接

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异质性，

对学生的信息及时做出回应，从而调整新的教学目标;

( 4) 提供信息资源支持，协助学生提高选择、判

断、处理、利用、解释、评估和整合信息的能力，发现新

的信息，寻找知识的链接，创造新的知识体系。

3 问题及启示

在构建本课程模式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

问题: 问题一，由于高校压缩课时导致学生学习时间有

限，学生除翻译课外还有很多其他主干课程，必然会产

生时间上的冲突; 其二，学生之间的知识结构和技能差

异很大，影响教学过程和效果; 其三，对学生的课后监

控困难，特别是小组内部任务完成情况的监控很难实

现; 而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师资问题。根据上文提到的

本模式建构对教师的要求和教师的作用，现阶段大学

英语教师很难达到。没有符合要求的师资队伍，一切

都是空谈。而且，教师在实施本课程模式过程中所付

出的大量额外精力是无偿的，这也极大地影响了教师

的积极性。在本课程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很多年轻教

师中途放弃甚至不愿参加皆缘于此。因此，我们建议

教育主管当局和各高校加大课程建设的力度，加强英

语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
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模式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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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以教学资源为多元、动态、开放的“文本”，从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及教学评估等

方面入手，力图建构教师主导，学生主体，重视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注重知识的融合与共享，以项目完成为

基础的翻译技术和翻译能力培养并重的英汉笔译课程

模式。该模式将翻译技术教学纳入翻译教学的整体规

划之中，将现代信息技术的展示、交互、模拟与远程通

讯的新形式与翻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激发了现代

信息技术的教学潜能，促进了翻译教学的范式变革，为

信息化、个性化和创造性翻译人才的培养路径和翻译

教学文化的丰富提供一定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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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based Course Mode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Development
REN Da-ling

( School of Business English，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31，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ituent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nstructivism，this paper elaborates a project-based course mode which
integrates technological elements into our conventional wa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and tries to provide a new prospectiv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ranslation resources，the cultivation of the
students’learning aut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overall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Project;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ransl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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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
特别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

度重视"。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科学研究水平，必须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一方面要加快教育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 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

用"。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高教

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同时鼓

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教育部，2012) 。
为落实纲要精神，进一步推进中国外语教育技术研究的发

展，深化高等学校外语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研究，提高教师的

教学技能和学生学习技能，帮助学生实现专业学习，拓展国际

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我们拟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

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计算机辅助

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和《外语电化教学》编辑部等机构，联合举

办第 10 届全国教育技术与大学外语教学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主要包括四大议题:

一、大学外语课程及教学改革

1． 大学外语课程设置研究

2． 大学外语教学模式研究

3． 大学外语教材研发与网络平台资源建设

4． 大学外语教学与测试

二、外语资源建设与教师发展研究

1． “三多”语境下外语学习资源建设

2． “三多”语境下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3． “三多”语境下学术信息技术素养和多元识读能力研究

4． 外语教育技术研发与应用

三、电子语境下的语言学研究

1． 网络语言学研究

2．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四、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建设

1． 外语教育技术学科理论探索———理论基础、方法论、研
究内容等

2． 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实践———学科定位、课程定位、
人才培养等

会议将特别邀请中国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外语教

育技术领域主要专家莅临大会做主题报告。
会议特别征求相关主题研究的参会宣读论文，优秀文论将

设立特别奖项并择优推荐发表。
论文提交日期截止到 2013 年 11 月 11 日。论文提交邮箱:

wydhjx2013@ 126． com
会务信息:

1． 时间: 2013 年 11 月 16 ～ 20( 周三 － 周日)

2． 地点: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3． 会务费: 1 000 元 /人( 包含餐饮、资料、专家费用以及部

分考察费用)

4． 承办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 成都)

5． 主办单位: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专

业委员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电化教学》编辑部

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

( 详情请 发 邮 件 至 wydhjx2013@ 126． com 或 参 阅 http: / /
www． sfleph． com /news． php“学术会议”栏目会议具体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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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玲: 翻译教学与翻译技术并重的项目型翻译能力培养课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