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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翻译硕士专业教学探讨

俞敬松  王华树 北京大学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语言服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时代呼唤新一代的语言服务人才。本论文主要阐述了对于新

世纪语言服务的理解和思考，翻译技术相关课程的设计定位以及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及解决思

路，最后介绍了学生实习就业情况，并展望了CAT专业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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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新世纪的语言服务行业

在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写的《地球是

平的》一书中，他相信世界已经被新技术和跨国

资本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在强大的经济全

球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力量推动下，洲与洲之间、国

与国之间的市场交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1 世纪的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已成为最有潜力的选

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国际间

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对翻译的需求空前高涨，

信息化时代的语言服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语言服务方式，将人们带

入信息化的新境界。环境的变化要求语言服务企

业发现新的商业模式、采用新的战略和新的管理

模式，提高生产效率。效率提高要在很短的时间按

照预定的质量标准完成大量的翻译，时间压力越

来越大。很多翻译和本地化公司每月百万字级别

的翻译项目已经屡见不鲜。业务量之巨大，过程

之复杂，时间之紧迫，都对语言服务工作者提出全

新的要求。而传统手工的翻译流程通常包括“译、

审、校”，这种小作坊式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

大批量的、团队协作的业务流程。大型项目的完整

流程通常包括诸如编译、工程处理、本地化翻译、

软件测试、桌面排版和项目管理等，这些流程的控

制也已经得到很大的优化。例如在语言服务供应

商（LSP①）的全球信息管理系统（GIM②）中，通

常集成了 BS 或 CS 架构的翻译管理系统（TMS③）

和内容管理系统（CMS④）。这些已经成为大中型

翻译企业的必备基础生产工具。从格式转换、内容

解析、字数统计、任务分配，到翻译、校对、编译、

发布等所有工作都在这个系统中完成，大大优化

了流程，提升了效率。

相应地，流程的优化和完善需要翻译技术的改

进和提高。最近 20 多年来，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计算语言学、信息论和人

工智能等多种学科的飞速发展，加上语言服务日

益剧增的需求，催生了一场翻译技术的革命。各种

各样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应运而生，带来了翻

译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各个领域的在线电子词典、

机器翻译软件（MT）和计算机辅助翻译（CAT）
软件、翻译记忆和术语管理工具、质量保证工具、

语料搜索工具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大大便

利了翻译工作。而随着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的不

断深入，翻译标准也必然发生变化。翻译服务的

新质量标准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已经从内容、风

格、格式等延伸到对翻译记忆、术语、甚至翻译工

作量的度量等方面，如 LISA⑤组织的 TMX、TBX、

SRX 等行业标准。

总之，翻译需求量的剧增、翻译工作环境的变

化、翻译技术工具的改进、翻译标准和质量的变化

与提高，所有这些变革和冲击都在呼唤新一代的

译员。这些发展趋势正是我们制定教学标准、教学

目标的主要依据。我们希望学生成为“懂语言、懂

文化、懂技术、懂管理”的、能够快速适应语言服

务的新特点和新服务模式的专业人才。

2. 对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方向硕士课程的思考

2.1 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的创建

在充分理解市场需求和新世纪语言服务的基

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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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与北京大学计

算语言学研究所于 2006 年联合创建语言信息工程

系，同步开设了以培养软件工程师为目标的自然

语言处理（NLP）和以培养面向新世纪语言服务

的翻译人才为目标的计算机辅助翻译 (CAT) 两个

专业方向课程，均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在 CAT 专业办学之初，我们参考了国内外提

供类似培养方向的大学，如英国利兹大学、爱尔兰

利默里克大学、美国肯特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

等所开设的课程，并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进行

了紧密合作。2007 年 9 月份第一批统招学生正式

入学，北大成为大陆第一所提供计算机辅助翻译

方向硕士课程的高校。

在筹建之前，我们深入语言服务公司内部，体

会公司运作流程，广泛听取企业用人需求意见，并

充分利用北大丰富的资源优势，不断寻求创新和

合作。图一基本上概括了我们的工作流程。当然，

实际工作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循环往复，直到找

到可能的最优解决方案。

2.2 语言服务人才的能力结构

专业硕士教育的核心在于高级别的职业能力

的培养，而不仅仅是 CAT 工具的使用。图二中的

能力金字塔，反映了我们关于学生各种能力培养

之间关系的基础认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服

务中的翻译能力是最基本的，是一切跨语言文化

交流的核心内容，其他业务均围绕翻译活动展开。

优秀的翻译管理者通常是合格的译员，学生必须

首先成为合格的译员，才有资格进入语言服务领

域。在我们的课程设计中，翻译类课程占据了较大

的比重，希望能够切实加强学生的双语转换和交

流能力。

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通常从语言培养、技能培

养和百科知识传授入手（仲伟合，2006）。我们在

课程设计的时候也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考虑。今天

合格的译员除了熟练的双语交流能力外，还需要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去提高翻译工作效率与质量，

包括网络、数据库等技术在内的多种计算机辅助

翻译工具及其他工具，这是实现高效翻译，适应时

代要求的重要保证。新世纪语言服务要求译员所

需的其他能力素质，包括团队协作、抗压能力等在

● 翻译市场
● 翻译公司
● 本地化公司
● CAT 工具提供商
● 行业协会

● 培养目标
● 课程大纲
● 师资建设
● 教学环境建设

● 把握行业方向
● 国内外相关资源
● 行业需求与学生

背景和需求结合

● 交叉学科压力
● 师资与人力需求
● 人才培养的效率
● 优势与局限

● 国外大学以及香港

中大合作
● MTI 教育中心合作
● 翻译社区建设
● 不断评估、改善

行业调研 积极筹建准确定位 压力 & 变革 合作 & 创新

图一 .  创建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的工作过程

内的职业能力，虽未能明示在能力金字塔中，但也

贯穿于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并通过综合实践课

程与在岗实习阶段加以强化。

我们的信息技术课程不以培养学生成为程序

员或教会 CAT 工具如何使用为目标，而是向他们

展示所有与语言服务以及提高语言服务效能相关

的信息技术，以信息技术的基础能力培养为主，同

时让他们适应信息技术人员的思考模式，理解信

息技术人员的工作，知晓信息系统设计需考虑的

要点。事实上，我们所有课程都包含两个目标，首

先是了解技术原理，试

图让学生理解“Behind 
the Scene”，即那些在行

业、技术、软件发展背

后的脉络和关键性的原

理；其次是实战能力，

融合于专家讲座、翻译

训练、个人研究作业等

教学环节内，要求学生

掌握各种主流的翻译技

术和工具，达到熟练操作并能创造性地综合应用

的水准。

以狭义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为例，至少要

涉及到三门课程：导论性质的课程——《翻译技

术实践》，让学生理解技术工具在翻译活动中的作

用，并学习其实用方法；技术原理课程——《计算

机辅助翻译原理与技术》，主要讲授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及其他信息技术原理及如何应用于 CAT 工具

的设计。这样，学生不至于局限于某个 CAT 软件，

而是理解其设计的脉络和原理；实习类课程——

《综合实践》，学生分组，在导师指导下自发学习，

与自己的翻译工作相结合，了解更多的软件并测

试其在实践中的效率，做出更有针对性的评价和

选择。各种非正式 workshop 及在线讨论网站，给

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经验的补充和行业前沿知

识，也为他们展现自己的能力、为行业做贡献提供

了宽广的舞台。

3.北京大学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3.1 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概况

目前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方向的在校硕士生

近百人。学生背景情况如图三所示，生源以语言背

综合技能：工作成功的必备要素

信息技术能力：未来发展的支柱

翻译技能：双语文化交流的基础

图二 . 现代语言服务人才能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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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学生占多数，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比例在逐年

增加，其他专业背景的学生相对较少。不同背景的

学生通过 2-3 年的学习，将会不断地加强他们的

语言能力和专业技能，实习、就业的范围会更加广

泛。我们会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适当调整教学组

织形式和课程内容设计。

3.2 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课程设计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从 2008 年春季开始招收

翻译硕士，也深刻体会到翻译教育在新世纪语言

服务浪潮冲击下必须进行变革。于是，北大 MTI⑥

教育中心和语言信息工程系两个教学单位开始进

行紧密的合作，从招生到人才培养标准和联合课

程体系等方面全面整合，优势互补，力求建设全新

的、更专业、更适合新世纪语言服务需求的翻译硕

士课程。我们鼓励学生在必修课程之外，以未来的

职业目标为导向，有针对性地跨专业选修，强化特

长，弥补不足。例如，非 IT 专业背景的学生应至

少选择计算机科学技术基础课，而对非语言类专

业背景的同学来说，必须选修某些语言类课程。图

四基本上概括了北京大学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课

程设置的情况。

双方联合开设的部分课程如表 1 所示，大体上

可以分为翻译技能类以及翻译管理和翻译技术类

课程。

总体来看，我们的联合课程既突出了语言基础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总计 英语 其他

语言

计算机

/IT
传播

/ 出版

法律 /
经济 /
商业

教育及

其他

2009
2008
2007

2009 33 20 2 7 0 2 2
2008 26 16 2 4 0 2 2
2007 38 25 3 5 1 3 1

图三 . 北京大学软微学院计算机辅助

翻译硕士方向学生专业背景

CAT 课程 10%
●  CAT 原理与技术应用

●  翻译行业与翻译管理

●  语言资产管理

●  本地化与国际化工程技术

Workshop 和个人实践 25%
●  CAT、MT、TMS 等软件 Workshop
●  翻译实践以及 Peerreview ( 最低 10 万字 )
●  平行语料库建设（编辑校对约 20 万字）

●  个人或小组调查研究

●  CMS 系统参与度

IT 类课程 20%
●  计算机相关入门课程

●  Java、Peyth 等编程基础

●  双语编辑、文字处理、文档转换等

●  桌面出版、网络与数字出版技术

语言类课程 45%
●  英汉技术写作

●  比较修辞与翻译实践

●  高级翻译：科技英语和商务英语等

●  翻译历史与翻译理论

图四 . 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课程设计

能力应用及人文社科翻译能力的培养，例如《译本

比较与正误》、《文献查找与论文写作》、《翻译实践》

等课程，又强调了翻译管理与翻译技术等能力的

培养，例如《翻译行业与翻译管理》、《翻译技术实

践》和《本地化与国际化工程》等课程。

3.3 以语言服务需求为导向的课程设置

我们在制定培养大纲以及设置课程内容的时

候，除了调查和参考国外相关大学之外，还广泛

听取语言服务企业专家和职业人士的意见，针对

企业实际用人技能需求，适时地调整和改善课程

内容。以《翻译技术实践》课程为例，课程内容

包括：语言服务项目执行过程的信息环境与信息

技术的介绍、网络搜索与电子资源的利用、主流

翻译辅助工具和本地化翻译项目的实战应用、项

目管理系统的实践、辅助写作以及校对工具的应

用、机器翻译系统的尝试、语料库与翻译、语言

资产管理、网络化团队协同翻译项目实战等多方

面的内容。《本地化与国际化工程》这门课要求

学生掌握本地化与国际化工作的原理与基本方

法，了解新兴的国际化与本地化行业的基本情况

与发展趋势，熟悉相关软件的使用，并且能在本

地化与国际化的服务流程中，熟练和灵活地运用

翻译、工程和测试技能。主要内容包括本地化与

国际化的来源与发展趋势，本地化与国际化基本

概念、方法、流程和技术，本地化行业标准，软

件、文档与网站的本地化，本地化行业中的翻译

流程，文化冲突下的翻译技巧，本地化翻译的质

量评价与控制等内容。《翻译行业与翻译管理》

旨在让学生了解现代语言服务行业的市场发展状

表 1 . 北京大学翻译专业硕士与计算机辅助

翻译方向工程硕士 2009 年联合课程表

课程 课程类型 学分 开课单位

计算机科学技术基础 基础课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英语阅读与写作 基础课 2 英语写作实验室

综合实践 实践课 3 语言信息工程系

本地化与国际化工程 限制选修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翻译技术实践 限制选修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翻译实践 1（技能） 限制选修 2 MTI 教育中心

翻译实践 2（备考） 限制选修 2 MTI 教育中心

计算机辅助翻译原理与技术 限制选修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双语编辑与信息出版新技术 -1 限制选修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译本比较与正误 限制选修 2 MTI 教育中心

英汉技术写作 限制选修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比较修辞传统与翻译实践 选修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翻译行业与翻译管理 选修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高级科技翻译 选修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近代翻译史与翻译理论 选修 2 MTI 教育中心

前沿技术讨论班 选修 2 语言信息工程系

双语编辑与信息出版新技术 -11 选修 2 MTI 教育中心

文献查找与论文写作 选修 2 MTI 教育中心

英汉文本编译 选修 2 MTI 教育中心

翻译实习 必修 - 联合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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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明确现代语言服务行业对于译员以及翻译团

队的要求，学习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

以此为基础分析翻译项目管理的特点以应对挑

战，学习内容包括翻译人力资源管理、客户管理、

翻译质量控制与管理、流程控制以及项目管理辅

助工具等。《双语编辑与信息出版新技术》课程

是以翻译和语言服务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文字处理

与信息出版任务为主要课程目标，涉及印刷术基

础、MS-Word 排版进阶、电子 / 网络出版技术入

门、信息建构（Information Architect）、桌面出版

软件初步（含 CorelDraw / Indesign, FrameMaker, 
LaTEX 等）。

在 2009 版的教学计划中，我们培养目标开始

重视更广泛意义上的语言服务能力的培养。例如，

近年来很多跨国公司正在逐步将写作（信息开发，

Information Development）部门转移到中国，而中

国自己的跨国企业和外向型企业也迫切需要外语

写作人才来撰写其对外的浩繁的技术文档。我们

同 IBM 大学合作部共同开设的《英汉技术写作》

课程，希望为学生找到新的就业方向。在课程中，

我们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写作框架，明确传播的

目的和需求，进而结合中文或英文的具体语言特

点和阐述问题的习惯方式完成写作任务（如技术

说明书的写作）。

前文已经提到的 3 个学分的综合实践课程是

北大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特色课程之一，特别强

调学与用的结合。综合实践内容包括总计 4 万字

的翻译任务、总计 20 万字的语料库建设任务以及

个人（小组）研究等内容。学生根据自己专业背

景以及兴趣参加诸如“CAT 技术和软件”、“TMS
软件”、“机器翻译软件”、“译者的电子辅助工具”

等各种研究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分别展开研

究，并定期进行开放的 Workshop，CAT 学生和自

由译者互动交流，理论研究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得

到深化，知识和技能共同得到提高。

另外，学生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兴趣和职业

规划，选修其它专业方向的课程，如《知识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等课程，这些课程可以帮助拓展

长期学习语言的学生的思路，开阔视野，对培养他

们的组织和管理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希望

从事本地化工程工作，至少还要比较粗浅地掌握

几种计算机编程语言，以及软件工程方法、软件测

试技术等相关课程。语言信息工程系以实践课的

形式，提供了 Java、Perl 和 Phyon 等入门级编程课

程，授课老师或助教根据语言系的特点，以解决语

言工程处理中实际案列为出发点，讲解将来实际

工作中必需的知识。

无论是北大 MTI 教育中心还是软微学院都要

求学生在毕业答辩前有一定的在岗实习期。在岗

实习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公司氛围和社会环

境，把课堂知识学习与职业训练有机结合起来，并

在企业导师与学校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毕业

实习报告和毕业论文。

4. 技术驱动的CAT教学

在北京大学的翻译研究与教学活动中，课程整

体上分为两大部分，基本的语言与翻译教学和信

息技术与翻译技术，两者相辅相成。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期望采取沉浸式的教学模式，以语言服务的

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技术辅助翻译教学，让学生无

论是学习语言还是做翻译项目实训，在整个学习

过程中沉浸于信息技术的氛围之中，这样才能更

好地理解技术，进而从思想本质上培养使用和控

制技术工具的直觉。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

教学日益得到重视。据 Christine Schmit(2006) 
统计，目前全球大约有 60 所大学开设了口笔译

和术语学的远程或网络课程，多数采用了 CMS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系统。我们建立

的学习社区（北大翻译课程网站支持平台 http://
www.pkumti.net / http://cms.ss.pku.edu.cn），为语

言信息工程系开设的大多数课程提供网络学习

（e-Learning）的支持。在网络学习环境中，教学

管理更科学，教学组织丰富多样，完成同样教学

任务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少。同时，师生间的

讨论和交流更加频繁、密切和有序。

标准的 CMS 系统有其不足之处，而翻译教学

有其特殊的需求。在通用 CMS 的基础上，我们

正在逐步开发并实现中的计算机辅助译员训练平

台（CATTP，Computer Aided Translator Training 
Platform）已经展现了极大的应用潜力（俞敬松，

2008）。CATTP 集成了多种类型的语料库，以平行

双语语料库、单语语料库、翻译学习者语料库等为

基础，集成了翻译案例知识库、翻译作业库，并特

别设计了多种专门提高翻译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工

具，如双语对照显示工具、翻译笔记标注以及在线

批改翻译作业的编辑器、适用于学生写作与翻译

的 Peer Review 工具等。设计 CATTP 的目的是以

最低的学习和应用成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最大

限度提高翻译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翻译教学离不开翻译实践活动。我们同多家

CAT 和 TMS 工具提供商合作，搭建了多个翻译项

目管理平台作为我们的翻译项目实训平台，如国

外的 SDL Synergy、GlobalSight、 Project-open 及国

内的一些翻译管理系统。学生可模拟翻译项目流

程，选择扮演译员、审校、项目经理等角色，真实

体验语言服务项目运作流程。这样的实践活动不

但有利于翻译专业教学，而且在培养学生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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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5. 教学压力与挑战

信息技术和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

给我们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如何教好

CAT 专业课程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例如关

于机器翻译的内容，多数情况下，教师会让学生

去“迁就”现在开发的低质高速的机器翻译软件。

随着机器翻译系统的改善，辛苦学会的“知识”

和“规则”很快过时了，学生面对新一代工具依

然手足无措。所以，比较好的教学方案是教给学

生机器翻译的基本原理，初步掌握软件的使用，

重点学习如何将机器翻译引入翻译工作，探索这

种信息工具设计的思路、理念以及如何与语言服

务、技术和项目管理有机衔接。这样的教学要求，

要求教师不但通晓机器翻译技术研究的前沿，还

需要学会从翻译工作者，包括译员和项目经理等

多角度去思考问题。

良好的教学环境是 CAT 专业蓬勃发展不可或

缺的条件。CAT 课程教学需要统一的教学环境以

及相应的软件配置和支持。为了配合相关的翻译

技术课程，北大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外国语学院以

及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正在共同创建北大翻译

技术实验室，同世界知名 CAT 工具提供商合作，

如 SDL 公司合作，购置多种 CAT/TMS 系统，并寻

求更多 CAT 工具提供商的支持。我们发现，这些

厂商的工程师或咨询顾问来校开设技术讲座对提

升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职业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教授 CAT 课程需要兼通语言文化、信息技术

与行业管理，这对任何教师都是极大的挑战。面

对现代语言服务，针对多学科交叉的特性，单纯

依靠配置多位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并不能完全解

决问题。为此，我们建立了导师小组制度，共同

指导学生，我们还要求指导教师也必须随时保持

知识的更新，另一方面，来自企业的既具有实战

经验又具备教学能力的专家对于我们的师资队伍

也是必要的补充。 
经过近三年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教育，我

们已经培养出一批综合性的人才，并逐步输送

到语言服务的第一线，从事专业翻译、出版编

辑、翻译项目经理、技术写作、本地化工程处理

和软件测试等多种工作。这些公司包括语言服

务商（LSP）如 Lionbridge、hiSoft、VanceInfo、
Symbio、Realidea 等，也包括世界知名 IT 公司

如 Microsoft、IBM、Adobe、Oracle、Accenture
等。从用人单位的反馈来看，某个学生可能存在

不足，但是对于教学工作总体而言，大多数公司

还是认可的，认为我们的办学模式取得了初步的

成功，希望继续同我们合作，有些公司希望同我

们签订常年的实习项目，通过校企的共同努力，

定制化地培养实用人才。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计算机辅助翻译硕士教

育项目，我们是探路者，只能不断尝试和改进。

注 释

①	 LSP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
②	 GIM: Glob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③	 TMS: Translation Management System
④	 CMS: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⑤	 LISA 的全称是 Localization Industry Standards Association， 
 即本地化行业标准协会。

⑥	 MTI 全称是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即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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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veness, these new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 have been enriching contemporary 
si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West, adding to its current socio-cultural relevancy, intensifying its interactions with neighboring 
disciplines, and facilitating its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academe as well.
Key words: The Analects; translation; sinology; West; interpretive orientation

A Master Program in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by Yu Jingsong & Wang Huashu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 38

Abstract: Language services have undergone radical chang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the new era had placed on translation, the Language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epartment in Peking 
University, s School of Software and Microelectronics started in 2007 to offer a Master program in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CAT) , which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ese mainland. In this paper, we offer an account of the curricular 
design of our program followin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ervices. In addition to 
identifying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we have encountered in running our CAT courses, we also discuss the CAT 
students, chance for internship and employment and speculate on the prospects of CAT Master program in general. 
Key words: language services;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CAT; translation technology

Fostering “Attentive Listening Skills”: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mong Undergraduate Trainee Interpreters

by Xu Ran（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43

Abstract: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step in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yet for undergraduate C-E 
trainee interpreters, taking the step is as vital as it is difficult. This paper calls for the fostering of “attentive listening 
skills”, which enable interpreters to analyze and memorize while listening. Arguing that developing such skills should 
be the focus of listening training for all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 elaborates on applicabl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is endeavor.  
Key words: attentive listening skills;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 interpretation; discourse analysis; training strategy

Guidelines for Translating Captions
by Han Qingyue (Foreign Langusges Press, Beijing, China) & Xing Binbin 

(Beijing Founder Electronics, Beijing, China) p. 58

Abstract: As a key component of any text with accompanying photos, cap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larifying the 
text, s meaning and enhancing its rhetorical effects. When rendering captions, the translator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ir wording and especially to the special perspective such wording introduces on the text as a whole.
Key words: caption; off-screen implication

The Topic-Prominence of Chinese Sentenc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 
Translation 

by Xu Lina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China) p. 63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se two languages are dominated syntactically by the subject-predicate and the topic-comment structure respectively. 
Identifying key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typical Chinese sentence, the author proposes five approaches for turning a 
subject-prominent English sentence into a topic-prominent one in Chinese. These methods offer a more convenient way 
for handling structural adaptation in E-C translation, making it easier to avoid the pitfall of translationese and enabling the 
Chinese version to sound more idiomatic to its target readers. 
Key words: topic-prominent sentence; subject-prominent sentence; structural adap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