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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地化是“对产品或服务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

市场中出现的差异的过程。”（LISA，2007: 43）国

际上本地化服务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企业国

际化和产品本地化规模和价值不断深化的过程中，

以本地化服务为代表的语言信息产业已经逐渐形成

并且蓬勃发展，本地化服务的内涵和外延正在深化

和扩展。本地化服务的对象包括软件、网站、产品手

册、市场材料、电子学习材料等，其服务领域涵盖信

息技术、通讯、机械、航空、化工、医疗、财经、电力

等行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与国外的经济、贸易、科技、文

化的全方位交流迅速深化，社会和企业对本地化专

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王传英，2012）
本地化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大批本地化专业人才。

高校是为企业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的主体，由于本地

化行业是新兴行业，我国高校还没有开设本地化专

业，因此，本地化服务企业不得不从社会招聘员工，

进行较长时期的企业内部培训才能胜任工作。200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在部分高校开设翻译硕士专

业学位（MTI）教育，目标是培养适应全球经济一体

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职业翻译人才。这一举措

不仅是我国高校翻译教学制度的重大变革，更为缓解

我国本地化行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问题带来了希望。

笔者从事本地化工作 10 余年，先后在国内和国

际 5 家本地化公司从事本地化项目的翻译、工程、测

试、管理和培训工作。从 2009 年至今，先后为多所

院校提供本地化培训，讲授“本地化翻译与技术应

用”“翻译行业与翻译管理”（即“本地化项目管理”）

和“本地化与国际化工程”等系列课程。

2. 课程设计原则

传统翻译服务比较注重文本内容的双语信息转

换能力，注重语言和行业知识的应用，而本地化服务

更加注重科学的管理流程，充分应用信息技术，严格

的质量控制，重视语言、技术、流程和管理的有机结

合。这是因为本地化服务的内容不仅包括文本翻译，

还包括本地化工程、本地化桌面排版、本地化测试、

本地化项目管理和文档技术写作等。本地化行业广

泛应用信息技术和现代项目管理技术，有效提高了

语言服务行业的流程化和自动化水平，代表着现代

语言服务行业的技术发展方向。（崔启亮，2011: 2）
因此，本地化企业在招聘员工时不仅注重考查应

聘者双语理解和语言表达，还侧重考查是否熟练掌

握各种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的能力，以及是否具有

本地化项目工作经验，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良

好的职业素质。不仅需要熟悉本地化的翻译人员和

编辑人员，还需要灵活运用软件技术提高本地化效

率的本地化工程师，以及熟悉本地化流程，具有良好

沟通协调能力的本地化项目经理和市场经理。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本地化服务委员会与南开大

学 MTI 教育中心 2011 年联合实施的“2011 年全国

及天津滨海新区企业语言服务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数据显示，企业对人才需求排名最高的是高级译审，

其次是翻译项目经理、高级翻译、市场经理，同时对

多媒体工程师、文档排版员、技术经理、技术写作人

员也有相当需求。（王传英，2012）

为了实现 MTI 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

笔译人才”的目标，在设计翻译与本地化课程时，需

要根据本地化企业对员工职业技能的需要，结合各

个 MTI 高校的办学专业特色，有的放矢地开设翻译

与本地化课程，并且在课程内容，教材和案例，教学

方法方面进行优化改进。另外，为了提高学习效果，

各门本地化课程需要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相互衔

接的学习内容，循序渐进的学习顺序，共同组成统一

的课程体系。

3. 课程设计内容

根据当前国际和国内本地化市场对本地化专业

高校MTI翻译与本地化课程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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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需求，结合当前我国高校 MTI 教学状况，在

开设本地化课程时，需要抓住重点课程和课程的重

点内容，优先设置社会需求最大、本地化项目不可

缺、有利于学生提高综合能力的课程，以提高学生的

语言翻译能力、以计算机辅助翻译 (CAT) 为核心的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本地化项目分析、计划、执行和

沟通等管理能力，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本地化翻译

与技术应用课程、本地化和国际化工程课程、本地化

项目管理课程。下面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分别对

这三门课程设计进行论述。

3.1 本地化翻译与技术应用

翻译是本地化业务的核心内容，也是从事本地

化其他工作需要具备的能力之一。与文学翻译不同，

本地化翻译对象主要集中在全球化产品（软件、用

户手册、联机帮助，市场宣传材料等）的信息内容，

具有文件类型多、内容经常更新、重复性高、语言简

洁等特点，需要熟悉本地化翻译风格，掌握计算机辅

助翻译工具，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

本课程从全面介绍国际、国内本地化行业的市

场历史与现状为起点，分析本地化翻译的规范和流

程。在传授文档本地化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和软件

本地化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以

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为核心的语言资产管理技术以

及翻译质量保证技术，传授本地化翻译质量保证、

本地化项目管理以及本地化翻译人员的职业素质与

职业发展等知识。

（1）学习目标

使学生了解本地化行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本地

化翻译的规则、基本流程和质量保证技术、国内外主

流的本地化翻译软件的工作原理、功能特点以及在

本地化翻译项目中的具体应用。

（2）课时与内容

本课程为 2 学分，标准课时为 36 学时，学习重

点是本地化翻译规则和规范，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选择和功能操作，本地化翻译项目案例分析（包括

文档手册、联机帮助、软件用户界面和网站）。学习

内容和课时分配如下表 :

章节
序号

章节名称 内容要点 学时数

1 本地化行业与
市场概述

翻译与本地化行业历史、现状与
趋势、市场规模、行业环境生态
链、行业标准

4

2 本地化翻译规
则与规范

通用翻译准则，本地化翻译的特殊
规则，本地化翻译通用风格规范，
确定翻译风格规范的考虑因素

4

3 本地化翻译流
程

翻译流程的概念，确定翻译流程
的因素，翻译流程的内容

2

4 计算机辅助翻
译理论

翻译记忆、机器翻译、匹配、翻译
单元、术语、对齐、语言资产、技
术写作

3

5 计算机辅助翻
译实践

文档本地化翻译软件、软件本地
化翻译软件、格式转换软件的功
能与应用

8

6 本地化翻译项
目案例分析

手册文档本地化翻译、软件文档
本地化翻译、电子学习课件本地
化翻译项目案例分析与实践

8

7 本地化翻译质
量保证

本地化翻译质量保证概述，译文
语言质量的错误类型，翻译、编辑
和校对阶段的质量保证，语言质
量保证检验报告

4

8 本地化翻译职
业素质与职业

信守承诺、团队合作、信任与尊
重、跨文化交流、知识产权保密、
职业规划与发展途径

3

3.2 本地化项目管理

本地化项目具有质量要求高、项目多样化、生产

流程化的特点，需要多个公司和团队合作才能完成。

对于全球发布的产品本地化项目，多个语言的本地

化可能与原始语言的版本同步进行并同步发布，内

容涵盖翻译、编译、测试、排版和发布等工作。为此，

需要良好的项目计划和实施控制，本地化项目管理

能力成为保证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

本课程主要讲述本地化项目管理基础知识、本地

化项目经理的工作职责，熟悉本地化生产阶段和流

程，掌握项目管理的质量控制和进度跟踪方法，掌握

本地化项目的进度管理、资源管理、成本管理和质量

管理，学习项目交流方法和实践管理经验。

（1）学习目标

使学生熟悉翻译与本地化行业的发展历史和现

状，翻译和本地化项目及企业管理的流程和技术方

法，掌握翻译和本地化项目分析和管理的基本技能。

熟悉本地化项目常用软件和工具的使用，提高项目

管理的质量，掌握项目经理与客户以及供应商之间

交流的有效途径。

（2）课时与内容

本课程为 2 学分，课时为 32 学时。学习重点是，

翻译项目流程、进度管理、项目计划与方案、项目质

量管理，供应商、客户和项目团队管理。学习内容和

课时分配如下表 :

章节
序号

章节名称 内容要点 学时数

1
翻译项目流程
与公司部门组
成

翻译与本地化项目的常用缩略语，
项目的组成与特征，项目的实施
流程，项目团队的组织结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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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任务分解
与进度管理

工 作 任 务 分 解 (WBS) 概 述，翻
译项目 WBS 实例，翻译项目进
度表概述，编写项目进度表的
Microsoft Project 工具，项目进度
表编写的注意事项

3

3 项目预算与报
价

项目类型，项目需求分析，项目成
本预算及毛利润，项目审批，项目
报价

3

4 项 目 招 标、计
划与方案管理

翻译项目招标 (Bid)，翻译项目工
作计划 (Plan)，翻译项目实施方案
(Proposal)

3

5 翻译过程与工
具

翻译项目的翻译、编辑和校对，翻
译记忆工作原理，计算机辅助翻
译工具，TRADOS 在翻译项目过
程中的功能应用

6

6 翻译项目质量
管理

翻译质量的重要性，质量属性，翻
译质量保证流程，译文语言质量
指标，语言质量管理方法，翻译格
式质量指标，翻译格式质量检查
工具 ApSIC Xbench 及应用

6

7 翻译项目收尾
管理

收尾管理的意义，审核管理，客户
满意度管理，项目总结与报告

3

8 供 应 商、客 户
与团队管理

供应商选择策略、供应商评价，客
户维护，客户交流，团队组织形
式、激励与考核，人力资源招聘、
培养与选拔

3

9 翻译项目沟通
管理

项目沟通概述，电子邮件管理，项
目（电话）会议管理，客户批评
管理

2

3.3 本地化与国际化工程

对于软件或者网站本地化，通常存在大量不同

类型的文件需要本地化，提交本地化软件或网站，不

仅包含文件内容的翻译工作，还需要编译、测试和发

布工作。随着软件开发周期的缩短，开发人员不得

不集中精力于源语言产品的开发和发行日期，没有

时间或没兴趣解决产品的多个语言版本的复杂问题。

由于翻译人员通常对软件技术不精通，所以，需要独

立的熟悉产品技术和本地化技术的专职人员处理这

些本地化工程工作。

从工作性质而言，本地化工程是对本地化项目中

的技术处理和支持工作。既包括所有翻译人员不能

做的工作，也包括所有源语言产品设计开发人员不

能做或不愿意做的工作。（崔启亮，2011）
本课程主要讲述软件本地化工程的技术，结合大

型本地化项目（包括软件本地化、文档手册、网站本

地化、联机帮助本地化等）工程处理的实例，介绍软

件本地化工程的内容、要求、工具、注意事项等内容。

（1）学习目标

掌握本地化与国际化工作的原理、概念和工作流

程与基本方法，了解国际化与本地化行业的基本状

况与发展趋势，熟悉相关软件与工具的使用，并且能

在本地化与国际化项目流程中，熟练掌握基本翻译

技术、工程和测试技术。

（2）课时与内容

本课程为2学分，课时为32学时。学习重点包括：

本地化工程基础，联机帮助、文档、软件用户界面本

地化工程，语言资产与译文质量保证技术等。学习

内容和课时分配如下表 :

章节
序号

章节名称 内容要点 学时数

1 本地化与国际
化概论

本地化与国际化的术语、技术、市
场、流程

3

2 本地化工程技
术基础

本地化工程的作用、内容、技术、
工具

3

3 Microsoft Word
本地化工程

Word 样式、模版、宏、VBA、标
记符、标记

3

4 联机帮助本地
化工程

联机帮助类型，编译环境，编译方
法，质量保证

3

5 软件用户界面
本地化工程

软件用户界面，翻译，调整控件大
小，导出，质量保证

3

6 文档手册本地
化工程

语文档本地化工程概述，文档
格 式，文 档 预 处 理 和 后 处 理，
FrameMaker，InDesign，XML 文
档本地化工程技术

6

7
语言资产与译
文质量保证工
程技术

语言资产概述，翻译记忆库工程
技术，术语工程技术，译文质量保
证技术

3

8 本地化与国际化
设计与测试技术

国际化技术，测试的作用、流程、
特点、工具

3

9
本地化工程标
准化与国际化
设计

本地化工程标准化概述，国际化
技术基础，软件和文档国际化技
术 

3

10
翻译管理系统
与内容管理系
统

翻译管理系统的作用、类型与应
用，内容管理系统的作用、类型与
应用

2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建议

三门课程的学习顺序是本地化翻译与技术应用、本

地化与国际化工程、本地化项目管理。学生经过本

地化翻译课程的学习和练习，对于计算机辅助翻译，

本地化翻译规则，都有了较好的理解，再经过本地化

与国际化工程课程学习各种本地化工具和工程处理

实践，对于信息技术与语言技术的结合对翻译工作

的作用积累了经验。最后，通过学习本地化项目管

理课程，经过项目全流程和全阶段的学习，加深了对

项目管理工作内容的理解，锻炼了分析问题的能力，

提高了项目跟踪和团队交流能力。

4．考核方式与教材

考核的目的是检验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能力，对

本地化项目技能的掌握程度，检验老师教学方法的

有效性，考核方式根据课程的内容要求，采取笔试、

项目实践和论文相结合的方式。在本地化教学过程

中，教材只是教学课件的一部分，还需要多媒体 PPT
课件、课程项目案例、参考材料和作业文件，组成完

整的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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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考核方式

本地化翻译与技术应用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闭

卷笔试的考核方式，而本地化项目管理、本地化与国

际化工程采用平时成绩、项目考查和期末论文相结

合的方式。

其中，平时成绩，要求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

题，课下独立完成布置的练习作业；项目考查，在期

中学习阶段，要求学生分组完成，每个组的组长与小

组成员分工和协作，每个小组提交一份项目实践报

告，并上台演示和说明；期末论文，要求学生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完成所学内容方面的论文，字数不少于

7000 字。要求观点鲜明、论证充分、结论准确、条理

清晰、格式规范。

4.2 教材与参考书目

由于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本地化教材极其缺乏，本

课程采用教师自编讲义及练习案例，主要参考书目

如下：

（1）杨颖波、王华伟、崔启亮，《本地化与翻译

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崔启亮、胡一鸣，《翻译与本地化工程技术

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王华伟、崔启亮，《软件本地化》，电子工业

出版社，2005 年

（4）B e r t E s s e l i n k . A P r a c t i c a l G u i d e t o 
Localization Rev. Edi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0

（5） 钱多秀，《计算机辅助翻译》，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1 年

（6） [ 美 ] 项目管理协会著，王勇、张斌译，《项

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第 4 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5.翻译与本地化课程教学法

确定教学方法的依据是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针

对 MTI 教学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和专业化翻译人才

的目标，针对大部分学生语言基础较好，信息技术和

项目经验不足的特征，根据本地化企业和市场的用人

需求进行实践性教学，同时借助信息技术进行网上和

网下相结合的方式。在过去 3 年的教学过程中，笔者

努力将大学教学与企业实践相结合，将语言、技术和

管理相结合，将教师知识单向传授与学生互动获取技

能相结合，将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在线交流相结合，

对于 MTI 本地化课程教学进行了初步探索。

根据本地化不同课程的具体特点，分别采取项

目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和对象驱动型组成“三型驱

动”课程；各个教学模块分别由 PPT 文件、课堂案

例、课外阅读材料和课外作业组成“四层结构”知识；

采用案例式、互动式、网络式、分组式和渐进式组成

“五式教学”。实践表明，采用这种“三层驱动”课程，

“四层结构”知识和“五式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不仅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而且紧密结合市场需求，

有效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起到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5.1“三型驱动”知识体系

“本地化翻译与技术应用”课程重点是培养学生

应用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对各种本地化对象（文档

手册、联机帮助、软件用户界面、网站等）进行翻译

和编辑的能力。由于这些翻译对象具有不同的特点，

对其翻译有不同的具体要求，需要学习不同的本地

化翻译规则，因此，采用“对象驱动型”教学。

在实际教学中，从帮助学生了解本地化行业入

手，介绍本地化翻译的特点和要求，接着以本地化项

目的处理对象为例，分析每种对象的内容特征和翻

译要求，并且以市场占有率较多的本地化文档手册

翻译为重点，采取由浅入深，逐步推进的方式，分别

学习联机帮助、软件用户界面，网站以及多媒体电子

学习材料的本地化翻译规则与技巧。不仅学习文本

内容翻译技能，还学习不同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的

功能特征以及选择方法；不仅学习翻译方法，还引

导学生掌握翻译记忆库、项目术语库、本地化翻译风

格等企业语言资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处理方法。

“本地化项目管理”课程重点是培养学生熟悉本

地化项目的特点，熟悉本地化项目管理的技能，传统

的管理课程容易出现空洞的说教，知识点分散等缺

陷，而且很多 MTI 学生没有工作经验，对本地化项

目了解甚少，更缺少项目管理经验，因此，本课程采

取“项目驱动型”教学。

在实际教学中，从第二课开始，以一个真实英文

网站进行中文本地化项目为例，贯穿教学的全过程。

根据本地化项目管理的阶段和要素，每节课讲述一

个管理知识节点，包括项目需求分析、项目预算与报

价、项目计划与进度、项目招标与投标、项目实施过

程的翻译和编辑流程、语言质量管理、进度管理、财

务管理、项目沟通与交流、供应商和客户管理、项目

结尾与总结等内容。

“本地化与国际化工程”课程重点是培养学生综

合应用各种计算机软件和工具对本地化项目文件进

行类型分析、格式转换、生成本地化产品、质量检查

与缺陷修正，由于这些知识不仅需要了解本地化项

目的流程要求，而且需要多种软件和工具技术组合

才能完成，因此，本课程采取“技术驱动型”教学。

在实际教学中，首先通过形象直观的案例，引

导学生了解什么是本地化工程，理解本地化工程在

本地化项目中的作用，熟悉本地化工程的工作内容

以及技能要求。接着，以学生比较熟悉的 Microsoft 
Word 软件为例，讲授 Word 的“宏”“模板”和“V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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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知识在本地化翻译中的具体应用。然后分别讲授

HtmlHelp Workshop，RoboHelp，Webworks Publisher
等联机帮助编译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接着讲授

Alchemy Catalyst，SDL Passolo 等软件本地化工具在

软件用户界面本地化中的使用方法。讲授 TRADOS 
S-Tagger for FrameMaker 和 SDL Trados TagEditor 等

软件对 FrameMaker，InDesign 等类型的文档手册

格式转换和翻译中的具体应用。讲授使用 ApSIC 
Xbench 进行双语译文质量检查的功能。最后讲授软

件和文档国际化的基本技术。

5.2 “四层结构”课程设计

为了突出重点，拓展知识面，巩固学习内容，提

高应用效果，每个课程的每个章节的内容都采用“1-
课件”、“2- 案例”、“3- 参考”和“4- 作业”四层文

件夹结构。如下图所示。

其 中“1- 课 件 ” 文 件 夹 存 放 当 前 章 节 的

Microsoft PowerPoint（PPT）文件，用于老师在课堂

讲授，内容包括标题、目录、回顾，新学习内容、总

结等，是对当前章节知识的归纳。例如，在讲授“翻

译行业与翻译管理”课程的“项目分析与工作任务

分解”章节时，PPT 文件包括的内容是：项目分析

的目的与方法，SDL Trados 文件字数分析，翻译项

目中的工作任务分解（WBS）含义及项目 WBS 实

例，翻译项目工作进度表（Schedule）及其编写方法，

Microsoft Project 在编写项目进度表中的作用及使用

方法等。

在讲解过程中，经常需要举例说明，可以在“2-
案例”文件中进行演示和操作。“2- 案例”中存放用

于形象化的学习的项目案例文件，这些案例绝大多

数来自于笔者多年实际本地化项目的真实文件，有

些进行了酌情修改，以避免敏感信息，或者满足当前

教学需要。对于某些软件操作类型的案例，老师在

演示后，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同步操作，并及时给予

操作指导。

“3- 参考”文件夹存放当前章节的补充知识文件，

用于学生课外阅读，扩大知识面，详细理解所学内

容。文件内容包括来自国际和国内行业会议的 PPT，

项目文件模版，软件操作指南等。例如，在教授“翻

译行业与翻译管理”课程的“翻译项目供应商与客

户管理”章节时，“3- 参考”文件夹存放来自 Adobe
公司①和 Welocalize 公司②在国际本地化行业大会上

演讲的关于供应商管理和客户管理的 PDF 文件。

“4- 作业”存放当前章节要求学生课下完成的作

业，根据内容，有些作业要求学生个人完成，例如课

程刚开始的行业介绍的作业，课程结束后的课程总

结，课程实践或课程论文。有些则要求学生分组，通

过分工合作完成。例如，“本地化项目管理”课程的

绝大多数作业都要求分组完成，每个小组人数在 6
至 9 人之间，各组中的不同学生分别担任项目经理、

翻译、编辑、工程、质量检查人员，并且可以“轮岗”

进行角色转换。

5.3 “五式教学”

由于本地化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教授来自实际项

目的技能，突出实用性和操作性，因此，笔者在教学

过程中采用案例式、互动式、网络式、分组式和渐进

式的“五式教学”。

案例式教学是使用来自企业实际项目的案例组

织教学内容和操作内容，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具体章

节，选择适当的项目作为课堂演示和分析以及课下

练习的内容。通过实际项目案例教与学，增强了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

堂上即可以熟悉企业实际项目的类型和要求。

互动式教学是努力创造教学相长的氛围，针对典

型问题，老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回

答。课堂教学分为两个部分，三分之二的时间老师

讲课，三分之一的时间学生到讲台讲解作业的完成

过程和心得体会，老师根据学生存在的问题和取得

的进步进行释疑点评。在教学过程中和课程即将结

束阶段，要求学生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提出建议，

老师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改进。

网络式教学是充分应用互联网技术设计的在线

电子学习平台，将传统的阶段性教学转变为“永不

下课”的在线学堂。例如，“北京大学翻译教学支撑

平台”依据社会建构主义的教学思想，即教育者（老

师）和学习者（学生）都是平等的主体，相互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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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共同建构知识。它在互联网

上运行，老师和学生只要能上网，随时可以进行教学

和学习，完成教学过程中课件的设计和发布、学生下

载和查看课件以及作业、提交作业、教师在网络教学

平台批改作业。另外还可以在教学平台上开设课程

的讨论区，师生之间可以发帖、回帖、共享资料，老

师还可以在线答疑。

分组式教学是把学生进行分组，各个小组成员可

以自愿自由组合，老师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知识和

性格特征，做到各个小组能力均衡。各个小组自由

选举或者民主推荐小组长，担任项目经理或本地化

工程师，分工合作完成老师布置的小组作业。各个

小组的代表可以到讲台上向全体同学展示和演讲完

成的小组作业，其他小组可以对当前演讲小组的内

容和演讲风格进行提问和讨论，老师进行点评指导。

为了提高表达能力和公众演说能力，老师要求每个

小组的组长自由轮换，小组中的每个同学都有上台

讲解的机会。通过这种小组合作共同完成项目，增

强了同学之间的交流，提高了团队合作的能力。

渐进式教学是遵循由浅入深的原则组织教学内

容，目的是增强易学性，提高理解力。例如，对于任

何一个新知识点，先从概念上进行描述和解释，然

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且使用恰当

的实例进行验证和演示，要求学生在课堂和课下进

行练习。例如，讲解“本地化和国际化工程”课程

时，对于本科是英语专业的很多学生，他们既不了

解本地化行业，也不熟悉各种计算机软件，面对本

地化工程的很多术语、概念、类型和工具等新鲜知

识，甚至感到畏惧，担心无法学会。为此，老师可以

首先用各种耳熟能详的案例帮助学生了解什么是本

地化，什么是本地化工程，本地化工程起什么作用，

需要掌握哪些技能，有哪些工具，这些工具的特点

是什么，如何选择和学习。然后针对本地化项目中

的工作要求和质量要求，使用合适的本地化软件进

行演示，并且进行总结，可以更有效地使学生学会

和用好本地化工程软件。

5.4 专题研讨

翻译与本地化课程的最新知识、最新技术、最新

案例等来自企业的项目，如果要培养企业需要的人

才，本地化课程教学需要邀请企业从事本地化项目的

人员走进大学讲堂，将向学生讲解他们鲜活的案例，

现身说法地交流企业要求的本地化人员知识技能和职

业素质。

笔者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软件与

微电子学院语言信息工程系的“本地化项目管理”

课程教学中分别邀请了文思创新软件技术公司③的本

地化项目总监为学生讲解“翻译项目过程管理”和

原北京莱博智环球科技有限公司④本地化高级项目

经理讲解“本地化项目分析与计划”专题。在讲授

“本地化与国际化工程”课程时，邀请了 Welocalize
北京公司的本地化项目总监、翻译部经理、工程部

经理和桌面排版部经理共同为全班同学上了一次本

地化项目分工、流程和职业发展的课程，引起了学

生极大的学习兴趣。

另一方面，带领学生走进企业，了解企业的组成

和工作特点。通过与本地化公司联系，老师带队参观

本地化公司，与本地化公司员工面对面交流，增强学

生的实际工作体验，避免课堂上的“纸上谈兵”式

学习方式。例如，笔者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解

“本地化项目管理”课程时，带领学生参观了文思创

新软件技术公司和北京海辉高科软件有限公司⑤，不

仅参观了这两个公司的本地化办公室，而且还与公

司的本地化项目经理、质量管理经理进行了圆桌讨

论，了解企业的发展历史、业务组成结构、企业对新

员工的技能要求以及企业实习和就业机会。

通过企业人员走上高校讲台，学生走进公司办公

室这种双向互动，使学生扩展了视野，了解了企业要

求，明确了学习目标，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

时，本地化企业也宣传了企业形象，降低了新员工招

聘成本，分享了项目实践经验。通过校企交流，促进

了相互了解，为今后的项目和人才合作奠定了基础。

注    释

Adobe 公司 Adobe Systems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何①①
塞的计算机软件公司，创建于 1982 年，主要软件产品有

Adobe Photoshop 和 Adobe Acrobat Reader。
Welocalize 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是一家总部在美国的美②①
资企业，为客户提供从内容的编写和产品开发、翻译和质

量保证，到完整的业务流程外包和市场验证等本地化综

合服务。

文思创新软件技术公司，成立于 1995 年，从为国外 IT 企③①
业提供软件本地化服务起步，后转型软件服务外包行业，

是第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

业。

北京莱博智环球科技有限公司，是美国企业，提供翻译、④①
开发和测试解决方案，纳斯达克上市公司，2010 年营业

额 4.05 亿美元。

北京海辉高科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是一家全⑤①
球服务外包提供商，有超过 6000 名员工，其中从事软件

本地化员工接近 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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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ts Functions and A Possible Direction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by Xu Ju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p. 5
Abstract: Translation studies conducted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lation as a discipline in this country. Whether in introducing insightfu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lational practice, laying a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the discipline, promoting translation-related pedagogy, 
enriching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fostering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or enhancing China’s soft power,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by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Having gained its disciplinary status and succeeded in refuting popularly held misassumptions such as “translation 
is not amenable to theory” or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re useless,” however, how 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further 
develop itself in China poses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its practitioners. This paper takes up the challenge by reflecting 
on some of the burning issues of the moment, including those over the exclusive adoption of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 dearth of translation-specific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translation to some 
better established disciplin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function; development; issue

Translation and Strategie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Sun Yifeng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 16

Abstract: Translation as a main mean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strategy 
for China to become more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and thu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transla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ha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constrained by all kinds of factors, and (un)translatability and cross-cultural reading have to be dealt with in the cross-
cultural context. Over the years, we have seriously underestimated the obstacles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as a 
result, translation out of Chinese, particularly into English, has been less than satisfactory. First and foremost, translation 
needs to address cross-cultural problems.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is obviously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communication. 
Untranslatability to a large extent is constrained by cross-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or low readability. The reception of 
translation invariably concerns cross-cultural readability, and if the readability is low, the artistic valu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 barely manifest itself. Thus, it is imperative to formulat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plore aesthetic commonality of different nations in order to cross cultural barriers and transcend narrow cultural 
nationalism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genuin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untranslatability; cross-cultural reading; cultural rewriting; readability;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Localization as a Component of Teaching in MTI Education
 by Gavin Cui（Localization Service Committee,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Beijing, China） p. 29

Abstract: Taking localization-oriented enterprises’ demand for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and MTI program’s goal of training 
“high-level,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ized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s its twin points of refer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localization as a component of the teaching in MTI education, proposing the titles and contents for the courses to be offered 
and laying down “three primary motives,” “four structural layers” and “five pedagogical methods” for their syllabic design .
Key words: localization; MTI; teaching practice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Legal Terms in English
by Qu Wensh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China) p. 40

Abstract: China-based missionaries around the mid-19th centur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nitially rendering legal terms in 
Wester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A survey of earl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magazines and books on law reveals the forms 
in which the earliest translated legal terms in Chinese assume,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ir marked differences from the same set 
of terms in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were later borrowed from Japan. The findings about the missionaries’ creativ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 are of cultural and socio-psychological interests to Chinese lawyers, historians and translators of our time. 
Key words: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translation history;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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