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19 年 5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9 

Education research 

人工智能时代的本科翻译教学 
 

王雅琳  陈雨珊 
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DOI:10.32629/er.v2i5.1836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本科翻译教学难以跟上 AI 的步伐,许多本科翻译专业学生开始对未来就业前景产生担

忧。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时代大背景,梳理了机器翻译发展脉络以及翻译领域的新变化,重点探讨了 AI 技术发展对本科翻译专

业学生提出的新要求,翻译行业所面对的变化与挑战以及本科翻译教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旨在为本科翻译教学

提供建议,改善现有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更好适应职业市场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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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谷歌推出翻译神器到博鳌峰会同传机器人,人工智

能正在翻译领域不停地进行尝试与颠覆,一次又一次在翻

译舞台上大放异彩。但与此同时,人工翻译竞争力下降,人

工翻译市场持续低迷,本科翻译学生对未来如何就业越发

迷茫。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根本无法预知机器翻译会

发展到何种程度,人工翻译究竟是否将会被取代以及如何

取代也随之成迷。本科翻译教学作为连接人才培养与职业

市场的中间纽带,逐渐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在本科阶段如

何培养出实力过硬的学生,本科学生如何走好翻译这条道

路,以及 AI 时代下本科翻译教学应当如何开展成为人们热

议的话题。 

1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领域的新变化以及新要求 

虽然目前机器翻译还不能够完全代替人工翻译,但是

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传统的翻译模式已被颠覆,不断完

善的 MT 对整个翻译产业和专业译员的影响不容忽视。除高

级翻译外,大部分翻译工作将被机器部分或完全取代,译员

们将面临失业的威胁。同时,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翻译

行业出现了以下三大变化,本科翻译专业的学生也有了新

的要求。 

1.1 翻译内容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

间的沟通不断增加。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与旅游场景

下的跨文化交流变得愈发频繁,语言翻译服务行业需求呈现

井喷式增长,这就需要翻译业界不断拓宽新场景、提升翻译

的整体效率。当前翻译产业已形成了面向不同领域和行业的

产品矩阵,包括面向行业的智能翻译解决方案、面向互联网

应用的智能翻译在线服务、面向垂直领域的手机和电脑软

件、面向个人用户的翻译软件等,涵盖了教育、社交、旅游、

医疗、办公等多个应用场景。这就要求本科阶段翻译学生能

够掌握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关注相关领域的最新动向,以

应对实际操作中灵活复杂的翻译场景。 

1.2 翻译方式变化 

从目前翻译产业的发展来看,未来的翻译将是人和机

器之间的良性耦合与互动,即交互式机器翻译,其主要技术

是计算机辅助翻译(CAT,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能够帮助译者优质、高效、轻松地完成翻译工作。与传统

机器翻译相比,CAT 不依赖辅助于计算机的自动翻译,而是

在人的参与下完成整个翻译过程；与人工翻译相比,翻译效

率更高,花费成本更少。因此,本科阶段学生需要有一定的

计算机操作水平,能够熟练使用 CAT 等翻译软件,以适应市

场需要。 

1.3 职业要求变化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和计算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的时代背景下,信息交流频率与数量呈爆炸型增长,交流

方式较传统方式也有所颠覆,如何收集、整理、使用、维

护这些信息成为了业界关注的重点,为此各大企业的工作

职能划分将更加详细,任务分工将更加具体。本科翻译专

业学生可从两个方面考虑就业方向——信息的“主人”和

信息的“工人”。前者侧重于实践,如译后编辑,外语技术

写作等；而后者则侧重于服务,如语料加工与处理、语料

库建设与维护等。 

如何让本科翻译专业学生更从容地迎接 AI 浪潮所带来

的挑战？如何使学生更好地满足职业市场的新要求？回归本

科翻译教学,提高翻译教学质量,是“人才培养-人才市场”链

条中的关键一环,对学生素质和行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下文就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进

行阐述。 

2 本科阶段翻译教学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 

AI 开拓了全新的翻译模式,提高了译者的工作效率,但

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先进技术与市场变化也对本科教

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指出:“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

培养翻译专业或英语专业(翻译方向）人才的目标定位主要

是培养高校教师、文学翻译和口译人员,其培养模式基本上

是沿袭传统的文学和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方法,尽管当

今的社会和市场对技术翻译人才的需求量相当大,国内的高

校对技术翻译人才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这种现状无

疑不利于我国的翻译人才尤其是技术翻译人才的培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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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在翻译市场的实际情况是,国内外的大型翻译公司在招

聘职业译员时,要求译员除了拥有基本的翻译专业技能,需

要经过专门的翻译培训以外,还重点要求必须具备使用相关

翻译软件以及运用其他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辅助纯人力翻译

的能力,实际市场与本科教学存在“断层”问题。各大高校

也针对如何填满“断层”进行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但本

科教学仍然面临多重问题。 

2.1 教学条件限制。目前开展 CAT 教学的高校寥寥无几,

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教学条件的限制。在进行 CAT 教学前,

相关设备、资金和环境是需要最先考虑的三个方面。设备是

进行教学的物质基础,没有良好的设备,教学就只能停留在

纯理论阶段,而这样“纸上谈兵”的教学效果十分有限,不利

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CAT 教学需要充足的资金用于购买

设备和定期维护,然而许多翻译软件价格不菲,建设 CAT 实

验室也动辄数十万,许多高校由于经费紧张,尚未拥有充足

的 CAT 办学条件。 

2.2 译教学要求老师熟悉使用计算机和科技翻译工具,

掌握翻译技术工作原理与操作过程,了解技术翻译行业要求

以及最新成果。然而,大多翻译教师平日工作繁忙,再加上不

少是科班出身,对翻译技术领域了解不足。 

2.3 学生实践不足。翻译教学必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但目前本科阶段学生几乎无法接触到市场上的翻译项目,缺

乏实际操作中的时间意识、团队意识、成本意识等重要思想

观念,与实际社会处于“脱节状态”。缺少必要的实践平台是

阻碍教学开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上三个问题使本科翻译教学与时代脱节,为解决这些

问题,高校翻译教学需积极采取相应的行动。高校应组织教

师进行技术培训,并外聘在职译员进行辅导教学；寻找并使

用市面上免费的 CAT 资源,例如雪人 CAT、Wordfast、Across、

谷歌译者工具包、Memsource 等。同时,企业与高校之间应

积极开展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引入 AI 翻译教学产品如试

译宝来作为辅导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智能工具。 

3 展望 

AI 时代下,进行翻译时应用 MT 技术已是大势所趋,人

机结合更是新常态。本科阶段翻译教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

不畏变革,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指导其学习相关知识与技

术,以自信积极的态度应对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引领

工作,介绍行业最新发展动向,帮助学生提高专业素质,掌

握相关技术本领,为将来进入翻译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笔

者相信,做出相应调整后的本科翻译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

地进入翻译行业,实现自身价值,同时能够更好地满足翻

译市场需要,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为国际信息交流与传

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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