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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翻译硕士专业学位"?YO$的设置#无疑是近

年来我国翻译学科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为我国

翻译学的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我国培养高层

次%应用型的专业化翻译人才提供了重要途

径*!+

& 自 $%%2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在 !#所高等

院校试点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YO$以来#?YO

教育已走过 !" 年历程& 短短的 !" 年间#翻译教

育的发展势头迅猛#开设 ?YO的院校已从 !# 所

扩大到 $3&所"截至 $%!&年 2月$

"

& 伴随着?YO

在我国的诞生及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此&

在 $%!&年 3月召开的?YO年会上#?YO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友义提出 ?YO教育在新时代

具有新使命#面临新挑战& 因此#有必要对国内

?YO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从宏观上把握国内

?YO研究的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以便从理论上

对?YO教育的新发展做出相应的指导&

!5研究方法

!*!5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搜索主题关键词的方式获得数

据& 截至 $%!& 年 2 月 "! 日#在中国知网上以

(?YO)或(翻译硕士)为主题关键词#发表时间不

限#共搜索到期刊论文 $$3 篇#剔除书评%会议信

息等无效文献#加上 $篇相关博士论文#最终获得

有效文献 $!%篇&

!*$5研究工具及过程

本研究运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科学知识图谱

可视化软件 T)CU8DS.Ug#*" e+ 对文献进行数据

处理和知识图谱绘制& 首先#将 $!% 篇 eURF(W0E

格式的论文导入T)CU8DS.U进行格式转换#术语来

源分别为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及扩展关键词#

节点类型为关键词及作者和机构#其余为默认值#

对关键词共现及作者和科研单位等变量进行解释

+$!

"

5收稿日期!$%$%

4

!$

4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69%%+$'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1]:X3$$'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湘教通*$%!++3"1号#序号 $%!+$!3$'长沙理工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96$%$%=<%"$

作者简介!龙晓翔"!&+%

4

$#女#湖南长沙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研究&

根据翻译教指委官方网站数据#截至 $%!&年 2月#前五批培养单位共 $3&所高校& $%$%年 3月更新数据后达到 $#&所& 参见 BCd

CDE!,,./C)*G'VRE*U'V*./,-I'F*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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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同时辅以中国知网的可视化分析功能#以

总结该领域期刊发文量等信息&

$5研究统计与分析

$*!5整体发展脉络

?YO在中国的设立#既是国家顶层设计的需

要#也离不开众多专家学者的呼吁和努力& 作为

主要发起人之一的仲伟合教授于 $%%1年在,中国

翻译-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 ?YO的文献,翻译专

业硕士"?OY$的设置///翻译学学科发展的新方

向-

"

#提出了设置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人才

的(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该文对?YO教育在中国的诞生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也成为该学术领域的纲领性文献& 随后#

?YO年度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式上升#于 $%!2 年达

到峰值 "1篇"如图 ! 所示$#足可见该领域已逐

渐为译学界所重视&

图 !5?YO年度发文量整体趋势

共现时区视图能够更直观地呈现出每年的热

点话题及相关研究历时发展状况& 若特定时区某

一主题的文献发表量大#表明这一时区该主题研

究较为活跃'反之#该主题研究则处于低迷时

期*"+

& ?YO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见

图 $&

图 $5?YO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共现时区概览

55结合图 ! 和图 $#从历时研究来看#国内 ?YO

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5起步阶段!$%%1'$%%&年"

除去 $%%1年的 !篇文章#$%%2年至 $%%&年#

?YO的年度发文量基本在 #篇上下& 该时期的文

献作者主要是 ?YO的推手仲伟合%黄友义%穆雷

等专家与学者& 其内容大多是从宏观上对翻译硕

士专业学位的设置%学位教育点的建设#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以及对与 ?YO相关的课程设置%教

材建设等方面提出设想和建议&

$*!*$5探索阶段!$%!%'$%!$年"

$%!%年至 $%!$年#发文量陡然上升"$%!% 年

&$!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最初叫 ?OY#即 ?SECUW(RO/CUWDWUC)/GS/' YWS/ELSC)(/*为了避免歧义#改为 ?YO"参见仲伟合*十年扬帆 蓄势远

航///全国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十周年*9+*东方翻译#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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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篇#$%!!年 $! 篇#$%!$ 年达到 $" 篇$#研究主

题也逐渐多样& 这首先得益于 $%!% 年全国首届

翻译硕士教育与翻译产业研讨会暨第二十一届韩

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颁奖典礼的召开& 其次是译

界的许多学者如许钧%柴明
!

%苗菊%马会娟等从

各个研究视域为 ?YO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了真知

灼见& 虽然这一阶段的论文仍然集中于翻译教

学%课程设置%翻译专业等主题#但翻译技术%计算

机辅助翻译%本地化及学位论文等关键词开始进

入研究者的视线&

$*!*"5平稳阶段!$%!"'$%!1年"

如图 ! 所示#$%!"/$%!1 年#?YO发文量有

所回落#均保持在年均 !2 篇左右#且未出现太多

新的研究热点和话题& 这说明 ?YO研究和众多

新兴研究一样#在经历了观望%追随和狂热阶段

后#又回归到冷静和理智&

见证了 $%!%/$%!$年蓬勃的发展期之后#研

究者开始反思?YO发展如此迅速是否带来弊端&

早在 $%!!年#孔令翠和王慧等就提出?YO热潮需

要冷静的思考以及 ?YO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建

议*3+

& 因此#到了 $%!" 年以后#反思%完善%思考

等词语频频出现在论文标题和关键词中&

这一时期的论文不乏一些新鲜的角度& 如蔡

辉和张成智提出了 ?YO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即校

企合作#从而解决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与翻

译行业实际情况以及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

&

$*!*35发展阶段!$%!2'$%!&年"

在经过 $%!$ 年至 $%!1 年平稳的发展后#

$%!2年?YO论文呈井喷式增长& 这一年正值全

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十周年#因而在学术

界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 在这一年里#许多学者

对?YO的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同时#针对口

译研究及各学校特色教学模式探索而进行的实证

研究增多& 另外#还出现了非通用语 ?YO培养模

式及教学问题的思考&

在这一阶段#发展现状%问题%对策等成为研

究热点#体现出学者通过前几年对 ?YO教育实践

的反思#认识到发展现状的不足#并开始思考存在

的问题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 这也进一步说明

?YO研究开始注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未再落入

理论驱动%为研究而研究的误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年上半年虽然发文

量仅有 1篇#但这 1篇中有 3 篇标题都与(质量)

相关& 由是观之#?YO教育已由规模扩张转向保

证质量%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这一点在学术研

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5作者和期刊分析

任何研究领域都有一些高产作者和研究机

构#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也成了该领域的

学术风向标#因此研究 ?YO论文的科学知识图谱

就一定要关注该领域的高产作者及其所在的研究

机构%研究团队& 根据 T)CU8DS.U及 T>̂ O的统

计#穆雷%仲伟合%平洪分别占据了 ?YO论文作者

发文量排行榜的前三名#王华树%黄友义等紧随其

后"如表 !所示$&

表 !5?YO论文高产作者"第一作者#排名

排名 作者 作者所在单位 发文数量

! 穆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澳门城市大学 &

" 平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3 王华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

# 黄友义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

# 陶友兰 复旦大学 "

# 许钧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 "

# 文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 崔启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 何刚强 复旦大学 $

!% 苗菊 南开大学 $

!% 王传英 南开大学 $

!% 康志锋 复旦大学 $

!% 高黎 西北大学 $

!% 淳柳 中国石油大学 $

!% 于艳玲 武汉理工大学 $

!% 孔令翠 四川师范大学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穆雷教授一直专注研究

翻译教学#因此她和她的团队 $%%1/$%!& 年间在

T88TO期刊上共发表 ?YO相关论文 !# 篇& 从最

早对于?YO专业体系建设模式的构想#到对具体

课程设置%学位论文评价等的探索#再到对于国外

口译教学及国际语言服务供应商等的调研分析以

及教学%管理%评价等各环节内容均有涉猎& 且研

究方法多样#既有思辨研究#也有实证研究#可以

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该领域的学术前沿& 黄

友义%仲伟合%许钧等作为 ?YO教指委的主任委

员及副主任委员#则更多是高屋建瓴地为 ?YO教

学实践与管理提供政策解读及理论指导& 而另 $

位高产作者#同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平洪及王

华树则分别从翻译硕士教育质量%翻译技术在

?YO教学的应用等方面撰写了一系列论文& 其他

%"!



第 #期 龙晓翔#等!国内?YO教育研究现状与趋势"$%%1/$%!&年$

上榜的作者包括陶友兰%文军%崔启亮等#他们均

在T88TO期刊上发表了相关论文 "篇左右& 除了

以上作者#国内也有一些学者以自己学校为例#从

?YO教学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及定性

定量的研究#但发文量均在 $篇以下& 可见#大部

分学者在 ?YO研究领域仅是偶尔涉猎#研究不

深#未形成一系列相关成果及较成熟的研究团队&

当然#也不排除部分研究成果未能发表在 T88TO

源刊上的原因&

?YO教育属于翻译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

因此发表的期刊既有语言类核心期刊#也有一部

分教育类核心期刊& 从表 $ 可知#,中国翻译-以

2+篇的总发文量独占鳌头& 作为国内翻译学最

早及最权威的旗舰期刊#,中国翻译-成为反映国

内?YO发展动态及 ?YO研究者发表学术成果的

重要窗口#从中可一窥该领域的前沿发展水平与

走向& 其次#几本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海翻译-

,外语界-等发文量也在 !%篇以上#足见其对?YO

领域的重视'而,中国俄语教学- ,日语学习与研

究-出现在排行榜上则反映了非通用语 ?YO的研

究开始兴起&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类核心期

刊仅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表了 2 篇 ?YO论

文#而如,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

电化教育-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还未成为 ?YO研究

者发文的主阵地&

表 $5?YO论文期刊发文量排名

排名 期刊 发文量

! 中国翻译 2+

$ 上海翻译 "2

" 外语界 !#

3 外语电化教学 !!

# 外语教学 !%

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

2 外国语 1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 中国俄语教学 3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3

!! 外语教学与理论与实践 "

!! 日语学习与研究 "

!! 黑龙江高教研究 "

$*"5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往往反映和代表文献的核心内容& 如

果某关键词在众多文献中反复出现#我们可认为

该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课题能反映出学科的热

点*1+

& 借助T)CU8DS.U# 我们统计了论文关键词的

出现频次#并绘制了年轮图"如图 " 所示$& 各关

键词对应节点由不同灰度的年轮组成#年轮越大

表示出现频次越高& 年轮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

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共现关系越强&

图 "5?YO论文高频关键词年轮分析

中心性度量提供了一种计算方法#用于在一

个演进的网络中找到不同特性之间的关键点或引

爆点*2+

& 因此#除高频关键词外#高中心度的关

键词也可以体现其在共现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表 "为 T)CU8DS.U根据频次和中心度统计出来的

?YO研究热点关键词&

表 "5?YO研究热点关键词

排名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名称 频次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名称 中心度

! NC) #! 翻译硕士 %*13

$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1 NC) %*#&

" 翻译硕士 "1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

3 翻译教学 !1 翻译教学 %*"1

# 翻译专业 !3 课程设置 %*$2

1 翻译 !" 培养模式 %*!#

2 课程设置 !$ 职业翻译能力 %*!"

+ 翻译人才 2 计算机辅助翻译 %*%&

& 培养模式 1 学位论文 %*%&

!% 翻译能力 # 法律翻译 %*%&

从高频关键词及高中心度关键词可以看出#

?YO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翻译教学本体研究上#

在?YO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学位论文评价及管

理等方面成果颇丰#但较少涉及跨学科的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职业翻译能力%计算机辅助翻译%

法律翻译成为较高中心度的关键词#说明 ?YO的

办学方向及教学理念越来越清晰和明确#即区别

于学术硕士学位#为中国培养真正的高层次%应用

型%职业化的翻译专业人才& 因此#?YO学生的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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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不是只局限于传统的语言转换和跨文化交

流的能力#而是以市场为导向#逐步扩大到学生职

业翻译能力#如翻译本地化%语言技术工具的开发

与应用%语言人才的培养与教学%多元会议的组织

与管理等*!+

&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计算机辅助翻译在翻译实践和翻译教

学中无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未来将进

入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可能代替人类成为翻译的

主体#承担大部分的翻译任务*!+

& 因此#翻译专

业人才应该学习和掌握最新的翻译技术及学会如

何操控机器& ?YO主要培养高层次职业翻译者#

即进行应用翻译的专业人才& 根据应用翻译的文

本内容#可以分为商务翻译%法律翻译%医学翻译%

外宣翻译等多个研究领域& 目前#法律翻译%商务

翻译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外宣翻译及医学翻译

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所在& 而工程翻译

"如电力翻译%交通翻译%水利翻译等$对大多文

科出身的?YO教师和学生来说#要掌握学科知识

需要跨越较大的障碍#因此相关研究尚不多见&

但已有许多工科院校利用自己学校的特色#采取

与优势学科合作等方式#尝试在工程翻译研究方

面有所突破&

$*35关键词聚类分析

T)CU8DS.U依据谱聚类算法提供了自动聚类

的功能#并提供了从聚类施引文献中提取聚类主

题词的三种算法*++

#我们选取最常用的 ::e算

法#得出四个聚类"如表 3所示$&

表 35关键词聚类及核心关键词

聚类号 大小 标签"::e$ 核心关键词

% !$ 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学位论文%翻译能力%评价%翻译技术%问题%就业能力等

! !! 翻译人才
翻译人才%设置方案%翻译产业%学术型研究生%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翻译项目管理%本地化%师资

队伍等

$ !% ?YO ?YO%教指委%学位点%学科建设%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等

" 1 ?YO教育 ?YO教育%发展现状%问题%对策%翻转课堂%问卷调查%职业翻译能力%测评%教学模式%项目式学习等

55通过聚类#可将 ?YO论文分为若干研究领

域#每一研究领域又有其核心的关键词& 借助聚

类分析#我们能管窥 ?YO的研究核心和前沿领

域& ?YO研究的核心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聚类&

$*3*!5?YO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实现国家意志和落实教育方针政

策的重要举措#也是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教育教学

活动的重中之重*"+

& 因此#课程设置一直是教学

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YO概莫能外& 在国内

?YO成立之初#一些学者如文军和穆雷等通过介

绍国外翻译教学体系%?YO课程设置或某门课程

的教学模式#为 ?YO课堂教学提供借鉴及建

议*&+

& 王晨爽和文军及苗亚男等基于现代语言

服务行业市场调研的数据#分别分析我国 ?YO课

程设置的现状及问题%翻译技术相关课程的构建

以及理工类院校 ?YO课程设置的原则*!%#!!+

& 祝

朝伟%贾一诚等则从翻译能力培养的视角对 ?YO

课程设置提出改进建议*!$#!"+

&

$*3*$5翻译人才与?YO

自诞生时起#?YO教育就肩负着重要的时代

使命///培养高层次%应用型%职业化语言服务

"翻译$人才*!3+

& 围绕这一目的#众多 ?YO院校

从设置方案修订%师资队伍建设%职业能力培养等

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 黄友义提出要实现 ?YO

教育与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及翻译行业管

理三者的有效衔接和有机结合*!#+

& 苗菊和王少

爽针对当时翻译行业的需求状况和职业趋向进行

调查分析#审视职业译者应具备的翻译能力#进而

完善?YO教育培养方案#建立相关课程体系与教

学原则*!1+

& 田艳则从师资队伍建设的层面对

?YO教师提出新的要求///提高信息技术素

养*!2+

& 王传英和王丹%李双燕和崔启亮等探讨了

在本地化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将技术写作训练纳

入我国职业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的必要性*!+#!&+

&

莫爱屏%周恩%许多等分别从市场对商务翻译人

才%医学翻译人才%法律翻译人才的要求着手#对

?YO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及培养方案的完善等方

面提出了具体而中肯的建议*$%

4

$$+

&

$*3*"5?YO与教指委

最后两类聚类名称相似#但研究的侧重点有

所不同& 第三个聚类"标签为 ?YO$的论文主要

与教指委相关& 全国翻译硕士"?YO$专业学位教

育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是国务院学位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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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教育部指导下的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的专业性组织& 第一届 ?YO教指委成立于

$%%2年 & 月#成立宗旨就是指导%协调全国翻译

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十三年来#?YO

教指委成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 ?YO学位点设

置%学科建设%教学体系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等方

面进行了连续的理论思辨和探索& 如仲伟合首先

证明了设置(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接着指出翻译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七大问题

和相应的五条对策#并从学科发展角度提出对翻

译的重新定位和定义*!#$"+

& 穆雷则从职业化教育

的角度对 ?YO教学体系的建设%教材的编写%课

程的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学位论文的撰写

及评价等方面分别撰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成

果*$3

4

$1+

& 黄友义作为 ?YO教指委的总掌舵人则

从国家发展需要和翻译行业现状出发#对 ?YO教

育的发展方向指点迷津*!##$2#$++

& 许钧强调了?YO

学生理论素养的培养和加强学术研究对 ?YO教

育实践的重要性*$&#"%+

& 平洪则通过对 ?YO授权

点的评估结果进行反思#为推进翻译硕士教育内

涵式发展提供了若干建议*"!#"$+

&

$*3*35?YO教育

从翻译学建立伊始#该学科就明确地提出自

己受到来自其他领域的各种影响#无论从方法论

还是内容上*""+

& 近年来#翻译学的跨学科性质愈

加明显& 部分 ?YO研究自然也吸收了教育学等

学科的养分#研究主题既有传统的教学模式%测评

方法#也有近年来较新的项目式学习和翻转课堂

等& 研究方法也多采用教育学常用的统计学方

法& 如邓媛%尤泽顺等分别从生态翻译学%跨文化

交际的角度实证研究 ?YO口译及跨文化课程的

教学模式*"3#"#+

& 董洪学等%姜倩等则分别将项目

式学习和翻转课堂运用于 ?YO教学#并通过教学

实验及分析#论证了该教学模式能够增强教学效

果%提高?YO学生的职业翻译能力*"1#"2+

&

"5结语

"*!5?YO研究综述及启示

本文通过绘制十四年来国内 ?YO研究的科

学知识图谱#对该领域研究的整体脉络%研究机构

与作者%发文期刊以及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等进

行了多维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国内 ?YO研究经

历了起步和探索#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取得了一定

的学术成果& 随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

研究主题开始以(问题)为导向#以(质量)为核

心& 但研究力量多集中在翻译实力较强的高等院

校#其他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大多是单打独斗#

且只是偶尔涉猎此领域#尚未形成规模及团队&

另外#研究内容同质化及倾向性现象比较明显#多

集中于?YO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本身

的理论探讨#笔译教学研究远多于口译教学研究#

教学方面的研究权重也大于学习及评价研究"

&

研究方法也以理论思辨法和经验总结法为主#有

少量研究运用了问卷调查等定量方法#教育研究

中常见的行动研究%实验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运

用较少&

该统计分析结果对于国内 ?YO研究的启示#

首先是研究内容及方法可更多元化& 尤其要注重

翻译教学的跨学科性质& 可借鉴教育学%语言学%

心理学%传播学及社会学等的前沿理论及研究方

法#并结合新时代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方法"如

语料库%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助力?YO

研究乃至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 其次#研究机构

范围应更扩大化& 目前 ?YO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少数

高校#这与我国设置 ?YO学位点的院校规模不

符& 因此#众多 ?YO院校在注重办学质量#输送

优秀翻译人才的同时#也要增强科研力量#为?YO

教育贡献学术上的成果& 最后#发文阵地应更多

样化& 随着翻译在国家发展和教学实践中的重新

定位#翻译学得到了更多学科的关注#许多翻译学

者在文学%传播学%国际问题研究等领域也十分活

跃#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作为交叉学科的

?YO研究#也不应只局限于在翻译学领域内的自

娱自乐#而应放眼于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

等相关学科的学术园地#在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

时#也汲取对方的精华#推动双方学科共同发展&

"*$5?YO教育现状%问题及发展方向

学术研究应以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

问题为导向#对?YO相关文献的梳理也是为了更

好地了解国内?YO教育现状及改革方向#及时发

""!

"香港城市大学鄢秀等通过主题分析将翻译教学及培训研究分为三大类别!教学"CUS.B)/G$%学习"LUSW/)/G$及评价"SEEUEENU/C$&

此分类也适用于?YO研究"参见9S.0)U;)V =S/# 9V/ _S/ iX(/GBVS]S/G*eUEUSW.B (/ YWS/ELSC(WS/' O/CUWDWUCUWYWS/)/G/7T(LLU.C)HUg(Ld

VNU(R<)ZL)(NUCW).eUH)UFES/' @ND)W).SL8CV')UE(/ :USW/UWE*?+*8)/GSD(WU! 8DW)/GUW>SCVWU8)/GSD(WU_CU: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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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YO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解决的方

案及建议&

"*$*!5?YO教育现状及问题

根据翻译教指委的数据显示#我国 ?YO培养

单位数量从 $%%&年至 $%!3年经历了大幅的增长

后#现在基本趋于稳定& 当前的 ?YO教育已由规

模扩张转向保证质量%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

展*!3+

& 从上述文献梳理中可看出#在课程设置%

师资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翻译技术类

课程开设较少#学生毕业后无法直接与语言服务

工作对接& 这也相应反映出能熟练掌握翻译技术

且熟悉翻译行业%具有翻译从业经验的师资匮乏&

另外#新时代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也要求

?YO教育加快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步伐&

从地域分布来看#?YO院校基本集中于中%

东%北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较少& 尤其是青海%

宁夏%新疆%西藏等省%自治区只有 $ 所以下院校

设立?YO专业& 这与 ?YO研究的区域不平衡现

象颇为一致'从语言种类来看#除了少数语言类院

校和师范院校#大部分院校的 ?YO只有英语一个

外语语种#使得小语种人才较少甚至匮乏#无法满

足(一带一路)及(文化外译)的需求'而从(专

业c

)的角度来说#法律英语和商务英语较受重

视#医药类%军事类%艺术类也有少数院校开设#但

从行业反馈%外译工程及这次疫情来看#这些领域

的翻译人才依旧极为短缺&

"*$*$5?YO发展方向及建议

在 $%$%年 2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生教育要适应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

次人才& 同时#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

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

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

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科技革命的飞速

推进以及(新文科建设)的全面铺开#?YO的改革

与发展出现了新的课题和方向& 一些学者汲取中

国传统文化及教育的菁华#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

合中国国情和(新文科建设)的新要求#在专业优

化%课程调整%教学提质%师资建设%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有效建议#为各 ?YO培养单位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

如课程设置可分为三大系列!第一类为通识类#兼

顾口译和笔译课程的平衡#同时要重视学生的思

政教育%思辨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第二类为实践

类#在保证学生翻译实践量的同时#还要着重培养

学生的职业能力和技术能力'第三类为相关领域

知识类课程#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凸显本

校办学特色或区域社会需求& 前两类课程培养通

用型翻译人才# 对接国家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二级

口译或笔译'第三类课程在培养通用型翻译人才

的基础上# 突出某一领域的翻译能力*"$+

& 再如#

可采用(多语种c专业领域特色c校内校外导师联

合指导c实践平台与社会服务c与 T7YYO考试和

职业认证挂钩的评价体系)的整合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的具有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语言服务人才*$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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