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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Ｉ本地化翻译课程体系及其
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①

———烟台大学ＭＴＩ本地化教学探索

龚卫东，杨林伟
（烟台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烟台２６４００５）

摘　要：通过探讨本地化、翻译以及本地化翻译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综合国内外本地化教学实践，理清了本地化翻
译课程体系设置的基本方法，进而确定了适合烟台大学ＭＴＩ本地化教学的核心系列课程。针对核心课程的各自特点，探索
改进教学方法，提出了“补修”、“做中学”、“课堂＋实习”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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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地化、翻译与本地化翻译
本地化是语言研究的新兴领域。研究本地化翻译课

程体系，首先要明确何谓本地化，本地化过程与方法以及

本地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认为本地化是指“在全球信息流动中，多语活
动管理所需的服务与技术的供应”，Ｙｕｎｋｅｒ将其定义为
“针对特定地点进行的产品加工过程”。本地化工业标准协

会（ＬＩＳＡ）认为“本地化是将一个产品按特定国家／地区或
语言市场的需要进行加工，使之满足特定市场上的用户对

语言和文化的特殊要求的生产活动”。２００７年，该协会制
定的《全球化行业入门手册》中对本地化的表述更加简洁、

明确，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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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发展，本地化服务的

内涵和外延正在深化和扩展，与数字媒体、计算机产品密

切关联。本地化服务的对象涉及软件、网站、帮助文档、手

册、产品说明、市场材料、电子学习或培训材料等，其覆盖

行业包括信息技术、电子、航空机械、医疗卫生等。因此本

地化具有跨行业、跨学科、跨语言以及跨文化的特质，涉及

产品加工、语言翻译、文化适应等多个层面。

作为本地化服务对象之一的语言翻译，人们误以为本

地化翻译和传统翻译一样也只涉及多语转换，即把源语语

言转换为目标语语言的过程。这是对本地化翻译的误解。

其实，翻译是本地化至关重要的内容，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ＧＩＬＴ内部关系（引自Ｗａｔｋｉｎｓ，２００２）

本地化翻译是指在本地化语境下，专业翻译人才充分

运用信息技术的优势，结合项目管理技术进行的复杂的专

业性强的翻译活动。与传统翻译注重语言遣词造句、文本

内容转换能力和行业知识相比，本地化翻译更注重科学的

项目管理，质量控制、翻译技术以及语言等多要素的有机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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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外本地化翻译课程体系
本地化已成为某种产品能否成功走向国际市场的关

键因素，因此，出版商将其视为产品研发过程的内在组成

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项目管理，翻译与软件工程，在线

帮助以及网络内容的翻译、设计与测试，文档翻译及桌面

发布、多媒体以及计算机培训元件的翻译与组合，本地化

软件以及网络程序的功能测试等。本地化翻译是本地化

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既不等同于本地化，又与传统翻译有

显著区别。因此，本地化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的高级本

地化翻译人才。高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体，特别是

ＭＴＩ招生和培养单位，应该积极探索本地化人才培养的课
程体系建设，制定培养目标，研究教学方法，为社会培养高

素质翻译人才。本地化翻译训练应该成为有条件的办学

单位今后的努力方向。

在欧美发达国家中，本地化教学呈现多层次、多元化

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本地化研

究生培养，以及职业化、学术与职业混合、学术与职业并行

的多元教学。可见，欧美高等学校开设本地化翻译课程已

经比较普遍，而且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课程体系。其主要特

点是，课程设置围绕软件本地化与网站本地化展开，兼顾

翻译理论课程，以本地化项目管理、翻译质量控制等课程

作为保障，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见图２）。

图２　本地化翻译课程设置的基本方法

三　国内ＭＴＩ本地化翻译核心课程体系
国内已有少数高校在 ＭＴＩ培养方案中开设少数本地

化课程。构建本地化翻译课程体系，革新传统翻译课程设

置，将本地化行业培训的部分课程与传统翻译课程相融

合，是国内ＭＴＩ翻译教学改革的新趋势，是培养职业化、专
业化、复合型翻译人才的有利保障。本地化课程融入 ＭＴＩ
课程体系，瞄准本地化技术培训，是实现 ＭＴＩ职业化人才
培养目标的必然需求。

基于以上认识，作为第三批 ＭＴＩ招生单位，笔者所就
职的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为实现培养各类高层次职业翻

译人才的目标，对 ＭＴＩ翻译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创新，融入
本地化课程，引入本地化职业培训的教学理念与方法。作

为一所普通地方院校，我们的课程体系改革坚持两大基本

原则：（１）结合学院实际、服务地方行业发展。（２）设置以
实用性、职业化为特点的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强化技术基

础、软件操作、兼顾翻译理论，旨在实现学以致用的课程

目标。

本地化翻译核心课程包括先修课程、基础课程、技术

课程与本地化管理四类课程。先修课程和基础课程主要

在第一学年开设，涉及编程入门、计算机辅助翻译、本地化

翻译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以向学生传授本地化相关基础知

识为教学目标。技术类与本地化管理类课程主要在第二

学年开设，涉及网站本地化、软件本地化、翻译记忆、质量

控制等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项目管理能力

等职业化能力为教学目标。核心课程设置在时间与难度

梯度上，具有分阶段、分梯级、循序渐进等特点（图３）。

图３　本地化翻译核心课程体系

四　本地化教学模式创新
基于本地化课程体系及其核心课程的特点，探索本地

化课程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是保证 ＭＴＩ本地化高
级人才培养的关键。笔者所在学院的 ＭＴＩ研究生掌握的
技术基础知识非常薄弱，语言水平虽然相对较好，但是存

在参差不齐的现象。针对学生实际情况，提出“补修”、“做

中学”和“课堂＋实习”三种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措施，保证
本地化核心课程的教学实施效果。

“补修”教学。为了弥补学生的计算机基本技术知识，

保证“补修”教学的实施，笔者提供了三种并行“补修”方

式。第一，ＭＴＩ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要求其除完成培养

方案内的相关课程学习之外，“补修”英语专业本科“数字

媒体方向”的课程。课程包括“ＨＴＭＬ基础”，“ＰＨＰ编程基

础”，“图形图像软件应用”等。第二，鼓励其旁听或自学计

算机类本科生全校通选课程，如“ＶＢ编程基础”、“Ｄｅｌｐｈｉ

入门”等。第三，笔者利用网络资源与技术建立 ＭＴＩ教学

资源独立站点，鼓励学生进行网络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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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学”。“做中学”是指在实践中学习，其提倡的是

实践精神。其理论基础是学习者的亲手操作或实践对其

认知参与和理解有积极的作用。ＤｏｕｇｈｔｙａｎｄＬｏｎｇ指出“新
知识若能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和活动相关联，那么就能够

更好地进入学习者的长时记忆，更容易被掌握。”本地化课

堂教学基于本地化翻译项目或任务，践行“做中学”的教学

方法，坚持行动第一、反思教学、同伴评估，淡化教师的主

导作用，以学生为中心。比如，在 Ａｌｃｈｅｍｙ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ＤＬ
Ｐａｓｓｏｌｏ等软件本地化工具的教学过程中，以英文软件的界
面汉化为任务，教师侧重讲授操作流程和规范，具体的软

件使用及其操作细节由学生亲自实践、学习、反思，再至实

践，直至彻底掌握软件本地化工具。

“课堂＋实习”。对于技术课程和管理课程，采用课堂
教学为主、实习教学为辅的教学模式。以上两类课程中，

每门课程要求学生参加不少于２０学时的实习工作。由学
院联系实习单位，学生利用周末或者其他课余时间完成。

学生利用课堂所学知识，在实习单位进行与课程内容相关

的翻译实践，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最

后，有实习单位给出鉴定评价，计入课程最终成绩。课程

评估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实习成

绩。将实习引入课程教学与评估，是对 ＭＴＩ教学模式的创
新之举，是对“做中学”教学方法的强化、加深与拓展，将有

利于职业化、高层次本地化翻译人才的培养。

五　结　语
引入本地化翻译教学，是拓展、创新 ＭＴＩ教学体系，培

养职业化、实用性、高层次翻译人才的必然要求。界定本

地化翻译的基本概念、内容，理清本地化课程体系，结合实

际确立本地化核心课程，是本地化教学的基本保证。笔者

以烟台大学研究生本地化教学为例，提出了本地化教学核

心课程体系及其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就教于各位专家

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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