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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迫切需要能快速适应社会变革、具备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能力的口译人才。然而，传统口译教学缺乏真
实场景的训练，学生口译学习很少深入实践，无法适应和驾驭职场真实复杂的口译环境。针对这一问题，口译课堂教学

尝试实施模拟口译项目。以深度学习为理论支持，关联社会服务实际，创设口译职场情境，提出项目预设、译前准备、现

场口译、评估总结和拓展完善的５Ｐ模拟口译项目教学模式。通过分析学生的口译表现数据和教学反馈信息，此项目提
升了学生的口译实战能力，学生口译学习过程和结果均呈现出深度化的特征。５Ｐ模拟口译项目教学模式为口译领域的
深度学习提供实证研究和学术探索，为口译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相应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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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跨国交流和国际合
作日益频繁，对于高素质的口译人才的需求也显

著增长。然而，现有口译教育体系未能有效满足

这一需求。翻译专业历届毕业生普遍反映“实际

口译工作的挑战和变数要比想象的多”，“课堂学

的东西缺乏实战经验”。学校教育对学生实际工

作的预备远显不足。

当前的口译教育仍主要沿袭传统的教学方

式，如课堂上的知识传授和依赖磁带进行的练习

等。这些方法无法提供足够真实的训练环境，结

果是，学生很少深入实践内核，难以在真实场景下

进行实际口译训练，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和应变能力的培养。

口译深度学习要求紧密关联实际生活。实战

模拟口译最大限度创建仿真的口译职场场景，利

于学习者拥有对紧张焦虑等心理的体验与控制，

从而更好地把握和应用口译技能，促进他们口译

应变能力的培养，因而是翻译专业学生从课堂过

渡到实习，进而踏入口译行业的重要梯石。因此，

如何将口译深度学习与社会服务实际紧密相连，

如何通过实战模拟项目驱动口译深度学习，从而

纵深推进口译教育创新改革，这是当前口译教育

研究面临的迫切任务。

１　实战模拟口译研究与实践现状
实战模拟口译是一种情境化的口译学习过

程，通过情境化体验和角色扮演来开展体验式口

译自主训练和协作式训练，以培养与职场需求接

轨的实战型口译人才。在国内市场，很少有主办

方愿意让学生译员到现场做模拟口译，因而本文

中实战模拟主要为校园实战模拟。

口译深度学习要求创建口译职场情境。国内

外口译学者的有关著述，直接或间接地强调，通过

解决问题和参与实践，情境认知学习能有效促进

深度学习。Ｋｉｒａｌｙ［１］提倡以翻译项目为依托，实施
情境翻译教学，按照认知和学习过程规律设计高

度真实、自然的翻译工作情境。口译知识和技能

需要在口译的观察和实战中才能实现认知内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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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才能真正掌握口译知识和技能，因而多位

中外口译教育专家提出，要还原口译高度情景化

的职业特点［２－３］，要“把口译课堂设计得像口译现

场”［４］。

实战模拟口译，以往研究主要是从信息技术

角度阐释虚拟现实口译训练模式［５］，或将模拟口

译作为口译教学的一部分进行阐述，重点论述口

译人才培养［６］、口译课程设计［７］、口译教学体

系［８］、口译教学语料库建构［９］等主题研究，而且

大多聚焦中高阶“模拟会议”，鲜有对模拟口译的

专门研究，更没有基于深度学习理念指导的模拟

口译研究。

口译深度学习与实战模拟口译相辅相成。口

译深度学习为口译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为实战模拟口译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提供帮助。而

实战模拟口译项目则为口译深度学习提供了实际

数据和应用场景，推动口译深度学习的发展和

创新。

李松林团队［１０］提出“情境诱发—问题驱动、

切身体验—高阶思维、实践参与—问题解决和在

线学习—虚拟现实”深度学习的四个机制，本文

将以此理论为指导，实施５Ｐ实战模拟口译项目，
推动口译深度学习。

２　基于深度学习的５Ｐ模拟口译项目教学
模式建构

２．１　深度学习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口译教学的
意义

李松林团队［１０］在综合分析国外学者对深度

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深度学

习的内在机制归纳为四个方面：发生机制（情境

诱发—问题驱动），真实情境和针对性问题的提

出是启动深度学习的关键；维持机制（切身体

验—高阶思维），学生的个人体验和批判性思维

是维持深度学习的动力源泉；促进机制（实践参

与—问题解决），深度学习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学

生实际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支持机制

（在线学习—虚拟现实），创新的学习环境和技术

手段是深度学习实践的支柱。

深度学习的内在机制为口译教学提供了全

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实现学生的口译深度学习

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使学生通过在真

实或模拟的环境中深入学习，增强口译认知深

度，提高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保持口译学习

的持续性。

口译教学有着自身的学科特点。一般认为，

口译实践能力培养应包含三个基本环节：“Ｐ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即
“译前准备—译中实践—译后反思”。结合实际

口译工作ＰＰＲ的基本过程，本研究将李松林团队
的四个机制迁移应用到口译深度学习领域，初步

演绎出实战口译深度学习的四个机制。

（１）发生机制：情景诱发—项目预设
真实情境和问题驱动是触发深度学习的重

要条件。通过实战口译项目预设，学生被置于

真实的商务案例和场景之中，与此同时，师生共

同预设口译学习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问题。这

样能够帮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更好地理解深度

学习机制。

（２）维持机制：切身体验—译前准备
切身体验和高阶思维是深度学习的持续动

力。在实战口译项目中，学生需要通过译前准

备这个环节，深入查找资料和准备双语稿件。

这不仅加强了学生对情境的理解，还培养了他

们对问题的深入思考能力，从而更好地准备口

译任务。

（３）促进机制：实践参与—现场口译
深度学习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实践中。学生通

过现场口译来体验真实的翻译过程，他们必须进

行快速决策和问题解决，这种实践让他们能够更

好地体验和理解口译深度学习的核心价值。

（４）支持机制：技术辅助—评估拓展
在线平台和技术工具是深度学习的重要支

撑。学生可以利用在线平台进行资料查找、译

前准备和模拟训练。教师则可以通过这些平台

进行及时的评价、反馈和指导。这样可以确保

学生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始终得到有效的支持

和指引。

２．２　基于深度学习的５Ｐ模拟口译项目教学模式
基于上述实战口译深度学习的四个机制，团

队在持续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验证重建，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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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５Ｐ模拟口译项目实训模式：“项目预设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译前准备（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现场口
译（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评估总结（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拓展完

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如图１所示）。这些阶段分别对
应口译实训的不同环节和过程。

图１　５Ｐ实战模拟口译项目教学模式

　　项目预设阶段，需要设置情境、分配角色，并
确定任务要求。教师根据新学知识和技能，设计

模拟任务，创建模拟情境，并发布任务给学生，学

生接到任务后，小组分配任务，并自主合作准备。

译前准备阶段，讲话小组查阅相关专题背景

知识，并撰写、修改双语讲话稿，制作ＰＰＴ，双语描
述模拟场景，列出关键双语术语表和讲话提纲。

其他小组准备口译，基于讲话小组 ＰＰＴ做译前准
备，并选用教师传至超星平台的真实口译材料和

口译真题做译前热身。

现场口译阶段主要在课堂，学生创新地呈现

译前准备成果。主持人将主持活动，讲者进行演

讲，译员进行口译，台下学生默译，并待讲话人讲

话结束后充当观众现场提问。这一阶段的目的是

让口译员能够在现实情境下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进行实践。

评估总结阶段，可以在课上也可以在课下，学

生需要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估，同时专家反馈，教

师总结，提出建议。让学生能够了解自己的优劣

势，以便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口译技能。

拓展完善阶段，在课上余下的时间里，老师带

学生继续做同一主题口译拓展训练。另外，译员

课下填写口译复盘表格，并分享至超星学习通。

全体同学不断总结口译的技巧策略，并针对主题

做口译自主拓展训练。要求学生课余自主参与社

会翻译服务活动，积累口译实践经验。

３　５Ｐ实战模拟口译项目课堂案例与实施
相比于传统学习模式，５Ｐ实践模拟口译项目

以深度学习理念为指导，在学习目标、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学习环境、作业布置和成绩考核方面，

更加强调学习者主观能动性，通过学习共同体和

各种学习资源，自主建构知识，充分关联现实口译

职场，创建机会让学生在真实口译环境中运用已

掌握知识、创建新知识。以翻译专业本科生“专

题口译”课程中“商务谈判专题”口译实战模拟项

目为案例，阐释如何基于教学目标和教学问题创

设商务口译情境，如何实施项目预设、译前准备、

现场口译、评估总结和拓展完善的 ５Ｐ实战模拟

口译教学模式（如表１所示）。

５Ｐ实战模拟口译项目改变了集体磁带训练

的传统口译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更真实的口译

体验，让学生参与整个实战模拟过程，培养其专业

知识、双语术语和口译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学习

兴趣、学习能力、职业素养和思政素养的培养。采

用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师师交互、中外双师交互、

课堂与职场交互的学习方式，结合线上线下混合

学习环境。作业布置包括指导学生自主制定训练

计划并提交音视频作业和反思月志。成绩考核除

常规考核外，还包括自主训练作业、模拟任务、考

证、比赛等。评价综合考量双语转换能力、职业道

德、沟通技能、思政品质和持续学习能力。

当然，这种实战模拟耗时费力，对于教师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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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说会增加许多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可以灵活运用５Ｐ实战环节，根据课堂
教学需要设计模拟规模、时间和形式。可以选用

５Ｐ组织较大规模的班级模拟，也可以选择中间
２Ｐ或３Ｐ进行２人结对模拟或 ３—４人小组常规
模拟。

表１　“商务谈判专题”口译实战模拟项目案例

５Ｐ 项目内容 项目描述

项目

预设

项目目标
旨在加深学生对国际进出口贸易流程的了解，掌握商务谈判中常用双语专业词汇和双语句型，培养学生在

商务会谈口译中灵活运用商务谈判和口译知识与技能的能力

学情分析
翻译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已完成“基础口译”和“交替传译”课程的学习，掌握口译基础知识与技能，做过商

务谈判专题口译磁带训练；需要通过商务口译实战，发现不足，适应复杂环境，提高驾驭能力

场景描述

英国Ｏ２考虑购进华为通讯设备；电话询盘后实地考察，商讨价格、购买数量和支付方式；协商包装、商检、装

船、运输和保险等问题，签订购买合同；按要求开立信用证、备货、租船和发货；因疫情等原因导致交货延迟

（或货物破损等），中方提出索赔，经协商提出解决方案

任务分配

第一组：介绍公司及产品；第二组：电话询盘；第三组：参观工厂；第四组：价格谈判；第五组：支付方式谈判；

第六组：包装与商检；第七组：装船与运输；第八组：货运保险；第九组：签订合同；第十组：延迟交货索赔；第

十一组：货物损坏索赔

角色分配
每组３—４人，１人可兼数角

１人组织；１—２人讲话；２—３人口译；１人摄影；１人完成反思报告

效果评价

小组得分构成：

（１）讲稿撰写：内容专业，层次清晰，联系实际（２０％）

（２）讲话人：内容适中，礼仪规范，语言得体，脱稿／半脱稿（２０％）

（３）译员：理解准确，表达顺畅，反应迅速，音量适中，眼神交流（４０％）

（４）反思报告：有针对性，真实，具体（２０％）

译前

准备

小组合作

材料提交

（１）小组分析口译情境，查阅商务谈判背景知识，撰写讲稿并最终定稿

（２）小组定稿后，制作双语ＰＰＴ，描述模拟场景，列出关键双语术语表

（３）小组基于ＰＰＴ做译前准备，使用教师传至超星平台的全国商务翻译资格考试商务会谈口译真题进行

热身

（４）现场口译后在课程微信群分享译后反思报告

现场

口译

课堂布置 智慧教室，全程录像；课前布置好模拟场景，腾讯视频连线专家，备好话筒等工具，抽签确定口译服务对象

教师导入 说明模拟口译活动目的、内容和要求，并宣布模拟开始

口译实战 各组依次上台讲话和口译，台下同学观摩、听记、默译，并准备提问和点评；教师记录、发现问题、准备总结

评估

总结

学生互评 同学志愿提问、点评或分享反思

专家点评 专家线上点评

教师总结 总结口译中的优点，分析不足，并提出建议

拓展

完善

译员复盘 译员填写口译复盘表格，并分享至学习通

拓展训练 总结口译技巧和策略，探讨与客户的相处之道，针对主题深入做口译自主训练，积极参与口译社会实践

４　５Ｐ实战模拟口译项目教学反馈
经过多年实践，借助课堂观察、反思报告、问

卷调查、师生访谈等方式调查研究发现，通过模拟

口译项目，学生显著提升了口译学习问题解决能

力和口译职业实战能力，学习过程和结果逐渐呈

现出深度化的特征。

４．１　学生反馈

通过问卷星在线进行了模拟口译项目学习效

果的匿名调查。调查对象是团队授课班级翻译专

业７９位同学，回收了７９份有效问卷。问卷包括
２４项封闭式问题和２项开放式问题，其中封闭式
问题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评分（从很不符合

到非常符合）。经问卷星分析，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９５６，分析项对应的 ＣＩＴＣ值均高于 ０．５，说明问
卷数据信度质量比较高。总体如表２所示。

结果显示，９０％以上学生肯定了实战模拟口
译项目的效果，深入理解了口译基本概念和工作

过程，培养了口译技能综合运用的能力，增强了面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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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杂口译的现场应变能力，并提高了自主发现

和解决口译问题的能力。这些结论与 ＬｅｅＭ．［１１］

和ＬｉｎＪ．［１２］的研究观点相吻合。开放式问题和反
思月志中，学生高度评价了模拟项目，称其“有

趣”“新颖”“有效”。学生表示通过实战模拟，深

入体验了口译的难点，并积极探索了有效的应对

措施，加深了对自身不足之处的认识，并针对性地

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表２　实战模拟口译项目学习效果问卷调查

项目 非常符合或比较符合／％ 一般符合以上／％

１．对比磁带式口译，更喜欢模拟实战演练 ７８．４８ ９８．７３

２．观摩职业译员现场表现很有帮助 ８１．０１ ９１．１４

３．复盘模拟口译表现很有帮助 ８３．５５ ９４．９４

４．模拟口译中译前准备很有帮助 ８８．６１ ９７．４７

５．模拟口译中现场体验很有帮助 ８１．０１ ９６．２０

６．模拟口译小组讨论与合作很有帮助 ６９．６２ ９６．２０

７．聆听其他同学模拟口译很有帮助 ７２．１６ ８９．８８

８．模拟口译中老师反馈很有帮助 ８９．８７ １００

９．模拟口译中同学评价很有帮助 ７０．８９ ９３．６７

１０．通过模拟口译，我理解了口译基本概念 ８４．８１ ９６．２０

１１．通过模拟口译，我熟悉了口译基本工作过程 ９１．１４ ９６．２０

１２．通过模拟口译，我学会了如何为现场口译做译前准备 ８１．０１ ９６．４６

１３．通过模拟口译，我学会了如何做口译表现评价 ８４．６９ ９４．９４

１４．通过模拟口译，我了解了口译能力主要由哪些要素构成 ８３．５５ ９４．９４

１５．通过模拟口译，我学会了如何通过自我训练提高口译能力 ８６．０７ ９４．９４

１６．通过模拟口译，我提高了演讲与沟通能力 ８０．８９ ９６．２０

１７．通过模拟口译，我积累了专题背景知识、双语词汇和句型 ７８．４８ ９４．９４

１８．通过模拟口译，我提升了口译技能综合运用的能力 ７３．４２ ９６．２０

１９．通过模拟口译，我提高了面对复杂口译的现场应变能力 ７７．２１ ９１．１４

２０．通过模拟口译，我锻炼了口译的现场抗压能力 ６９．６２ ９７．４７

２１．通过模拟口译，我增强了口译学习兴趣 ６３．２９ ９１．１４

２２．通过模拟口译，我对现场口译更加自信 ５４．４３ ９４．９４

２３．通过模拟口译，我提高了自主发现和解决口译问题的能力 ７７．２１ ９４．９４

２４．通过模拟口译，我养成了在生活中自觉口译的学习习惯 ５８．２３ ９２．４１

２５．对模拟口译项目教学的总体评价

２６．对模拟口译项目教学的改进建议

　　但也发现，问卷中“对现场口译更自信”和
“养成自觉口译习惯”这两项，一般符合以上的占

９４．９４％和 ９２．４１％，但比较符合以上的仅占
５４．４３％和５８．２３％，这充分展现了自信心的培养和
良好习惯的养成所面临的挑战性。另外，约１０％
的同学表示模拟项目学习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

是课后自我训练不足，说明部分同学的元认知策

略水平需提高，教师需加强督促指导。

同时，学生也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限定时

长”“丰富形式”“加强小组合作”“让台下同学有

更多参与感”“老师多些反馈”等。学生期待老师

“提供更多国外公司国际商贸交流真实案例”，

“更多督促学生完成课后拓展训练”等。

总体来说，模拟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

生求知的能力和持之以恒学习的能力，提升了学

生的学习动机和自信，并促进了学生口译高阶思

维能力和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初步实现口

译深度学习。

４．２　同行反馈
同行普遍认为：专题口译课程的模拟口译项

目深度学习实践具有较强的可迁移性和推广价

值，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可以为翻译院系同类课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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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甚至其他实践类课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

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实战模拟口译项目使学生与教师面临过大的

压力，增加了教师管理工作量；学生的个体化差异

导致教学效果出现两极分化；学生发音或表达不

到位，影响了译员模拟兴趣；台下学生的参与感需

进一步关注和增强。

加强个性化训练，不同学员的口译能力和需

求不同，应该针对性地设计个性化训练方案，包括

不同难度级别、主题领域、语言对等等，以帮助学

生有针对性地提高口译水平；设计完善的反馈机

制，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不足和进步，并针

对性地进行改进。

５　实战模拟口译项目改进建议
实战模拟口译项目，有机结合了整合性学习、

高阶性学习和反思性学习三部分，初步实现了高

阶思维、深度加工、深刻理解、主动建构和问题解

决等方面的深度学习的基本特征。然而，在实践

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

完善。

第一，建立任务导向的模拟口译实践机制。

鼓励学生在观看电视新闻、演讲和聆听报告时自

觉进行口译实践。同时建立常规化的以任务为导

向的口译实践活动机制。每个阶段都设定明确的

实践任务和阶段重点。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结合

阶段性任务，制定个人的模拟实训计划。另外，学

生还可以参与口译社团或团队活动，提升团队合

作和沟通能力。

第二，不断创新模拟口译实践形式。探索线

上线下混合实践或远程模拟，例如电话口译和视

频口译。尝试口译与商务、旅游、法律等不同学院

跨学科合作。同时，与其他学校翻译院系学生合

作进行实战模拟口译，促进校际合作。进一步将

模拟口译延伸至课外校园活动，如为学院辩论赛

提供同声传译服务等。通过融合现实生活与校园

活动，建立起“课上＋课下、线上＋线下、校内＋校
外”的模拟口译模式。同时，邀请校内外、国内外

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参与讨论，以提升模拟会议

的真实性和现场效果。

第三，打通校园与职场的衔接。根据《全球

语言服务市场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２０）》显示，产业已
成为翻译服务的主要领域，尤其在生命科学、医学

和ＩＴ服务等产业中［１３］。因此，模拟口译实训应

紧跟翻译市场需求，选取应用型产业领域的素材

和主题。鼓励学生学习一两门其他专业知识，如

商务、医学和法律，以满足未来工作需求。同时打

造更多线上线下口译教学资源协作平台，鼓励学

生走出校园进行口译实战模拟，同时邀请翻译实

习基地的老师做指导。推动模拟口译向纵深发

展，帮助学生顺利过渡到实习并踏入口译行业。

本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理念，以内容、过程、效

果为核心，将口译教学的社会功能与学生认知心

理路径和口译教学的交际效果相结合。模拟口译

项目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

的主体性，关联实际生活，创造积极互动的模拟口

译教学环境，让学生体验真实复杂的口译过程。

模拟口译项目５Ｐ实践模式，高效连通项目预设、
译前准备、现场口译、评估总结和拓展完善五个环

节，培养了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和灵活应变的高

阶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对未来复杂环境中的口译

任务的应对和驾驭能力，满足社会对“具有高阶

思维能力、能快速适应社会变革的人才”的迫切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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