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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服务翻译存在疑问。

（四）校企合作共建缺乏合理模式

不少翻译本科专业办学点都有校外合作企业，但在

人才培养上并没有贯彻执行校企合作的方针。一方面，

企业容纳不了大规模学生实习，也很难承担大规模学生

学习的成本。另一方面，校企合作还缺乏合理的共建模

式，企业追求利润，高校则希望企业为其承担部分人才

培养责任，二者难以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哪怕学生进

入企业实习，校企双方在学生管理和实习监督上都存在

矛盾。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常常是两个不相交的圆，即

使部分院校开展了校企合作，最终也存在企业传授的知

识过深或者过浅，学生认可度差的问题。企业教学人员

和教学时间难以固定，不利于学校统一化管理。另外，

校企合作形式单一，缺乏校企互动，校企合作常常限于

校企参观互访，缺乏合理的共建模式。从以上四个方面

来看，翻译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存在课程内外融合不够、

实践性课程缺失和技术赋能不足的问题，与“新文科”

建设的主张背道而驰。

专业课程“新文科”建设模型

吴岩[4]、胡开宝[5]、刘宏[6]等结合希拉姆学院新文科

建设的经验，总结出新文科的建设有三个抓手：一是打

破专业的壁垒，实现专业之间互联互通；二是将技术融

入文科专业；三是确保教学内容的实践性。本课题以外

语学界所主张的“新文科”建设三个抓手为基础，结合

调研走访，并参照“新文科”建设的先行者——美国希

拉姆学院语言类专业“新文科”建设情况，构建了翻译

本科专业课程建设模型（见下图）。

部融合方面，通过企业需求分析、企业调研和校友反馈

等，收集企业翻译资料需求，建立教学案例库，以丰富

教学内容，让课程内容突出实践性，提升专业课程内容

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

（一）内部协同

翻译本科专业与其他专业实现课程融合守正创新是

第一步。翻译专业的课程内部要能够互相协同、互为补

充、形成联结，只有构成翻译专业的课程牢固，专业才

能够与外部融合，否则所谓的“翻译+”、跨学科融合也

只是淡化翻译本科专业的核心地位。

1、课程关系分析

在 该 模 型 中 ， 内 部 协 同 的 基 础 是 翻 译 本 科 专 业 所

有课程的关系分析，理清哪些课程可以直接互补，比如

文学翻译与英美文学，语言学和英汉对比与基础英语，

这些课程之间本身就具有直接联系。针对较难互补的课

程如何进行互补，如基础英语与翻译专业课，高级英语

与文学类课程，虽然语言基础课程确为专业课程打下学

科基础，但同样作为英语翻译和师范专业的语言基础课

应各有特点，避免学科的同质性发展，因为培养目标不

同。针对培养目标的差异，翻译专业的基础英语类课程

适当使用翻译专业的案例，通过翻译教学法来进行教学，

打下翻译专业的基础，通过翻译专业课程的案例以及与翻

译相关的教学法，达到基础课与专业课互补和融通的目

的，实现翻译本科专业课程间互联互通、共同发展。

2、课程协同发展

各 类 课 程 通 过 教 学 资 源 共 享 实 现 协 同 发 展 。 要 实

现 课 程 协 同 发 展 ， 需 通 过 技 术 对 翻 译 本 科 专 业 进 行 赋

能。将语料库技术、在线资源的利用、因特网双语资源

提取、译前、后编辑等技术面向教师推广，通过师资培

训，让专业教师掌握并应用这些技术于教学中，保证育

人者先受教育。此举使翻译专业所有课程都经技术手段

实现联结，再通过语料库技术手段开发和建设双语语料

库 ， 对 教 学 资 源 进 行 整 合 。 例 如 ， 在 基 础 英 语 类 课 程

中，可以使用部分翻译专业课的教学案例，有意识地引

导学生了解和学习翻译专业，同时翻译类课程也可以采

用其他课程的案例有效地反哺，实现精读类课程、文化

类课程、文学类课程、语言学类课程与翻译系列课程间

的联动和共建。这种互联互通的课程协同发展模式，让

知识在不同课程间不断重复，被循环复习而得以巩固，

可有效提升知识的系统性。同时，通过技术赋能翻译课

程 ， 让 翻 译 课 程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对 接 社 会 发 展 ， 与 时 俱

进，同时从更深层次引导学生对技术的追求和接受。

在课程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打破专业

翻译本科专业课程建设模型

该模型的突出特点是翻译本科专业“内部协同+外部

融合”。内部协同方面，将技术融入翻译课程设置中，

让 技 术 将 翻 译 本 科 专 业 的 课 程 进 行 联 结 ， 实 现 技 术 与

课程互联互通、教师协同发展，将科研运用于教学。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