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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重点探讨大数据背景下口译教学翻转课堂模式构建问题。研究发现，翻转课堂、微课与慕课 3 者关系

密切，有共同的理论基础，此为口译翻转教学模式构建的前提。通过对比分析以往教学研究和大数据时代教学改革现

状，本文围绕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微课、慕课的不同关系从多个视角加以分析; 结合口译教学的特点，从个性化无缝口

译学习模式、动态整合式口译技能训练方式和口译翻转学习评价方式 3 个方面讨论口译翻转教学模式的构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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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Flipped Interpreting Teaching Model and Its Multi-perspec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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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flipped interpreting teaching model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t is found that flipped
class，micro-course and Moocs share the sam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which is the premise
of building flipped model in interpreting class．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the present edu-
cational reform，and b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reting teach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lipped and
traditional class，micro-course and Mooc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the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flipped interpreting
teaching model． It aims to conduct an individualized seamless interpreting learning model，a dynamic and comprehensive inter-
preting skill training model and a flipped learning 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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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对大学教育产生很

大影响，催生微课( micro-course) 、慕课( MOOCs)

和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 等教学改革创新事物。
大数据时代的课程学习在内容、时间以及学习方

式等方面呈现碎片化，翻转课堂、微课与慕课都体

现出这一特点。《翻转你的课堂: 时刻惠及课堂

上的每位学生》( Flip Your Classroom: Ｒeach Every
Student in Every Class Every Day) 对翻转课堂进行

理论 探 讨 和 实 证 分 析 ( Bergmann，Sams 2012:

13) ，强调教学的成功与否最主要取决于学生的

“学”，而非教师的“教”，随后出现翻转学习理念

( Sams，Bergmann 2013: 16) 。翻转学习较之翻转

课堂更强调变“教师为中心”为“学生为中心”，突

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本研究拟从多视角综合分

析和讨论口译翻转教学模式的构建问题。

2 口译翻转课堂、微课和慕课
翻转课堂不仅是一种新型教学方式，更是一

种新兴教学理念。在深层教育理念方面，翻转课

堂、微课、慕课有交叉和重叠之处。口译翻转课堂

是在翻转课堂基础上结合口译教学特点提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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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型口译教学方式与教学理念。
2． 1 微课与慕课

微课包括微课程( micro-course) 和微课件( mi-
cro-lecture) ，单独的“微课”即“微课件”，多个微课

件构成“微课程”( 赵国栋 2014: 17) 。作为新型教

学资源，微课有效补充和拓展传统学习资源。随着

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的出现，微课

程作为这些新型教学模式内容层面的重要载体，其

设计与开发也受到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的关注( 刘

爽等 2015: 51) 。微课是实施翻转课堂必不可少的

载体，它与翻转课堂的结合使教学更有效( Sams，
Bergmann 2013: 20; 王竹立 2015: 37) 。微课作为学

习载体和资源，不仅是 MOOCs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为翻转课堂提供教学素材。
慕课通常被认为是网络公开课程，也被称为

屏幕上的课程( 刘润清 2014: 2) 。当前流行的两

种慕课形式是以知识传授为目标的行为主义慕课

和以社交网络和连通建立为目标的关联主义慕课

( 王竹立 2015: 56) 。慕课与传统教学的区别主要

体现在学习主体、学习动机、授课人数、课程设计、
教学时空和评价手段等方面。慕课有助于学习者

接触到国际一流大学的优秀课程学习资源，增长

相关知识，提高独立思考能力，还有助于建立终身

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 范逸洲等 2014:

33) 。慕课与翻转课堂具有较高的同一性、互补

性和耦合性，有机结合慕课资源与翻转课堂，有助

于提升翻转教学质量( 曾明星等 2015: 104) 。
2． 2 翻转课堂

作为一种新兴教学理念，翻转课堂尽管与慕

课有交叉和重叠之处，但在很多情况下，慕课被看

成网络课程，主要发挥教学平台的作用。大体上，

慕课为翻转课堂的实施创设一种开放的和互动的

学习环境，为师生提供共享的学习资源与素材，其

搭建的网络学习平台有助于翻转课堂教学的实

施。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问题在于当讲授的进度

由教师控制时，一节课对于基础好的学生可能显

得进度太慢，而对于成绩差的学生又显得过快

( Goodwin，Miller 2013: 78 ) 。翻转课堂可以有效

避免这方面的不足，使学生自主调整学习进度，提

高学习效果。
我们认为: 翻转课堂是对传统教学的传承与

发展，有其优势，但效果取决于实施翻转课堂教学

的教师与学生。李允曾指出，翻转课堂教学的成

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教师的观念转变、能力提升以

及实践的力度( 李允 2014: 22) 。
2． 3 口译翻转课堂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置 BTI ( 翻译本

科) 和 MTI( 翻译硕士) ，英语专业开设翻译模块

或提供翻译类课程，还有不少高校在大学英语课

程中融入翻译或口译课程。可见，翻译教学包括

口译教学已受到足够重视。不过，迄今为止本科

阶段的口译人才培养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本

科阶段口译教学中普遍存在课堂时间严重不足、
班级学生人数过多的问题，导致很难培养合格译

员①。口译教学质量的提高受制于传统的授课模

式。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和

智能手机的普及，大部分高校学生已掌握信息技

术，通过互联网查找各类学习资源，具备信息处

理、应用等能力，已习惯“点击式、搜索式、碎片

化”的学习方式( 王洪林 2015: 59 ) 。所有这些为

摆脱传统教学的束缚、实现个性化的口译翻转学

习提供帮助。
无论科技如何发生变化，教育的核心都是学

生。数字化时代提高口译学习效果，学生的主体作

用和主观能动性依然至关重要。鉴于翻译能力提

高的阶段性特征，翻译教学的技能训练应分阶段进

行，由此提出“五式”教学法，即互动式、自省式、模
拟式、实战式和团队式教学法( 刘和平 2011: 41 －
44) 。口译教学应该“练中学，学中练”，大量口译

训练有助于实现口译技能的自动化，最终将口译知

识和技能变为口译能力。翻转课堂提倡“以学生为

中心”的理念，以实现有效学习为目标，这有助于学

生口译能力的培养。目前，已经有研究致力于探讨

提高英语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的方法( 邵华 喻惠

群 2015: 37) 。有研究探讨口译翻转课堂教学，对

口译技能训练模式、口译学习模式和口译评价机制

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提

高口译训练效果( 王洪林 2015: 62) 。
口译翻转课堂理念以翻转课堂一般理论为基

础，与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学习理念一脉相承，是

对它们在批判和吸收基础上的传承与丰富。行为

主义学习理念坚持教师是教学的中心，重视“刺

激—反应”效应，知识点的讲解受到较多关注。
建构主义则关注个体差异，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

和意义的建构是其关注的焦点。学生对自己的学

习负责，需要积极投入并主动构建知识而非被动

接受知识。口译翻转课堂也提倡学生课前学习，

课堂上互动、合作、研讨以完成知识构建，强调课

前、课堂和课后学习的互动循环。我们提出的口

译翻转课堂有效融合行为主义与建构主义学习理

念。具体而言，口译翻转课堂教学提倡在课前遵

循行为主义原则，完成口译技能理解与记忆; 课堂

08

2017 年 王洪林 钟守满 口译教学翻转课堂模式构建及其多维视角分析 第 4 期



教学中遵循建构主义原则，完成口译知识建构与

内化，加强师生互动，深化口译技能训练; 课后学

习则融合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通过自主与合作

学习拓展口译知识，借助口译模拟与实践深化口

译能力，建构口译知识体系，旨在将口译知识和技

能有效转化为口译能力。

3 口译翻转课堂的多视角分析

本研究尝试从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以及学

科跨界的视角对口译翻转课堂进行分析，探讨口

译翻转课堂与翻转课堂的异同，以发现口译翻转

课堂的特点所在。
3． 1 口译翻转课堂“教”与“学”的二元关系

从哲学视角看，口译翻转课堂强调打破传统

的“二元对立”观点。翻转课堂并非对传统课堂

的颠覆，而是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对传统课堂

的有效补充，可实现优势互补。
首先，突破“教”与“学”相隔离的瓶颈，发挥

两者互动与互促关系。原本教的目的是为了促进

学生的学，而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馈教师教的

效果，口译教学更是如此。学生口译能力的提高

主要依靠学生自身进行大量的口译训练，教师主

要起到引导、指导与辅助的作用，教师的技能讲解

永远无法替代学生的口译练习。
其次，拓展“教”与“学”的时空界限。结合线

上与线下教学，融合课堂、课前和课后学习，充分

发挥面对面交流和网络交流的优势，实现以翻转

学习为基础的混合式学习。口译教学的目标是帮

助学生掌握口译技能，借助大量技能训练实现口

译技能的自动化。
再次，打破“教师”和“学生”的对立关系。从

哲学视角看，教师与学生二元对立的关系须要重

新定位。口译能力的提高需要学生主动完成口译

知识、百科知识的建构，需要大量练习才能实现口

译技能自动化。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解构传统口

译教师的“圣人”地位，将其由“口译知识的传授

者”变为“口译学习的协助者”，增强师生互动，实

现师生间无障碍交流，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3． 2 口译翻转课堂的认知理论基础

英特尔全球教育总监曾经提出，在颠倒课堂

( 即翻转课堂) 理念下学生享有更多自由，通过在

课外进行知识的传授，课内增加师生的互动与交

流完成知识的内化( 何克抗 2014: 7) 。这种观点

恰恰是“从人类认知规律角度来探讨翻转课堂作

用和效果的一种代表性观点”( 同上) ，从认知发

展角度来看，翻转课堂更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

有学者已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探讨过如何提高慕课

学习效果，提出教师开展实证研究和行动研究可

以有效促进学生学习( Williams 2013) 。
布鲁姆从认知角度将学习者对知识的领悟程

度由低到高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

造 6 个阶段( 祝智庭等 2015: 67) 。传统上以教师

讲授和示范为主的口译课堂对处于初级阶段的理

解和记忆比较关注，而对口译知识应用和知识内

化关注不足。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在翻转课堂

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相对而言，理解和记忆属于

初级阶段的学习，更适合以授课视频的方式放在

课前供学生自学，而分析、评价乃至创造属于高级

阶段的学习，更适合课堂上在教师的协助下完成

( Sams，Bergmann 2013: 17) 。鉴于口译学习自有

的特点，口译教学的开展需要符合学生的认知发

展规律。课前完成对口译技能的理解和记忆，课

堂时间用于技能拓展训练和知识内化，课后再辅

以深度口译训练及实践等，有利于口译能力培养

目标的实现( 王洪林 2015: 60) 。
3． 3 口译翻转课堂的心理学原则

口译翻转课堂与一般翻转课堂一样，坚持

“教师主导”、“学生中心”的教学理念，符合大数

据时代学习者的心理特征、学习兴趣以及学习动

机。在建构主义视角下，教师不再是圣坛上的圣

人，而是学生的协调者，与学生是平等关系( King
1993: 30 － 31 ) 。翻转课堂翻转的不仅仅是课堂

( 教室) ，而主要翻转的是教学范式，将教师由传

统的知识传授者变为教练，教师可以近距离观察

并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从而帮助他们完成更高

层次的学习( Goodwin，Miller 2013: 78) 。
可见，在翻转课堂理念下，教师的地位不仅没

有削弱，反而得到增强。口译翻转课堂上的教师

不再是知识的提供者，更多的是辅导者的角色

( Bergmann，Sams 2012: 29) 。口译教师须要扮演

教练员、导演或协助者的角色，学生才是真正的

“运动员”或“演员”，而“功夫”大都在课外。因

此，可以说口译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口译知

识和技能的传授者或“搬运工”，而是口译知识和

技能的“建构者”或“协助者”。
根据目前国内、外开展的翻转课堂教改实验，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教学方式可以促进学生的

学习。当然，高效实施翻转课堂必须遵循教育学、
心理学原则和学习的基本规律，口译翻转课堂也

不例外。
3． 4 口译翻转课堂的学科跨界视角

跨学科研究强调团队或个体对两门及以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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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或专门知识体系中的概念和理论、信息和数

据、技术和工具等视角与方法进行整合，从而提高

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或者解决某具体学科或者

研究领域难以解决的问题。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

的，跨学科研究提倡跨界思维，通过“借智”从多

角度、多视野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跨学科视角对

语言教学的跨界研究不乏有整合与创新的例子。
跨界研究比较成功地通过跨学科移植与应用探讨

同义词和近义词的习得问题 ( Liu，Zhong 2016:

239) 。
口译翻转课堂的核心概念本身具有学科跨界

的特点，是广义上涵盖微课、慕课教学方式与内容

的多模态教学模式。多模态研究涉及话语、语言

习得、翻译以及手势语等方面的研究，指通过对言

语过程中的细节，如音调、语调以及手势等进行记

录，然后对音像资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研究结论。
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在演化过程中生命体可以

逐步获得 5 种感知通道，即视觉、听觉、触觉、嗅觉

和味觉，他们分别对应 5 种交际模态( 钟守满 吴

安萍 2015: 11 ) 。仅使用单一模态的话语称单模

态话语，而使用两种及以上话语模态交际时则称

多模态话语。话语意义的表现大部分受到如下非

语言因素的影响: ( 1 ) 声调、语调、语速等伴随着

语言出现的特征; ( 2) 面部表情、动作、手势、移动

等身体特征; ( 3) 实验室、网络、环境、设备等非身

体特征( 同上: 11 － 12) 。口译翻转课堂借助以网

络和移动设备为主的泛在学习环境，借助以微课、
慕课为主的多媒体、多模态学习素材，融合混合式

和翻转式学习，体现出口译学习的跨界视角和跨

界整合趋势。

4 口译翻转课堂模式构建
口译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型教学理念或者教

学模式，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学习，需要多方

面的研究。本研究将深入探讨口译学习模式构

建、口译技能训练以及翻转评价方式等。
4． 1 构建个性化无缝式口译学习模式

相关研究表明，借助移动慕课 ( MobiMooc) 、
微信、私播课( SPOC) 和 Moodle 等在线口译学习

新方式，开展自主性、开放性、交互性和个性化口

译学习有助于提高口译学习效果( 王洪林 2016:

104 － 106) 。本研究尝试打破传统口译学习的时

空界限，融合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网上与网

下、面对面交流与网络虚拟交流; 结合正式学习与

非正式学习，构建个性化无缝式口译学习新方式。
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开展课内、课外正式学

习。通过课前、课后的移动学习与网络平台学习

完成口译技能理解、记忆，通过课堂翻转学习实现

口译知识内化，通过课前、课堂与课后 3 者互动实

现口译能力培养; 其次，开展校内、校外非正式学

习。以学习小组、学习社团的形式，开展校内口译

模拟、口译实习与口译实践活动; 最后，实现正式

与非正式学习的衔接与融合，实现学习能力向实

践能力过渡，口译能力向实战能力的转化。
4． 2 构建动态整合式口译技能训练方式

众所周知，口译能力是口译教学的核心，而口

译技能训练是其提高的主要途径。我们须根据学

生的个体需求和认知发展水平，构建动态、整合式

的口译技能训练模式。本研究尝试借助微课、慕
课和翻转课堂开展口译技能学习，进行密集型口

译训练。
首先，我们主张学生应该学习国内外知名的

慕课课程以拓宽百科知识，并以此提高双语语言

知识、技能，增强跨文化感知和适应能力; 其次，可

以借助慕课学习训练口译技能。借助国内外知名

高校教师提供的微课、慕课，根据学生实际水平以

及区域市场需求，开发微课与慕课课程，有效整合

校内、校外慕课课程。再次，根据学生的个体需求

和认知发展水平，构建动态、整合式的口译技能训

练模式。比如，针对不同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

认知发展水平，动态使用融合讲授式、探究式、内
省式、案例式、任务式、模拟式和项目式的口译学

习方法。最后，借助移动慕课、Moodle 等移动和

泛在口译学习平台，创设真实或模拟口译情境，融

合面对面真实口译训练与网络虚拟口译训练，实

现口译技能由非自动化向自动化的转变。
4． 3 构建口译翻转学习评价方式

以口译翻转学习为基础，构建口译翻转评价

方式，融合课内与课外评价以及校内与校外评价。
首先，以提高学生口译能力为目标，构建“课前技

能学习———课堂知识内化与成果展示———课后口

译拓展、模拟训练与口译实践”的校内口译翻转

学习评价方式。通过阶段式翻转学习实现口译技

能理解、内化、应用的有效衔接; 其次，借助校内学

习实践与校外真实口译实战活动以及口译资格认

证，构建以社会认证和社会认可为目标的社会口

译评价方式，完成口译学习和口译实战的优势互

补，实现学校评价与社会评价的有效融合。
口译翻转学习评价方式融合以课前、课上、课

后为主的口译教学评价，以口译模拟与实践为主

的校内评价和以口译实战与口译资格认证为主的

社会评价 3 类主要评价方式，充分发挥动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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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优势，从而实现以评促学的目标。

5 结束语
本文结合口译教学的特点，从哲学、认知科

学、心理学以及学科跨界的视角对口译翻转课堂、
微课与慕课进行分析，认为 3 者存在一定的交叉

关系并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具有数字化时代教育

改革的特点，是对传统教学理念的批判性继承与

发展。口译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型教学理念或者

教学模式，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口译学习，关

键还要看教师和学生能否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翻转课堂的优势还须要充分结合数字化时代大数

据背景下的教育教学特点，打破二元对立的观点，

以包容和整合的态度实施动态翻转; 数字时代学

习特色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驱动”的

学习理念，强调技能训练和个性化无缝式口译学

习，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内驱力。
总之，国际优势资源的充分利用，面对面教学

与网络学习的结合，无缝式、混合式口译学习的融

合，有利于实现学生口译技能向口译能力的转化，

辅助口译学习向口译实战的过渡，最终有助于提

高口译教学效果和口译人才培养质量。

注释

①陈延军在“2015 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翻译专业师资培

训讲座”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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