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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翻译专业的建立与发展是满足我国学科发展需求、社会对翻译专业人才当前和未来发展需求以及学习者个
人需求的必然趋势，我国翻译教学肩负着培养合格译者的重任。本文调查我国前 5 批次( 共 31 所) 开设本科翻译专业院
校的课程设置情况，按语言知识与能力、翻译知识与能力、( 与翻译相关) 通识知识与能力、职业知识与能力和专业知识
与能力 5 大模块对课程设置进行分类，统计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及学时数据，然后采用 SPSS 19． 0 对其中的 10 所院校
进行 Kruskal-Walllis H检验。通过上述数据分析找出当前我国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的规律及特点，并为我国本科翻译
专业译者能力培养的课程设置研究提供参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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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urriculum of Maj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Wang Tian-yu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as a major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sciplines，th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and the learner's needs． The transla-
tion teaching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qualified translators． The curriculum of 31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first five batches of BTI in China，i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five modules of language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translation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translation-related) gener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vocation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The credits and period of the required courses and optional courses are as the statistical
data． And then the the Kruskal-Walllis H test is used for ten universities by SPSS 19． 0．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iculum of BTI in our country，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competence through the above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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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美国著名语言行业调查机构卡门森斯顾

问( Common Sense Advisory，CSA) 的最新统计，语
言服务行业的收入在 2017 年达到 430 亿美元。
语言服务业和技术供应商进一步扩展基础翻译、
本地化和口译服务范围，不断推出新服务，研发新
工具以便提供更好、更快、更可靠的产品①。随着

经济发展与全球服务外包兴起，我国实施中国文
化“走出去”和企业国际化战略，加之信息及通信
技术的飞速发展，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层面都对
翻译人才和翻译质量提出新要求，使得传统翻译
教学已经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需求。
“翻译专业本科的设立是适应社会经济国际

化发展、满足改革开放和社会对翻译专业人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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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未来需求、满足我国翻译学科发展以及学习
者个人需求的必然选择。”( 王天予 2017: 89 ) 同
时，“时代的发展既丰富翻译职业的内涵也拓宽
其外延”( 穆雷 傅琳凌 2017: 87) 。但随着该专业
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当前课
程设置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许钧和穆雷指出，各
学校翻译课程设置不尽相同，没有统一标准，口译
教学长期未受重视，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课程开
设情况不稳定，师资资源严重缺乏 ( 许钧 穆雷
2009: 61 － 62) 。翻译本科专业在课程设置、培养
目标和教学目的与方法上仍没有明确、清晰的思
路。仲伟合认为，翻译专业课程设置在本硕博层
面上都取得巨大进步，在课程方向上也都进一步
细化以满足不同需求，但是在课程设置模块、课程
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方面仍有待商榷 ( 仲伟合
2014: 41) 。可见，尽管本科翻译专业已经取得很
大发展，但在课程设置上仍存在亟待解决的新问
题。因此，本文在调查我国前 5 批次 ( 共 31 所)
开设本科翻译专业的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
要求以及课程设置等情况的基础上，统计相关必
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及学时，采用 SPSS 19． 0 对
其中 10 所院校进行 Kruskal-Walllis H 检验，以期
揭示当前我国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的规律及特
点，并为我国本科翻译专业译者能力培养的课程
设置研究提供参考与建议。

2 课程设置现状
笔者总结国内 31 所高校本科翻译专业( 前 5

批次开设) 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和课程设
置等信息，同时，与国外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情
况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找出当前我国本科翻译专
业课程设置的规律及特点。

截至 2016年底，全国已有 230 所高校获得教
育部批准设置本科翻译专业( 共 11批次) 。拥有外
语专业的院校有 5类:外语类院校、综合性大学、理
工科院校、师范院校和其他专科类院校，本科翻译
专业在 5类院校中均有开设。大部分高校充分利
用本校专业特色打造本科翻译专业。如，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开设商务英语阅读、金融英语听说和商务
语言学等课程。同时，翻译理论课程、翻译实践课
程以及跨文化类课程均为各高校开设的必修课程，
可见上述课设已经引起各高校的重视。

我国本科翻译专业经过 11 年的发展，在课程
设置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宏观上看仍存在
设置相对随意，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等问
题。有的院校根据《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

要求( 试行) 》( 以下简称《教学要求》) 中提出的
“语言知识与能力模块、翻译知识与技能模块和
相关知识与能力模块”进行课程设置; 也有的院
校根据“笔译模块、口译模块和考研模块”或者
“翻译模块、语言模块和翻译技术模块”等形式设
置。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未能
厘清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的一致性问题。从
微观课程开设方面看，首先，汉语类课程设置少，
没有引起重视。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
动，而汉语水平的提高更是不可或缺。笔者曾做
过深度访谈，了解到用人单位和雇主对译者的母
语能力尤其是写作能力要求很高，但是当前我国
缺乏合格的双语人才。形成上述情况的一部分原
因是各高校存在开设课程数目上的限制，并没有
优先考虑母语能力的培养; 另一部分是因为未能
引起各高校的足够重视，认为汉语是本族语言，没
必要进行系统学习。其次，开设计算机辅助翻译
类课程的高校相对较少。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硬
件设施很难满足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师资力
量匮乏。计算机辅助翻译是一门新兴课程，对师资
质量要求很高，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但是相应的
培训却比较少。最后，翻译职业教育类课程没有引
起重视。翻译实践者强调，翻译绝不仅是翻译，双
语转换仅是其中的一个核心环节，但是对于译者的
职业素养和翻译职业规范意识等方面的培养仍需
加强。

3 课程体系建构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学者们就从不同的

视角对翻译能力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来，更多
学者提出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译者
能力( Bell 1991 /2001，Toury 1995，Kiraly 2000) 。
如何有效地培养人才、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是当
前翻译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学要求》中
提出，翻译本科专业知识与技能结构由语言知识
与能力、翻译知识与技能、相关专业知识与能力 3
大主项构成。韩虎林提出，课程模块问题需要进
一步讨论，应包括语言课程、翻译课程和百科知识
课程 3 大板块( 韩虎林 2007: 59) 。贺学耘和曾燕
波认为，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可分为 4 大模块:
通识教育、双语知识与技能、专业知识与技能、实
践教育( 贺学耘 曾燕波 2013: 71) 。结合对政府、
企事业单位涉外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公司管理者、
高等院校教师的深入访谈以及学习者的需求分
析，笔者认为我国本科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模块
应该分为: 语言知识与能力模块、翻译知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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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与翻译相关的) 通识知识与能力模块、职
业知识与能力模块以及专业知识与能力模块。语
言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要指两种语言的语用、社
会—语言、文本、语法以及词汇知识。翻译知识与
能力的培养通常指翻译理论与实践技能的培养。
( 与翻译相关的) 通识知识与能力主要培养学生
人文素养、百科知识、主题知识以及批判性思维等
能力。职业知识与能力主要培养学生关于基本职
业知识、职业道德素养以及沟通和管理等方面的
能力。专业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要是精通某一专
业领域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等知识。

4 课程设置的数据分析
根据本研究调研所获得的各院校的培养方

案，笔者将全部课程分为语言知识与能力、翻译知
识与能力、( 与翻译相关) 通识知识与能力、职业
知识与能力和专业知识与能力 5 大模块。首先，
本文比较各课程模块选修课与必修课的学分及学
时分布情况，旨在了解各院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
的整体情况。随后，本文针对各院校在不同课程
模块间学分与学时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目
的在于分析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4． 1 各模块必修和选修学分学时比例分析
通过计算得出各课程模块必修课和选修课的

学分学时比例，每个模块的比值按必修模块和选
修模块分别计算，必修课按每个模块占必修总分
的百分比值，选修课按各个模块占最低的的选修
课分数比值计算，参见图1和图2。

图1 各课程模块学分所占比例列表 图2 各课程模块学时所占比例列表

图1和图2中实心柱状分别表示必修课学分比
例和学时比例，网格柱状分别表示选修课学分比
例和学时比例。通过图1可以看出 5 大模块必修
课和选修课在学分上的比值差异，必修课学分所
占比重分别是: 语言知识与能力模块 ＞翻译知识
与能力模块 ＞ ( 与翻译相关) 通识知识与能力模
块 ＞职业知识与能力模块 ＞专业知识与能力模
块。从选修课学分占比来看，( 与翻译相关) 通识
知识与能力模块 ＞翻译知识与能力模块 ＞语言知
识与能力模块 ＞专业知识与能力模块。通过图2

可以看出 5 大模块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学时上的比
值差异，必修课所占学时比重分别是: 语言知识与
能力模块 ＞ 翻译知识与能力模块 ＞ ( 与翻译相
关) 通识知识与能力模块。其中职业知识与能力
模块的学时多数学校尚未建议学时，专业知识与
能力模块比例几乎为零。从选修课学时所占比重

来看，( 与翻译相关) 通识知识与能力模块 ＞翻译
知识与能力模块 ＞语言知识与能力模块 ＞专业知
识与能力模块。

通过上述两图可以看出，各院校将主要精力
投入到语言知识与能力模块，其次是翻译知识与
能力模块。但语言知识与能力模块的学时和学分
比例几乎是翻译知识与能力模块的一倍。同时，

在必修课中，多数院校未开设职业知识与能力模
块相关课程或未建议学时，只占一小部分学分比
例。( 与翻译相关) 通识知识与能力模块必修课
和选修课比重差异较大。专业知识与能力模块几
乎未引起各院校重视，但是在笔者访谈中，翻译要
走专业化的道路，专业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又是我
们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4． 2 必修课学时与学分分布情况
笔者进一步在 31 个样本中运用随机的方法，

211

2018 年 王天予 我国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现状研究 第 2 期



挑选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
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言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沈阳师范大
学、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 10 所院校进行统计检
验。由于上述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师资资源及
课程体系等很多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本文仅分析
各院校不同课程模块中必修课的学时与学分分布
情况。此外，鉴于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数据采集
的实际情况及统计检验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笔者
最终采用 K 个独立样本检验的方法，具体为
Kruskal-Walllis H检验。

4． 21 不同模块的学分分布情况
笔者首先以课程模块为分组变量，统计不同

院校在课程模块学分分布上的差异情况，具体结
果如下:

表1 各院校不同课程模块学分分布统计
描述统计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广外 28 2． 3571 1． 16155 1． 00 6． 00
复旦 27 2． 4444 1． 15470 2． 00 6． 00
北外 30 3． 0667 1． 08066 2． 00 6． 00
二外 13 5． 0769 6． 95775 2． 00 28． 00
经贸 27 3． 4815 1． 86816 1． 00 10． 00
华东 34 2． 2941 1． 14228 1． 00 6． 00
川外 21 4． 4762 2． 89170 2． 00 12． 00
沈师 47 2． 3617 1． 07188 1． 00 6． 00
南开 33 2． 0152 ． 85225 1． 00 4． 00
武大 22 2． 9091 1． 60087 2． 00 6． 00

检验统计a，b

广外 复旦 北外 二外 经贸 华东 川外 沈师 南开 武大

卡方 1． 496 4． 172 12． 464 5． 000 3． 494 7． 392 6． 254 16． 338 ． 625 5． 331
自由度 2 2 3 2 4 3 2 3 3 2

渐近显著性 ． 473 ． 124 ． 006 ． 082 ． 479 ． 060 ． 044 ． 001 ． 891 ． 070

a．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
b． 分组变量:模块学分

Kruskal-Walllis H检验结果显示，除北京外国
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外 ( 卡
方值分别为 12． 464、6． 254 和 16． 338，p值均小于
0． 05) ，其它院校在不同课程模块学分分布上均不
存在显著差异( 卡方值分别为 1． 496、4． 172、5． 000、
3． 494、7． 392、0． 625和 5． 331，p值均大于 0． 05) 。

须要指出，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之外其他院
校课程在通识知识与能力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模块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例如，以通识教育见
长的复旦大学，在翻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却没
有必修性质的通识类课程。而北京外国语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院校却比较注重翻译
人才通识能力的培养。笔者认为，造成上述情况
的主要原因在于各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存在较
大差别: 在院校性质上，上述院校既有综合性大
学，又包括外语类和师范类等专业性院校;既有位
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中心城市，又包含地处
沈阳和武汉等区域性大城市; 既有历史悠久的百
年名校，又包括新中国以来成立的高校。这些差
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制
定，进而影响到与之配套的课程培养体系。

4． 22 不同模块的学时分布情况
随后笔者仍然以课程模块为分组变量，统计

不同院校在课程模块学时分布上的差异情况，具
体结果如下:

表2 各院校不同课程模块学时分布统计
描述统计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广外 27 40． 8889 20． 01025 16． 00 96． 00
复旦 26 44． 3077 21． 13342 36． 00 108． 00
北外 28 45． 0000 22． 71563 36． 00 108． 00
二外 12 96． 0000 129． 64848 36． 00 504． 00
经贸 27 65． 1852 51． 34576 30． 00 300． 00
华东 34 44． 1765 18． 07974 26． 00 108． 00
川外 18 84． 1111 50． 04691 26． 00 216． 00
沈师 40 42． 6750 18． 29864 15． 00 90． 00
南开 32 36． 5000 11． 53955 16． 00 64． 00
武大 21 53． 1429 29． 28871 36． 00 108． 00

检验统计a，b

广外 复旦 北外 二外 经贸 华东 川外 沈师 南开 武大

卡方 5． 379 3． 869 10． 468 3． 750 2． 790 4． 462 ． 024 9． 650 16． 729 4． 801
自由度 1 1 2 1 4 3 1 2 2 1

渐近显著性 ． 020 ． 049 ． 005 ． 053 ． 594 ． 216 ． 877 ． 008 ． 000 ． 028

a． 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
b． 分组变量:模块学时

Kruskal-Walllis H检验结果显示，除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
四川外国语大学外( 卡方值分别为 3． 750、2． 790、
4． 462 和 0． 024，p值均大于 0． 05) ，其它院校在不
同课程模块学时分布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卡方值
分别为 5． 379、3． 869、10． 468、9． 650、16． 729 和

311

2018 年 王天予 我国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现状研究 第 2 期



4． 801，p值均小于 0． 05) 。
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各院校在不同课程模块

的学时分配上存在明显差别。就整体而言，语言
知识与能力和翻译知识与能力是所有院校都关注
的核心课程模块。以开设课程门数最多的沈阳师
范大学为例，语言知识与能力及翻译知识与能力
模块占全部课程模块必修课程课时的 85． 4%。
而开设课程门数最少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
述两个模块占全部课程模块必修课程学时的
77． 1%。这表明它们始终是翻译人才培养的关键
内容。而专业知识与能力模块仅在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的课程体系中开设必修课程，体现出该院校
翻译人才培养的不同定位。就具体院校而言，四
川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开设课程门
数较少、平均学时较高;沈阳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
大学开设课程门数较多、平均学时依然较高。此
外，沈阳师范大学等 5 所院校在通识知识与能力
模块开设必修课程，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些院校
对翻译专业人才的认识具有趋同性。

5 结束语
通过上述相关课程设置研究分析，笔者在一

定程度上找出当前我国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的
特点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以下建议。第
一，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中应该更重视实践教
学环节，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第二，增设
计算机辅助翻译类课程。计算机辅助翻译已经成
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对于提高学习者综合翻译能
力非常必要，也是适应信息化社会对翻译人才的
高标准要求。第三，重视对职业知识与能力和专
业知识与能力的培养。目前，该方面能力的培养
更多的体现在 MTI 层次上，应该考虑完善相关课
程设置。第四，可以借鉴国外部分学校在本科翻
译专业阶段定位为“职前教育”的模式，提倡多语
种教学，同时注重培养学生“术语能力”“技术能
力”“文献研究”“专业写作”等能力。第五，在课

程设置上加强对学生通识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
信息检索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对培养学生成为
合格的翻译专业人才非常重要。

注释
①数据来源 Common Sense Advisory中 The language Services

Market: 2017 的报告。Http: / /www． commonsenseadviso-
ry． com/AbstractView / tabid /74 /ArticleID /39815 /Title /The
LanguageServicesMarket2017 /Default．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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