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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
 

is
 

a
 

practical
 

writing
 

mode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This
 

study
 

conducted
 

surveys
 

through
 

open-ended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dentify
 

problems 
 

propose
 

strategies 
 

and
 

explore
 

a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
 

writing
 

mode
 

that
 

better
 

suits
 

applied
 

undergraduate
 

programs. The
 

investigation
 

focused
 

on
 

the
 

purposes
 

of
 

the
 

practic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e
 

practice
 

repor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main
 

motivation
 

for
 

engaging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was
 

intrinsic 
 

driven
 

by
 

interests
 

and
 

the
 

desire
 

to
 

improve
 

translation
 

skills.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students
 

extensively
 

used
 

online
 

resources
 

for
 

assistance.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was
 

translating
 

complex
 

and
 

lengthy
 

sentences 
 

while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translated
 

texts
 

heavily
 

relied
 

on
 

supervision
 

from
 

mentor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aced
 

during
 

the
 

writing
 

process
 

of
 

the
 

practice
 

report
 

were
 

whether
 

or
 

not
 

to
 

utilize
 

theories
 

and
 

how
 

to
 

apply
 

them
 

effectively
 

to
 

guide
 

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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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型本科英語專業翻譯實踐報告

寫作現狀分析及對策

張　 蕾

廣州商學院

摘　 要:
 

翻譯實踐報告是應用型本科英語類專業一種實踐性的寫作模式。 本研究採用開放性問卷加訪談的方式

開展調查,旨在瞭解現狀,發現問題,找出對策,探索更符合應用型本科實際的翻譯實踐報告寫作模式。 調查內容

涉及實踐目的、翻譯實踐過程及實踐報告寫作過程。 結果顯示:學生進行翻譯實踐的主要動機為內在動機,以興趣

愛好和提高翻譯能力為主;在翻譯過程中,學生大量使用網路資源進行輔助,翻譯實踐中最大困難的是長難句的翻

譯,譯文的品質把控主要依賴導師;翻譯報告寫作過程出現的最大困擾爲是否使用理論以及如何使用理論指導案

例分析。

關鍵詞:
 

應用型本科院校;英語專業;翻譯實踐報告;現狀與對策

引言

所謂應用型本科人才是指具備本科底蘊,實踐能力強,專業特長突出,是通才基礎上的專才(吳中江、黃

成亮,2014)。 應用型本科英語專業人才培養主要突出實踐性。

英語專業學生的實踐模式主要體現在專業實習與畢業論文寫作上。 高校英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設

計)基本沿用《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的要求:「畢業論文一般用英語撰寫,長度為 3000 ~ 5000 個

單詞,要求文字通順、思路清晰、內容充實,有一定的獨立見解」。 畢業論文的撰寫過程可以提高學生的思辨

能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培養創新能力。 隨著大學教育從精英化到大眾化的普及,畢業論文的寫作品質備受

關注。

有多位學者(孫文抗,2004;蔔永紅,2009;盛國強、周永模,2011;廖順萍,
 

2001)對國內不同類型高校的

英語專業畢業論文進行調查分析,認為存在抄襲、語法能力薄弱、缺乏獨立見解等普遍性問題。 這種局面的

形成,學生忙於就業,動力不足,疲於應付是主因,其他原因包括學術資源不足、指導方式有缺陷等。 應用型

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建設時間短、學術資源不足、生源與重點高校存在較大差距、課程設置導致學生理論素養

薄弱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使畢業論文寫作成為應用型本科院校英語專業學生的一大挑戰。 而且,指向學

術研究能力培養的傳統學位論文寫作與應用型本科院校培養目標並不吻合,因而研究並改革應用型本科院

校英語專業畢業論文寫作模式就顯得尤其必要。

近幾年,已有不少高校圍繞應用型、突出實踐性,探索畢業論文寫作模式。 賈紅軍(2013)指出:本科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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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論文改革可以建立新的機制,包括論文、調研報告、文獻的翻譯與評析、作品製作等多樣化的形式。 華南

理工大學廣州學院(郭慶、黃運亭,2013)採取了畢業設計的形式,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選取如人文景觀、產

品推介等主題,運用所學的英語知識,製作具有英語配音的和中英文字幕的視頻。 除此之外,有多所院校的

英語專業嘗試採用翻譯實踐報告作為畢業論文改革的主方向,如廈門大學嘉庚學院、雲南師範大學商學

院等。

選擇翻譯實踐報告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培養實際應用能力,翻譯實踐報告可以讓學生通過實際的翻

譯練習,培養自己的翻譯技能和實踐經驗,提升實際應用能力。 第二,適應職場需求,對於英語專業的學生

來說,未來的職業發展往往需要具備良好的語言溝通和翻譯能力。 通過翻譯實踐報告的形式,能夠更好地

鍛煉學生的職場能力。 第三,提高研究價值,有些研究性課程或者畢業設計課程需要展開針對某個特定主

題或領域的調研和分析工作。 翻譯實踐報告可以讓學生在翻譯的過程中加深對該主題或領域的理解,從而

提高研究價值。

所謂翻譯實踐報告是指要求學生在翻譯完一篇原文材料以後,撰寫一篇跟翻譯實踐活動有關的論文。

此類翻譯實踐包括筆譯和口譯,分為英譯中和中譯英兩個方向。 翻譯實踐報告是對翻譯實踐過程的總結,

字數要求為 1500 字到 8000 詞不等(李正栓,2006:5;
 

仲偉合、趙軍峰,2015)。

翻譯實踐報告寫作主要是作為翻譯專業特別是翻譯專業碩士的主要論文形式,而 MTI 開設於 2007 年,

僅有十幾年的歷史。 相關的翻譯實踐報告寫作研究是非常新的領域,主要集中在範本探索和寫作現狀分析

上(穆雷、鄒兵,2011;劉小蓉、文軍,2016),而英語專業本科翻譯實踐報告的寫作基本處於摸索狀態。

本研究涉及的學院從 2011 年開始在英語專業本科實行翻譯實踐報告寫作探索,參考對象為國內開展翻

譯實踐報告寫作的各高校,根據他人相關實踐和文獻,制定出我院翻譯實踐報告寫作實施方案。 規定學生

在大四開展口、筆譯實踐,其中筆譯原文本長 5000 漢字或單詞,口譯轉寫錄音材料不少於 40 分鐘,撰寫實踐

報告的長度不少於 2500 字,內容包括:任務描述、實例分析、翻譯過程中的主要問題、解決方法與策略等。 實

施以來,雖然屢經努力,不斷修改完善實施方案細節,仍然存在學生對翻譯實踐報告定位不清、寫作的態度

不夠積極等問題,導致不少翻譯實踐報告品質不高,甚至產生不能如期畢業的重大影響。 本研究擬採用開

放性問卷加訪談的方式開展調查,旨在瞭解現狀,發現問題,找出對策,探索更符合應用型本科實際的翻譯

實踐報告寫作模式。

一、
 

調查與分析

(一)
 

研究方法

本院英語專業學生可以自己從學術論文和翻譯實踐報告中自由選擇一種方式作為自己本科畢業論文

(設計)的具體實施方式。 本次調查的對象是已經選擇翻譯實踐報告的大四學生。 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

和訪談相結合的方式。 調查問卷採用開放性問卷,問卷編寫根據動機、翻譯職業基本能力和翻譯實踐報告

寫作過程(譯前準備、翻譯過程、案例分析等)等,共有 21 個問題。 問卷在學生答辯結束後發放,涉及學生人

數為 98 人,分三個專業方向,涉外翻譯 35 人,語言 27 人,商務英語 32 人,共成功發放問卷 94 份,回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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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份。

(二)
 

調查結果及分析

1.
 

翻譯實踐動機調查

從表一可以看出,選擇翻譯實踐報告作為本科畢業論文(設計)具體實施方式的學生主要動機是興趣愛

好和提高翻譯能力,兩者相加約占八成,說明內在動機是選擇的關鍵因素。 僅有 2. 1%的學生會因為翻譯的

職業需求而選擇翻譯實踐報告。 對應的客觀情況是學生畢業後基本不會選擇翻譯作為職業,主要原因在於

現在翻譯市場的專職人員一般需要考取翻譯資格證,而應用型本科院校學生通過翻譯資格考試的比例極低。

表 1:翻譯實踐報告選擇動機

動機 人數 百分比(%)

興趣、愛好 43 45. 7

鍛煉或提高翻譯能力 34 36. 3

專業驅動 15 16. 9

職業需求 2 2. 1

　 　 從表二中可以看出,94 篇翻譯實踐均為筆譯項目,沒有任何學生選擇口譯作翻譯實踐項目,後續訪談表

明,原因主要在於:(1)幾乎沒有做口譯的機會;(2)口譯模擬不現實;(3)展會口譯太簡單,沒什麼可寫的。

從中可以看出缺乏口譯鍛煉的機會是主因。 這也符合現在口譯需求的現狀,翻譯公司基本不太可能將口譯

的機會給予在校本科生,特別是應用型本科的學生。

表 2:翻譯實踐報告類別及語言方向選擇

翻譯類別 語言方向 篇數 文本類型 百分比(%)

筆譯
英譯中 84 文學、文化、經貿 89. 36

中譯英 10 小說、散文、文化書籍 10. 6

口譯 0 0

　 　 在本院學生的翻譯實踐具體實施過程中,翻譯類別範圍縮小為筆譯實踐,且筆譯實踐項目的語言方向

集中體現為英譯漢,占到總體人數近九成。 由於外語的掌握情況不如母語,翻譯界一般主張做
 

「順向翻譯」,

即從外語譯入母語。 但實際上,由於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要求,翻譯市場需要承接大量的漢英經貿和技

術翻譯等應用翻譯業務。 表 2 顯示漢譯英文本主要集中在文學作品上,這與市場需求的應用翻譯相去甚遠。

表 3 顯示在文本類型選擇方面,大部分學生(74%)希望選取應用文本作為翻譯實踐報告的目標文本,但實際

上,由於指導老師的傾向性,超過一半的學生(59%)最終選取的是文學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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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文本類型選擇

文本類型選擇 文本類型 百分比(%)

希望選擇的文本類型 商貿經濟、電腦、職業性文章 74

實際選擇的文本類型 小說、散文 59

　 　 以上三個調查表顯示,學生有相當強烈的翻譯實踐的願望,他們希望實踐的文本具有實用性,但是,他

們實踐的類別和實踐的文本體裁受到很大的限制。 翻譯實踐僅僅體現了鍛煉了語言的能力,卻沒有體現應

用性。

2.
 

翻譯實踐過程

本科翻譯實踐因為沒有現成的範本可以參考,在設計之初借鑒了 MTI 翻譯碩士和翻譯本科實踐的範

本,各個大學對於翻譯實踐的字數有些不同的限定。 高等學院英語本科的要求是:學生經過四年學習,四年

級需完成 5000 字左右的學術論文。 英語翻譯專業的筆譯實踐報告要求是學生選取一篇不少於 3000 外語單

詞的文本或不少於 3000 漢字的文本進行翻譯實踐,並在此基礎上撰寫 2000 單詞的報告(平洪,2014)。 翻譯

實踐活動不得少於 4 周。 翻譯專業論文可以以多種形式,需完成長度不少於 8000 單詞的畢業論文(仲偉合、

趙軍峰,2015)。 要求學生進行不少於 5000 漢字 / 英語單詞的翻譯實踐對應用型本科院校英語專業學生是否

合適,有必要通過調查進一步確認。

表 4
 

:翻譯原文文本長度

翻譯原文字數(漢字 / 英文單詞) 人數 百分比(%)

5-6000 68 72. 3

6-7000 23 24. 5

8000 及以上 3 3. 2

　 　 表 4 顯示,學生不僅能完成五千字 / 詞的翻譯實踐,而且有不少學生超額完成。 訪談結果顯示所有的學

生認為五千字的設定是合適的。 並且,學生認為字數過少的話,無法找出合適的例子進行翻譯實踐報告

寫作。

翻譯過程中,作為翻譯能力的一項基本能力,如何使用翻譯工具,這也是翻譯實踐所要檢測的一個重點。

表 5:
 

翻譯工具使用排序

翻譯工具的使用 線上翻譯平臺(有道、百度、DeepL 等)

搜索引擎(百度、必應等)

字典(線上電子詞典、紙質)

書籍(英漢翻譯教程、翻譯理論等)

　 　 表 5 顯示,學生更依賴線上網路資源,無論是進行翻譯或是查找資料和單詞,網路資源都是首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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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翻譯實踐中的困難

類型 頻次 百分比(%)

長句、複雜句 78 57. 4

理解(文化背景、中英文差異、語序等) 45 36. 6

習語 21 17. 1

隱喻 3 2. 4

　 　 在翻譯過程中,主要困難集中在處理長句和複雜句,其次是應對文化背景、中英文差異和語序問題。 這

些困難的首要原因是學生在語言學習方面的基礎不足,導致他們無法準確理解和運用語言結構和規則,從

而在翻譯中遇到困難。 此外,由於中英文化背景的差異,學生往往難以準確把握英文原文所蘊含的文化內

涵和背景資訊。 未來,有必要加強語言學習的基礎教育,提高學生的語言素養和表達能力;同時,我們也不

能忽視加強跨文化交流和文化背景教育的重要性,以提升學生的文化理解和對跨文化差異的敏感度。

翻譯品質的把控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校對是一個重要的措施。 在學生尋找有效的校對來源時,有導師、

實踐小組內成員同學和親友等選擇,學生普遍認為導師是最有效的譯文把控來源。 然而,本科論文指導老

師一般指導的學生人數較多,這無形中增加了指導老師的工作量,可能會影響實踐報告的品質提高。 如果

不及時解決這個問題,將會是一個巨大的硬傷。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採取以下措施:(1)為導師提供支

持:學院可以給予導師更多的支持,例如提供更多的培訓和資源,以提高導師的教學水準和能力;(2)鼓勵實

踐小組內成員同學互相校對:學院可以鼓勵實踐小組內成員同學互相校對,以提高翻譯品質的把控;(3)建

立專業校對團隊:學院可以建立專業校對團隊,為學生提供更專業的校對服務,以提高翻譯品質的把控;(4)

使用智能校對工具:學院可以使用智能校對工具,例如語法檢查、拼寫檢查等,以提高翻譯品質的把控,減輕

導師的工作負擔。

通過採取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解決指導老師工作量過大的問題,提高實踐報告的品質,進一步提高學

生的翻譯水準和能力。

3.
 

翻譯實踐報告寫作

翻譯實踐報告的寫作調查主要集中在「案例分析」部分,這是因為實踐報告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涉及

到翻譯原文的介紹、分析,翻譯過程的描述,存在一定的範式可以遵循,難度不大。 而案例分析作為學生實

踐的反思,是實踐報告的核心部分,雖有一定的框架可以參照,但裏面的內容卻因「文」而異。 因此,這一部

分的調查主要集中在難點上。

根據學生回饋,實踐報告寫作中最困難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文中的難點不知道如何

進行歸納總結;二是不確定是否需要使用案例分析,以及如何使用理論指導分析。 這些問題與學生在撰寫

翻譯實踐報告時最需要的幫助密切相關。 大多數學生都希望在案例分析部分得到導師的幫助,特別是在如

何理論銜接案例方面。 為了幫助學生克服這些困難,可以採取以下措施:(1)提供案例分析範例,幫助學生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案例分析的方法和技巧,並且根據學生的實踐報告提供具體的指導和建議;(2)加強理論

指導,使學生更好地理解和運用翻譯理論,以幫助他們更好地進行案例分析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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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應用型本科院校裏採取翻譯實踐報告作為畢業論文(設計)具體實施方式是一個有益的探索,這種由

MTI 培養過程中產生的實踐模式嫁接到應用型本科英語專業培養過程中,必然面臨著一系列挑戰,必然存

在不少有待完善之處。 本調查通過開放性問卷和訪談,回答了學生在翻譯實踐動機、翻譯材料選取、翻譯過

程中的困難等一系列問題。 並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探索性的解決方案,其效果如何,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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