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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lation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stantly
 

changing.
 

With
 

its
 

advanced
 

ability
 

to
 

generate
 

human-like
 

language,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ChatGPT
 

have
 

gradually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manual
 

translation
 

in
 

many
 

fields,
 

which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talents
 

in
 

independent
 

colleg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talents
 

in
 

independent
 

colleges,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translator
 

training
 

model,
 

and
 

strives
 

to
 

build
 

a
 

composite
 

translator
 

training
 

model
 

of
 

“ Translation
 

+
 

Major
 

+
 

Technology”
 

which
 

is
 

oriented
 

by
 

language
 

service,
 

carried
 

by
 

core
 

literacy,
 

and
 

supported
 

by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so
 

as
 

to
 

create
 

an
 

optimal
 

training
 

model
 

with
 

“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to
 

highlight
 

the
 

classified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in
 

terms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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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獨立學院的研究與實踐

金駱彬

紹興文理學院元培學院

摘　 要:
 

人工智能背景下翻譯技術不斷更迭,ChatGPT 等翻譯技術憑藉其生成類人語言的先進能力,在許多領域已

逐漸取代了傳統的人工翻譯,這對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本文通過剖析人工智能技術在獨立

學院翻譯人才培養中的應用現狀,闡釋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重要性,力求構建以語言服務為導向,以核心素養

為載體,以技術環境為依託的「翻譯+專業+技術」三位一體的複合型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優「四化融合」的獨立學

院翻譯人才培養體系,彰顯獨立學院在人才培養戰略取向上的分類發展。

關鍵詞:
 

人工智能;翻譯人才培養;獨立學院;三位一體;四化融合

基金項目:
 

2023 年度浙江省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研究課題「人工智能背景下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研

究」(KT2023167);2022 年度紹興市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面向翻譯本科專業的旅遊翻譯語料庫研制與應用研

究」。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推廣和普及,翻譯教育逐漸向數位化、智能化、個性化、創新化方向發展,卓越

翻譯人才的培養和翻譯技術的運用,已經成為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熱點。 未來人工智能技術將越來越廣泛

地應用於翻譯行業,獨立學院需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創新翻譯人才培養模式,注重培養學生的人工智能技術

應用能力,加強跨學科的培養,力求構建以語言服務為導向,以核心素養為載體,以技術環境為依託的「翻譯

+專業+技術」三位一體的複合型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優「四化融合」的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體系,彰顯獨

立學院在人才培養戰略取向上的分類發展。

一、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現狀

(一)
 

獨立學院發展歷程及其翻譯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現狀

獨立學院始於 1998 年,經過 20 多年的實踐,先後經歷了投資主體多元化、母體學校桎梏、管理經驗缺乏

等困難,現已發展成為民辦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峰時期全國共有 300 餘所獨立學院。 2008 年

教育部首次提出獨立學院轉型發展的思路,要求獨立學院在 3 至 5 年內完成轉設、母體學校收回或者終止辦

學,要求民辦教育機構控股轉設學校,此後全國開始了獨立學院的轉型發展時期。 2018 年,教育部辦公廳印

發《關於做好 2018 年度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通知》,再次提出鼓勵獨立學院轉設。 2020 年,教育部辦公廳頒

491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佈《關於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工作的實施方案》,對於獨立學院的轉設路徑、標準條件、工作要求等做出較

為詳細的規定。 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和轉型升級關鍵時期,如何保證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發

展顯得尤為重要。

目前國內外對翻譯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較為廣泛,但是針對人工智能背景下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模

式的研究尚不夠深入。 一方面,機器翻譯技術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相比於人工翻譯仍然存

在諸多限制。 因此,機器翻譯與人工翻譯的有機結合已經成為翻譯行業的一個趨勢。 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為

翻譯人員提供更好的輔助工具,如語音識別、語言理解、翻譯記憶庫等,提高翻譯效率和品質。 另一方面,隨

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翻譯行業也面臨著更大的機遇和挑戰。 越來越多的企業需要進行跨語言溝通和翻譯

服務,為翻譯人才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同時,翻譯人才也需要具備更強的跨文化交際和管理能力,才能

適應不同文化環境下的翻譯需求。 因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研究具有重

要的研究意義和實踐價值。 通過探索新的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將人工智能技術與翻譯教育相結合,培養具

有專業技能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高素質翻譯人才,為翻譯行業的發展做出貢獻,也將為我國翻譯教育的國

際化和多元化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
 

人工智能技術在翻譯人才培養中的應用現狀

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發展迅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深刻的變革,5G 網路、智能城市、無人駕駛等不斷刷新

人們對人工智能的認識,而人工智能也幾乎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①。 國內一些高校已經開始嘗試將人工

智能技術應用到翻譯教學中,如北京外國語大學開設了「機器翻譯實踐」「翻譯技術」等課程,並於 2019 年 12

月成立了人工智能與人類語言重點實驗室,以「闡釋人類智能、駕馭人工智能、解碼語言奧秘、成就智能人

生」為宗旨,立足學校外語教學與研究傳統優勢,凝聚國內外交叉學科智庫資源,瞄準人工智能與人類語言

科學前沿,帶動語言類基礎學科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推動前沿技術賦能語言研究的突破性進

展;南開大學開設了「人工智能特色班」,基於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人的國家重大戰略佈局與迫切需求,突出

個性化、前沿化和國際化,加強科研和創新能力培養,全方位發掘學生的潛力,培養學科基礎寬厚、實踐能力

突出、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創新型工科智能人才;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在翻譯教育中開設了口譯、筆譯和口筆

譯等多個方向,為學生提供更多樣化的學習選擇;中央財經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開設了國際商務翻譯專業,

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翻譯人才。 此外,獨立學院也開始探索翻譯教學的多元化發展,如

四川外國語大學重慶南方翻譯學院與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成立了「科大訊飛智能語音翻譯學院」,是

國內第一家以「智能語音翻譯」命名的學院,也是第一所將人工智能與語音翻譯融合一體在高校專門設置的

學院,主要包括「三個共建」和「三個共同」,即共建科大訊飛智能語音翻譯學院、共建實訓基地和創新平臺、

共建師資隊伍和研發隊伍;共同開辦翻譯(智能語音翻譯方向)、電腦應用(智能語音識別方向)、軟體工程

(智能翻譯軟體方向)等專業,共同招生和培養,共同幫助學生實習實訓和就業創業。

在國外,翻譯人才培養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熱點之一。 高校日益注重翻譯教學的數位化和智能化發

展,聚焦翻譯技術的應用和普及,如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成立了印第安那網路翻譯研究與教育中心,推廣數位

化翻譯技術;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翻譯中心開設的「翻譯與技術」課程,主要包括翻譯專案管理、翻譯記憶工具

應用等;美國肯特州立大學開設「翻譯中的術語和電腦應用」課程,強調翻譯中的術語和電腦應用;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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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院開設了電腦輔助翻譯、翻譯技術、語言與自動化等課程,旨在培養具有電腦技術和翻譯知識的複合

型人才;英國利茲大學翻譯研究中心開設電腦輔助翻譯、面向翻譯的語料庫語言學等課程,強調培養能夠熟

練使用主流翻譯工具的職業譯者。 此外,國外的一些高校也注重翻譯教育的國際化和多元化發展,如瑞典

隆德大學和荷蘭萊頓大學開設了跨文化交際和翻譯研究方向,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翻譯

人才;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開設了口譯、筆譯和同聲傳譯三個方向的翻譯專業,為學生提供更多樣化

的學習選擇。

二、
 

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重要性

推進翻譯人才培養是新時代外語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重要內容②。 隨著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

發展,傳統的翻譯教育已經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翻譯人才培養面臨著巨大的變革和挑戰。 以

ChatGPT、DeepL 等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提供了更高效和準確的機器翻譯結果,提高了翻譯課堂教學效

率,拓寬了翻譯人才的技能範圍,培養了翻譯專業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中國翻譯協會發佈的《2023

中國翻譯及語言服務行業發展報告》和《2023 全球翻譯及語言服務行業發展報告》,指出全球語言多元化特

徵明顯,世界主要國家正逐步完善本國語言考評體系,為跨語言交流提供重要支撐;人工智能背景下翻譯技

術大幅提升翻譯效率,機器翻譯發展前景被看好;而加強翻譯專業教育,完善翻譯人才培養和評價體系是促

進行業發展的主要措施。 鑒於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獨立學院創新翻譯人才培養模式,是翻譯專業可持續

發展的必然取向,是翻譯學科健康蓬勃發展的內在邏輯,更是翻譯專業與獨立學院轉設大潮合拍共振的歷

史必然。

(一)
 

提高翻譯人才培養品質,適應人工智能技術領域迅速發展的歷史必然

自然語言處理、機器翻譯、深度學習等技術已經廣泛應用於翻譯領域,使得翻譯工作變得更加高效和精

准,而傳統翻譯人才培養往往只注重語言能力的培養,忽略翻譯人才綜合素質的提升。 在人工智能時代,資

訊的傳播方式和手段日新月異,引發了編譯、摘譯、語音識別翻譯等多樣化的翻譯形式。 這種變化必然會影

響到翻譯教育,而大數據時代提供的各種資源的整合、開發和利用、線上同步等方式更是給翻譯教育的發展

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可能③。 新時代翻譯人才不僅需要擁有優秀的語言能力,還需要具備廣泛的知識面和創

新思維,能夠靈活應對各種情況。 因此,獨立學院翻譯人才的培養應在注重基礎語言能力的同時,提升學生

的知識面和思維能力,培養與時代同頻共振、且滿足地方戰略發展需求的複合型翻譯人才。

(二)
 

優化翻譯課程教學模式,提升獨立學院知名度和影響力的現實需求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對翻譯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翻譯教育的目的是培養能夠掌握多

語言、為跨文化交際服務的人才」 ③。 為實現這一培養目標,獨立學院需要創新翻譯人才培養模式,根據翻譯

職業未來發展規律設計課程內容,培養獨具地方特色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複合型翻譯人才,滿足當地社會

的發展需求,服務於地方經濟發展,同時也能提高獨立學院的翻譯人才培養品質和影響力,探賾社會對高素

質翻譯人才的現實需求,為翻譯行業和獨立學院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同時,也可以促進人工智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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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譯專業教學上的應用和發展,推動翻譯課程體系建設向數位化、智能化、創新化、多元化方向發展。

(三)
 

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人才,提高翻譯專業畢業生就業競爭力的必經之路

隨著國際貿易、文化交流等不斷深入,社會對高端翻譯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通過開展國際化課程、

組織海外實踐、鼓勵跨專業選課等形式,可以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翻譯人才,提高翻譯專

業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推動翻譯教育的改革和創新,滿足社會對高素質和地方特色翻譯人才的需

求,促進翻譯專業的發展和創新。 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的滲透,打破了實體的界限,實

現了深層次的互動與智能控制,而「翻譯行業企業往往緊跟翻譯技術發展的最新動態,是翻譯技術發展的風

向標與晴雨錶」 ④,因此獨立學院應該密切關注市場需求與行業發展,加強政產學研多方合作,共同完善翻譯

人才培養目標,構建「四化融合」的翻譯人才培養體系,努力培養懂語言、懂技術、懂跨文化交際的複合型翻

譯人才。

三、
 

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新路徑

(一)
 

以語言服務為導向,推廣人工智能技術在翻譯教育中的應用

立足國家戰略發展,科學統籌規劃翻譯專業課程體系建設,打造全方位多模態的課程計畫。 翻譯人才

培養過程中除傳統的「翻譯+專業」課程之外,還需積極引進電腦輔助翻譯課程、語料庫和譯後編輯等翻譯技

術相關課程,實現「翻譯+專業+技術」三位一體協同發展,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到翻譯教學中,完善課程設

置,豐富教學方式,創新教學理念,提高翻譯教學的效果和品質,使學生能夠更好地掌握翻譯技能和知識,適

應數位化、智能化、多元化、創新化的時代需求。

(二)
 

以核心素養為載體,促進翻譯教學的多元化和國際化發展

譯者肩負著跨文化交流與傳播重任,高校應強化國際傳播意識,增設外宣領域相關課程⑤。 通過多元化

的翻譯教學方法和手段,滿足學生的不同需求,提升翻譯核心素養,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

翻譯人才;搭建國際化合作交流平臺,落地更多的師生訪學進修和交流專案,積極申報中外合作辦學專案,

加強與聯合國等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的多元合作,共建產教融合協同育人聯合培養基地,吸引更多的外國留

學生就讀翻譯專業,營造全方位的國際化氛圍,將國際化元素真正融入到翻譯教育全過程中,提高學生的英

語水準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為他們日後的職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
 

以技術環境為依託,培養翻譯人才的實踐能力和翻譯技術能力

翻譯專業教學應積極推進人機耦合,一方面運用先進的技術輔助教學和人才培養,另一方面參與機器

翻譯軟體的設計和開發,將來自於人工智能的挑戰轉化為翻譯專業教育和研究發展的新機遇⑥。 獨立學院

需要加強翻譯實踐教學,轉變翻譯環境,充分利用智能終端平臺培養學生的翻譯技術能力,提高學生的翻譯

實踐能力,使他們能夠更好地適應職業需求,為翻譯行業的發展做出貢獻;建立科學合理的翻譯教育評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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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全面客觀地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和翻譯能力,多措並舉助力學生職業發展。

四、
 

人工智能技術在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創新中的應用

(一)
 

以語言服務為導向,構建「翻譯+專業+技術」三位一體的複合型翻譯人才培養模式

獨立學院不同於那些擁有優質教育資源、定位培養高端卓越翻譯人才的院校,鑒於其辦學定位和發展

屬性,獨立學院應紮根地方特色,實行錯位發展,堅持多元化、地方化和特色化的辦學發展取位,致力於培養

適應國家和地方經濟、文化、教育事業以及人才市場需求的複合型翻譯人才,聚焦翻譯專業與其他國際化專

業的跨學科融合與發展,構建、發展和不斷完善「翻譯+專業+技術」三位一體的複合型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在

新時代為「一帶一路」國家戰略需求與數位化轉型升級背景下創新強市、人才強市地方戰略需求提供人才

支撐。

(二)
 

以核心素養為載體,創優「四化融合」的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體系

通過「四化融合」,即培養目標職業化、課程設置體系化、師資隊伍合理化、教學模式數智化,有效推動獨

立學院在人工智能和轉型背景下高質量發展,實施獨立學院差異化競爭和錯位成長戰略。 特別是以培養翻

譯人才核心素養為載體,擺脫單一外語專業建設與發展的僵化束縛,持續探究跨專業跨學科課程的建設、拓

展和優化的內在邏輯與客觀規律,並將其運用到翻譯專業發展路徑的創設中,進而激發翻譯專業複合型人

才培養的強大內生動力,做實做細翻譯專業特色實踐能力培養,打造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戰略的地方特

色,突出獨立學院人才培養戰略的分類發展導向,真正啟動獨立學院相對優勢突出的翻譯專業核心課程的

存量資源。

(三)
 

以技術環境為依託,優化和推廣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模式

翻譯技術貫徹翻譯教學始終,涵蓋了完成翻譯所需的全部技術,包括翻譯前到翻譯後的所有輔助工具。

然而,培養翻譯人才的技術能力不僅僅是教他們如何使用這些工具,還旨在使翻譯人才和翻譯技術都能夠

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並將它們結合起來,實現品質、速度和效率的最佳整合。 現代譯者翻譯技術能力主要

包括電腦基本技能、資訊檢索能力、CAT 工具應用能力、術語能力和譯後編輯能力⑦。 獨立學院應以人工智

能時代的技術環境為依託,加大軟硬體投入,使學生學會如何優化組合、有效利用各種翻譯技術工具,獲取、

判斷、取捨相關資訊,「持續探索新技術與教學的有機融合途徑,最大程度上使用各種新技術為教學賦能」 ⑧。

為了使學生能夠自如地應對未來翻譯技術的發展,翻譯技術能力的培養不能一成不變,而是需要不斷適應

翻譯過程技術化。 只有以技術環境為依託,為學生提供最真實的翻譯環境和技術支撐,才能使學生真正習

得翻譯技術,體驗翻譯過程各個流程。 因此,為了實現協同培養,獨立學院需要建立翻譯技術平臺並提供相

關資源保障,且該平臺應涵蓋整個翻譯和專案管理流程,加強政產學研多方協同合作,彙集實訓實踐資源,

實現產教融合和聯合培養。

891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五、
 

結語

語言服務人才的培養對建設國家語言能力和提高國家競爭力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⑨。 外語教育界不僅

要繼續呼籲語言服務的重要性,更要讓社會理解培養高端翻譯人才所花費的巨大成本,進而尊重和珍惜翻

譯人才⑩。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發展,語言服務公司不斷細化不同崗位翻譯人才的能力和要求,翻譯服務

產業結構和技術也在日益更迭,因此人工智能時代翻譯人才培養革新已勢在必行。 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

養應以語言服務為導向,以核心素養為載體,以技術環境為依託,立足國家戰略和地方發展的現實需求,努

力實現傳統翻譯能力與翻譯技術能力的有機融合,構建「翻譯+專業+技術」三位一體的複合型翻譯人才培養

模式,創優「四化融合」的獨立學院翻譯人才培養體系,力求培養出更多適應地方發展和時代脈搏的高素質

現代語言服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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