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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
 

practical
 

graduation
 

thesis
 

is
 

well-suited
 

to
 

the
 

objective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s
 

are
 

proven
 

to
 

be
 

an
 

effective
 

form
 

for
 

English
 

majors
 

as
 

a
 

graduation
 

thesis.
 

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coupled
 

with
 

surveys
 

of
 

both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many
 

problems
 

are
 

identified.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enhancements
 

in
 

three
 

key
 

areas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guidance
 

process 
 

and
 

the
 

translation
 

report
 

itself.
 

It
 

is
 

aime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evolution
 

of
 

practical
 

graduation
 

thesis
 

and
 

offer
 

insights
 

into
 

comparable
 

institutions
 

by
 

elevating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s
 

and
 

foster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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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型本科英語類專業翻譯實踐報告的問題與對策
———以廣州商學院為例

李　 燕

廣州商學院

摘　 要:實踐類畢業論文契合應用型本科高校的培養目標,其中翻譯實踐報告已成為英語類專業行之有效的實踐

類畢業論文模式。 分析研究近 3 年的翻譯實踐報告及師生問卷調查顯示,該模式存在諸多問題。 因此,本研究從

評價體系、指導過程和翻譯報告三個方面提出改進措施,旨在提升翻譯實踐報告質量,培養學生思辨能力,促進實

踐類畢業論文良性發展,為同類院校提供借鑒。

關鍵詞:應用型本科;英語類專業;翻譯實踐報告

基金項目:2024 年教育部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基於 VR 技術的高校英語擬直播系統設計應用(231107235244651);

2024 年廣州商學院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英語類專業實踐型畢業論文質量體系構建與應用研究(2024JXGG21)

一、
 

引言

教育部 2018 年頒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標準》明確規定畢業論文可採取學術論文、

翻譯作品、實踐報告、調研報告和案例分析等多種形式①。 應用型本科以適應社會需求為宗旨,培養高級應

用型人才。 實踐類畢業論文選題源於實踐,利於應用能力的培養,也更加契合應用型高校的人培目標。 實

踐類畢業論文鼓勵學生通過實踐掌握知識熟練技能,有利於培養思辨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 同時能

夠將畢業論文與個人興趣愛好、個人優勢和未來發展的需要相結合,從而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積極性和

增強畢業論文寫作動機,滿足當今社會對英語類專業外語知識能力素質多樣化的現實需求。

英語類專業畢業論文也隨之進行改革,除學術論文外,可採用翻譯實踐報告和商務實踐報告等形式的

實踐類畢業論文(設計)。 商務實踐報告要求將商務知識與實踐技能相結合。 鼓勵學生關注社會熱點,立足

企業和社會,利用創新思維,深入企業調查研究,學習和總結企業經營理念和管理模式,為商業難題探索有

效的創新解決方案。 英語專業和翻譯專業在商務方面的課程不多,學生的商務背景知識和商務技能欠缺,
從每年的選題來看選擇商務實踐報告作為畢業論文形式的絕大多數是商務英語專業。 而翻譯實踐報告強

調語言的實踐運用,以及實踐過程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的訓練,適合英語類所有專

業。 因此翻譯實踐報告成為英語類專業實踐型畢業論文的首選。 本文中實踐類畢業論文形式主要指翻譯

實踐報告。
本研究以廣州商學院為例,研究近 3 年外國語學院英語類專業畢業生完成的翻譯實踐報告,結合對

2024 屆撰寫翻譯實踐報告的英語類專業學生和指導教師的問卷調查,總結該模式存在問題、探究原因並提

出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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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翻譯實踐報告相關研究

在 MTI 層面,翻譯實踐報告的研究成果豐碩。 2011 年,有學者探討翻譯碩士「翻譯述評」的寫作模式,
闡述了該模式的概念、常規方式、方法和規則,並展示了具體案例②。 隨後提出了包括翻譯實踐報告在內的

五種 MTI 學位論文形式並提供參考模版③。 接下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翻譯實踐報告。 基於 MTI 翻譯實

踐報告的問題和培養方案,提出了提高翻譯實踐報告質量的基本對策④,分析 MTI 翻譯實踐報告選題的問題

並提出了改進建議⑤,指出 MTI 翻譯實踐報告中的問題,提出 CEA 翻譯分析框架⑥,對 MTI 畢業論文評價體

系提出了修改建議,擬制了翻譯實踐報告評閱表⑦。 結合 MTI 學位論文的五種形式和德國功能翻譯理論,基
於 CEA 框架為翻譯實踐報告設計了新的參考框架⑧。 相關研究涉及翻譯實踐報告的實施方案、選題、理論

框架、分析框架、評價體系等各個方面。
在本科層面,有些學者提出了翻譯實踐報告的操作流程和翻譯報告框架結構。 將英語專業本科畢業論

文改革為教育、翻譯、旅遊和商務四大專題任務,討論了論文寫作各個環節突出實踐性和應用性的具體操作

流程和良好成效⑨,採用案例分析了翻譯實踐報告的基本框架、寫作理據和主要內容⑩,分析了本校英語專業

試點開展以社會實踐報告和翻譯實踐報告為主的實踐型畢業論文改革探索,效果良好。 還有學者對本科

英語專業、商務英語專業、翻譯專業翻譯實踐報告的實施情況進行調研,總結實施過程中的問題並提出相應

對策。 學者们的研究認為翻譯報告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畢業論文模式,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但質量需要

提高。
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翻譯實踐報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譯碩士層面,涉及到翻譯實踐報告的多個維度。

其次,雖然借鑒了國外的實踐性研究和國內翻譯碩士學位論文模式,翻譯實踐報告契合應用型高校的定位和培

養目標,可以作為英語類專業切實可行的畢業論文模式,且有些院校的實施效果良好,但仍存在很多問題,且對

於本科層次英語類專業翻譯實踐報告實施過程中的具體問題以及改進措施的探討仍需繼續深入。

三、
 

翻譯實踐報告的實施

本校外國語學院自 2011 年翻譯實踐報告實施以來,基本未做出較大的修訂。 具體實施要求規定翻譯實

踐報告可分為筆譯、口譯實踐報告。 口筆譯實踐報告均包括翻譯實踐和實踐報告兩部分。 翻譯實踐分為筆

譯和口譯實踐,筆譯實踐要求學生在導師指導下完成一項不少於 4000 字 / 詞的中譯英或英譯中翻譯實踐

(項目);口譯實踐要求學生在導師指導下完成中譯英、英譯中實踐活動(項目),並進行現場錄音。 翻譯實踐

所選原文本應無政治性錯誤,不違反現行國家法律、公民道德及社會良風美俗的要求;應為正式出版機構公

開發行的合法出版物,如書籍、報刊等,或各企事業單位以印刷或者互聯網等形式正式對外公佈的材料等。
選材上結合畢業生就業方向鼓勵學生選取以商務經貿等實用性材料為主,兼顧文學、文化、語言等領域。 實

踐報告要求學生基於口筆譯實踐撰寫一篇不少於 3000 字 / 詞的翻譯實踐報告,內容須包括任務描述、翻譯過

程、翻譯中出現的主要問題、典型譯例分析、翻譯理論與技巧的運用和基於翻譯問題的實踐總結等。
本校外國語學院英語類專業目前有英語和商務英語兩個專業,畢業論文有學術論文、翻譯實踐報告和

商務實踐報告三種形式。 2021—2023 年實踐類畢業論文(翻譯實踐報告和商務實踐報告)佔比均超過 60%,
遠高於學術論文。 其中翻譯實踐報告每年均為 40%左右,2023 屆更是高達 58. 95%,表明學生對實踐類畢業

論文形式接受度很高,特別是翻譯實踐報告。 顯然,實踐類畢業論文已代替學術論文成為我校英語類專業

畢業論文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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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總人數 學術論文人數 商務實踐報告 翻譯實踐報告

2021 屆 390 145(37. 18%) 65(16. 67%) 180(46. 15%)

2022 屆 276 102(36. 96%) 55(19. 93%) 119(43. 12%)

2023 屆 765 187(24. 44%) 127(16. 60%) 451(58. 95%)

英語類專業 2021 年—2023 年畢業論文形式匯總

四、
 

翻譯實踐報告的主要問題

(一)
 

評價體系不完善

首先,評價主體單一。 畢業論文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但本校制定評價標準的是教務處,指導、評
審和答辯教師只能按照下發的評分標準評分。 評價主體為畢業論文管理部門、指導評審和答辯教師,缺乏

專業人士或行業人士來評價學生翻譯實踐報告的專業性和應用性,更沒有論文寫作主體學生的參與。 其

次,評價對象不全面。 目前的評價對象只是學生,沒有覆蓋到對指導、評審和答辯教師和相關管理部門的評價。
另外,評價內容不系統。 目前的評分點較多關注翻譯實踐報告,翻譯實踐的評價不足。 過多注重論文結果的評

價,對論文寫作過程評價欠缺。 最後,評價標準單一,可操作性弱。 由於翻譯實踐報告定位不清,而且只有一套

實施標準,一套評分標準,導致可操作性差,實施過程中教師的主觀性較強,各自為政,差異較大。

(二)
 

重理論輕實踐

實踐類畢業論文本應強調實踐性和應用性,但在翻譯實踐報告指導、評審過程中重翻譯報告輕翻譯實

踐。 首先,目前翻譯實踐報告的評分標準重理論輕實踐。 一方面評分標準過多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如沒有

理論一票否決,案例分析未能結合或較好結合理論的很大程度不通過等現實情況。 另一方面,近 3 年的翻譯

實踐報告質量標準中譯文的佔比均為 30%左右,翻譯報告的佔比在 40%-45%之間,翻譯實踐的比重遠遠低

於實踐報告。 其次,多年來學術論文寫作一直是外語類專業畢業論文的唯一形式,指導(評審)教師的觀念

有較大差異。 有些指導(評審)教師繼續堅持學術論文寫作的標準和指導方式,強調文獻綜述和理論分析

等。 最後,由於翻譯實踐報告有翻譯實踐和實踐報告兩個部分,大多數超過一萬字詞,教師們的指導和評審

工作量巨大。 有些老師在指導和評審時僅指導和評審翻譯報告,忽略翻譯實踐。 由於實踐類畢業論文定位

不清晰,導致學生實踐類畢業論文學術化,缺乏實踐性和應用性,指導、評審的標準不一,這些都嚴重影響實

踐類畢業論文的整體質量。

(三)
 

翻譯技術能力弱

翻譯技術被廣泛使用,學生在做翻譯實踐過程中也在使用翻譯技術。 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 97. 3%的學

生借助了翻譯軟件或平台,其中 47. 3%的學生使用了兩種以上。 交談中得知學生主要是借助翻譯軟件進行

翻譯和語法檢查,其他的功能基本沒有涉及到。 50. 69%的學生認為,翻譯軟件的幫助一般,6. 94%的學生認

為翻譯軟件的幫助效果很好。 可以看出學生對翻譯技術的理解和運用都很有限,還不能充分有效使用翻譯

技術來提高翻譯的質量,與目前的職業要求還存在差距。 在指導教師的問卷調查中發現,78. 26%的受訪者

不是筆譯或口譯專業,34. 78%的受訪教師沒有翻譯實踐經驗,52. 18%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翻譯技術能力有

所欠缺。 指導教師自身翻譯技術能力較弱或者不熟練,就無法在翻譯實踐報告指导中引導學生使用翻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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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也無法對學生在譯後校對上給出及時、有效的指導。

(四)
 

同質化嚴重

首先,翻譯實踐形式單一。 根据翻譯實踐報告实施要求,翻譯實踐報告從翻譯形式上可分為口譯實踐

報告和筆譯實踐報告,但從近 3 年的選題匯總來看,總計翻譯實踐報告 750 篇均為筆譯實踐報告,無口譯實

踐報告,且全部來自翻譯實踐,無真實翻譯項目。 其次,翻譯報告模式單一。 2021 年-2023 年翻譯綜合報告

佔比 78. 4%,專題報告為 21. 6%。 綜合報告和專題報告的主要內容包括翻譯任務描述、譯前準備、翻譯過

程、翻譯重難點以及解決方案、翻譯經驗總結。 綜合報告和專題報告不同在於,綜合報告是對譯者翻譯行為

過程的總結,對整個翻譯過程遇到的重難點的分析和解決,如詞彙、句法和篇章層面重難點。 專題報告則是

對某類問題進行研究,如平行結構翻譯、四字詞翻譯、冗余信息翻譯等,並提出解決方案並為此類問題的翻

譯提供參考。 有些翻譯實踐報告章標題無差異,甚至節標題無差別。 再次,研究問題重復嚴重。 研究問題

主要集中在對文本層面的詞和句子的分析。 詞的層面多是文化負載詞、術語以及四字詞的翻譯等,句子層

面多是長難句、定語從句、流水句、無主句的翻譯問題。 最後,翻譯理論運用趨同。 學生所使用的翻譯理論

多為目的論、功能對等理論和交際翻譯理論。 綜合上述原因,導致同質化嚴重,與往屆的重復率也會提高,
非常不利於翻譯實踐報告質量的提升和長期的發展。

(五)
 

問題意識薄弱
 

問題意識即發現問題的能力,畢業論文的根本原則就是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翻譯實踐報

告中缺乏問題意識的情況比較典型。 首先,論文題目未凸顯研究問題。 近 3 年翻譯實踐報告共計 750 篇,其
中 588 篇(78. 4%)的論文題目採用「《書名 / 篇名》(節選或第 X 節-X 節)翻譯實踐報告」結構。 僅 21. 6%的

論文在題目中明確了研究問題,如:「散文類文本中平行結構的翻譯—《書名 / 篇名》(節選)翻譯實踐報告」、
「插入成分的翻譯—《書名 / 篇名》 (第 X-X 章)翻譯實踐報告」。 其次,翻譯實踐報告中需對翻譯過程的重

點、難點進行分類整理、歸納總結,然後根據所學的翻譯知識將翻譯問題的實質表述出來,而不是停留在翻

譯難點的表面形式,即某個詞或某句話的翻譯。 問卷調查的結果也表明,71. 53%的學生提出擬解決翻譯重

難點是開題時遇到的主要困難,撰寫翻譯實踐報告時仍有 49. 31%的學生找不出典型翻譯問題。 且從近些

年的情況來看,即便有些學生翻譯實踐完成較好,但對於研究問題卻一籌莫展。

(六)
 

思辨技能欠缺

思辨能力層級中有三大技能:分析、推理和評價。 這些思辨技能貫穿翻譯實踐報告全過程。 首先,論
文從選題開始就需要對資料進行查閱、檢索等。 56. 94%學生反饋文獻資料的查找有困難。 對文獻資料的可

靠性和權威性辨別能力弱,如有些文獻來源是百度百科、小紅書的無署名作者,文獻資料的可靠性令人質

疑,且缺乏學術規範性。 其次,文獻資料的分析篩選能力弱。 45. 83%的學生在文獻資料的歸類、歸納和篩選

存在問題,使得引用文獻適切性和相關性不強。 再次,重復例證和循環論證,使得論證淺顯無力。 案例分析

部分給出多個例證,但均屬於同一類型的例證,導致分析膚淺且片面。 接著,大部分翻譯報告中分析論證部

分與所運用的翻譯理論相關性弱。 翻譯實踐報告中介紹了翻譯理論,但是在論證分析部分完全不提及翻譯

理論,也有的將翻譯理論「硬塞」進分析論證部分,不管是採用哪種翻譯方法或技巧都加一句「根據 XX 翻譯

理論」,使得論證部分缺乏邏輯性和連貫性。 最後,總結部分泛泛而談,並未針對整個翻譯實踐過程進行總結

和評價。 如有些學生不是針對自己的翻譯實踐中的重難點和如何處理重難點進行總結的,而是泛泛地寫「譯前

準備很重要」、「翻譯過程很艱難」、「譯後校對要細緻」,建議「加強中英雙語的理解……」等類似的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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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升翻譯實踐報告質量的路徑

翻譯實踐報告的評價體系、教師指導和寫作都存在問題,改進措施也因多管齊下。 首先完善和優化評

價體系,然後在指導過程中學院管理者、評審答辯教師和指導教師要統一指導思想,不斷提高指導和評審能

力。 翻譯實踐和翻譯報告也需要突破長久以來的單一模式,同時強化學生問題意識和訓練思辨能力來增強

翻譯報告的邏輯性和讓論證具有深度和廣度。

(一)
 

優化評價體系

畢業論文評價標準是提高論文整體水平和質量以及強化論文指導過程管理和指導規範的保障。 首

先,評價主體多元化。 指導教師和評審教師是對論文要求和論文流程以及專業要求和學生情況最熟悉的,
但卻被排除在畢業論文評價標準制定之外。 翻譯實踐報告重在實踐性和應用性,但是指導、評審以及答辯

教師中真正具有翻譯經驗的教師數量並不多,行業人士能夠更好的從崗位需求和市場需求的角度做出與時

俱進的評價。 企業在應用型高校的人才培養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因此為了對實踐性論文的實踐性和

應用性做出專業的評判,應邀請行業人士參與實踐性論文評價標準的制定。 構成校方、企業、指導、評審以

及答辯教師,,構成四位一體的多元化評價主體。 第二,評價對象全面化。 畢業論文的評價對象應涵蓋所有

參與各方。 除了學生,指導教師、評審和答辯教師以及學院和畢業論文的管理方都應該是評價對象,才能實

現全面質量管理不脫節。 第三,評價過程化。 一方面,選題、開題、審題、寫作、修改、答辯,整個論文過程全

過程管理,扎扎實實按要求完成每一個環節,避免形式主義。 另一方面應注重整個論文寫作過程中學生的

表現,而不僅僅是最終的成果。 畢業論文寫作歷經 7 個月,學生寫作態度、階段任務完成情況、獨立思考能

力、配合程度、小組合作中的貢獻等等,都應該是評價內容的組成部分。 第四,評價標準動態化。 既然翻譯

報告可以有多種形式,評價標準也需要做靈活調整,而不是固定不變,生搬硬套一套評價標準。 每一年畢業

論文工作完成後,可通過問卷和座談會形式收集教師和學生以及各層論文管理方的反饋,根據每年的具體

情況不斷優化評價體系。
 

(二)
 

強調實踐性應用性

一方面,指導教師應讓學生明確實踐類畢業論文與學術論文的區別。 應用型本科旨在培養高級應用型

人才,注重實踐能力和應用能力,在課程設置上理論較少,知識和技能型課程較多。 翻譯實踐報告屬於專業

寫作中的技術寫作,強調職業性、專業性和應用性,同時遵守基本的學術規範。 理論框架不是翻譯實踐報

告的必備內容。 如果要展示翻譯實踐報告的理論性,可在案例分析部分根據實際需求選用適當的理論,但
應避免理論誤用和「理論實踐兩張皮」的情況。 另外,翻譯實踐報告的重點是對個人翻譯實踐的分析和總

結,純理性分析和理論分析均可。 既然研究生翻譯實踐報告都沒有對理論的硬性規定,對於應用性本科高

校畢業論文就更加不必強求。 具體情況可結合學生的理論基礎以及指導教師的研究專長,同時需要注意的

是理論框架要和學術性研究論文有所區別,避免實踐類論文學術化。
另一方面,在畢業論文評價體系中,翻譯實踐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 首先評分標準作為指向標應該體

現出對翻譯實踐的重視。 翻譯報告以翻譯實踐為基礎,翻譯實踐比例應為 50%-60%。 翻譯實踐的評分細則

應細化,例如將目前籠統的描述改為分檔評分,並配套給出範例。 在這一體系下,指導教師應注重對學生翻

譯實踐的指導。 學生往往很難發現自己翻譯和軟件翻譯中的問題,需要指導老師幫助學生指出並一同商討

修改方案,一方面加強學生的翻譯實踐能力,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最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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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老師在評審過程中也要關注譯文的質量,並給出相應的評語,如有必要還應給出修改意見。

(三)
 

培養翻譯技術能力

翻譯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翻譯的速度且降低經濟成本,目前似乎已經進入了「無技術不翻譯」的時

代。 鼓勵指導教師積累翻譯實踐經驗,熟練使用翻譯技術。 翻譯實踐報告的指導教師隊伍中,有翻譯實踐

經驗的教師少之又少,只有不間斷地進行翻譯實踐,才能跟上時代腳步和技術的發展,提升自身的翻譯技術

能力,才能培養學生翻譯技術能力。 其次,翻譯實踐需要對比分析平行文本、製作術語表、譯文原文對齊以

及語法檢查等都可以通過翻譯軟件或平台來實現。 鼓勵學生善用翻譯平台或軟件,做好譯後編輯,提高翻

譯的速度和質量。 但同時指導學生絕不能完全依賴翻譯技術,而是基於翻譯技術的輔助進行譯後編輯,提
升翻譯的質量和學生譯者的職業素養。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翻譯技術在科技文本和日常對話翻譯方

面有出色的表現,但對於文化或情感負載信息較多的文本翻譯表現欠佳。 因此要注意翻譯技術倫理,以保

證譯文的可靠性和忠實性。

(四)
 

翻譯實踐形式多樣化

研究問題來源於實踐,從實際問題出發。 這樣在避免同質化的同時,還能夠將畢業論文與學生的社會

實踐和實習經歷相結合,與真實的翻譯項目更接近,突出翻譯實踐報告的應用性和實踐性,也更加有利於培

養學生的職業素養。
除了目前單一的筆譯實踐,還有很多翻譯實踐形式。 英語專業畢業論文也可採用畢業設計形式,例如

「外語配音的視頻+設計製作實踐報告」。 學生錄制地方人文景觀、產品推介、涉外單位的英文介紹等,實踐

報告闡述製作動機、對象群體、技術手段、製作過程中發現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等。 既豐富了翻譯實踐

的來源,又結合了當下網絡直播的發展趨勢。 其次,可選擇內容積極向上的影視作品字幕為翻譯材料,實踐

報告闡述字幕翻譯整個過程、分析字幕翻譯的特點、技術手段,常用工具以及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並
總結相應的解決方案。 另外,有一些學生在廣交會期間為國外參展商或國內廠家做口譯,有的學生在一些

國際賽事或外事活動做志願者,有的同學做兼職翻譯,如果能獲得相關當事人的同意,也可將口譯材料作為

研究對象。 實踐報告描述口譯過程,重點分析口譯過程中遇到的典型性問題並解釋應對方法。 最後,依據

學校的自身特色和周邊資源開發真實翻譯項目。 學校有很多的商業合作夥伴和校企共建合作夥伴,很多中

英文材料也都需要翻譯。 可以將這類真實翻譯項目在學生中「競拍」,選擇優勝的學生翻譯團隊。 翻譯報告

可結合翻譯項目分工、項目組遇到的內外部困難,以及如何協調解決等方面的問題。 讓學生真正成為翻譯

實踐報告寫作的主體和責任人,將興趣愛好、社會實踐、實習項目或翻譯項目與畢業論文寫作結合起來,讓
學生分析和解決真實問題,而不是為了問題而去找問題、造問題。

(五)
 

翻譯報告模式多元化

翻譯報告基於翻譯實踐,多樣化的翻譯實踐,也會帶來與之相匹配的多元化的翻譯報告。 另外,翻譯報

告有綜合報告、專題報告、自評報告、互評報告和合作報告五種形式。 除了近些年本校英語類專業畢業生

常寫的綜合報告和專題報告,還可以鼓勵學生嘗試寫自評報告、互評報告和合作報告。 翻譯自評報告是指

參照某一評估標準或體系對個人翻譯實踐進行總結和評價,發現與標準原則一致的譯文和有失規範的譯

文,總結經驗教訓。 以評促學,提高自身翻譯實踐能力。 如果小組成員翻譯的是同一本書的不同章節的,
原文本類型與語言風格相同,這樣文本具有可比性,小組成員之間還可以選擇做翻譯互評報告,也就是說互

評報告的對象是其他成員的譯文。 學生可以通過評價同伴作品,加深對原文與譯文的對比分析,同時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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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的翻譯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 如果翻譯實踐來源於真實的翻譯項目,也可以指導學生做合作報告。 描述

整個翻譯項目的開展過程,重點描述項目如何分工、術語如何統一、項目小組所遇到的困難以及如何解決困

難。 不管做哪種模式的翻譯實踐報告,案例分析部分都是不置可否的重中之重。

(六)
 

強化問題意識

翻譯實踐報告作為畢業論文是本科教育階段的最後一個實踐教學環節,發現問題是實踐目標之一。 翻

譯實踐報告寫作中,學生面對的是真實的問題,發現問題就是要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教師可以按照以下步

驟提高學生的問題意識。 第一,區別研究問題和研究對象。 与学生交流中得知學生無法確定研究問題的首

要原因就是不知道什麼是研究問題,將研究問題和研究對象混為一談。 就翻譯報告而言,研究對象是所選

的翻譯原材料,如公司年報 / 財報、外宣材料、文學作品等。 研究問題就是在口筆譯過程中遇到的難點問題。
第二,分析他人研究問題,釐清研究邏輯。 讓每位學生根據所選翻譯原文本去查閱他人的翻譯實踐報告或

論文,然後選出 10 篇與小組成員分享。 教師則從學生查閱的文獻中挑選 2-3 篇進行分析。 在該階段教師

主要分析他人相關研究中的研究問題的提出、研究問題的討論以及研究問題的解決。 接下來小組討論後請

每組學生分析 1-2 篇他人研究。 第三,總結研究問題的特點,確定自己的研究問題。 經過前兩步的準備工

作,學生對研究問題有了大致的瞭解,再引導學生分析他人的研究問題,以及研究問題所涉及的方面。 研究

問題應具有明確性、挑戰性、典型性。 最終,結合所選的文本的主要特徵和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困難,確
定自己的研究問題,並重點分析解決方法。 在確定研究問題時,教師應提醒學生,確定 1-2 個典型性研究問

題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為佳,建議不超過 3 個,避免面面俱到和泛泛而談。

(七)
 

訓練學生的思辨技能

畢業論文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 特別是應用型本科的學生,理論基礎和研究能力相對薄弱,教師

的指導意義更是不言而喻。 問卷調查顯示 75%的學生在畢業論文遇到困難時會嚮導師求助。 多數學生希

望導師能夠在案例分析部分給予幫助,教師思辨式的指導和反饋能夠促進學生寫作過程中的分析、推理和

評價水平提升,能夠在完善論文的同時增強思辨能力。
論證分析是翻譯報告中最重要的部分,問卷調查反映 52. 7%的學生表示對案例分析感到很困惑。 教師

可採用以下方法,提升學生的論證分析能力。 首先,例證要充分且具有典型性和多樣性才能保證論證充分。
教師可要求學生將翻譯材料中出現的翻譯問題的所有案例全部找出來,然後按照問題類型分類,且每個類

別挑出至少兩個典型的案例,會比較有利於全面深入的開展論證分析。 其次,論證具有邏輯性和相關性才

能保證論證有力。 教師可根據案例分析三部曲指導學生開展論證分析,即分析例句指出問題-總結此類問題

常見解決方法-解釋本案中的具體解決方法。 如分析定語從句的翻譯時,先對例句中的定語從句進行語法結

構分析,指出理解或翻譯的難點,再根據文獻資料總結定語從句翻譯方法或技巧,最後結合例句的具體情況

選用合適的解決方法並解釋解決過程。 案例分析中應緊扣研究問題。 最後,翻譯實踐報告的結論應該是學

生的自我評價和經驗教訓的總結。 有不少學生在結論部分「無話可說」或者寫「套話」,教師可引導學生回顧整

個翻譯實踐過程,總結收穫和不足。 遇到了哪些問題,主要分析了哪些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並自主評價解

決問題的情況。 結論部分要針對自身翻譯實踐才能和翻譯實踐報告的其他部分融為一體,而且具有獨特性。

六、
 

結語

基於本校近 3 年翻譯實踐報告的分析研究以及對指導教師和學生開展的問卷調查發現,翻譯實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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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問題集中在評價體系、指導過程和翻譯實踐報告三個方面。 因此提出從評價主體、評價對象、評價過

程和評價標準全面優化評價體系;院校管理方、指導教師和評審教師應在整個論文流程中強調實踐性應用

性,突出實踐性畢業論文的特色;培養指導教師的翻譯技術能力,提高指導能力和效率。 翻譯實踐和翻譯報

告的類型也應多元化,結合學生的興趣、能力和發展方向;強化問題意識、訓練學生的思辨技能,提升學生的

思辨能力,為翻譯實踐報告提質。 如何提高教師的翻譯素養和翻譯技術來提高指導能力仍有待進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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