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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从联络口译的特点和定位出发，以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为目的，探讨引入联络口译第二课

堂，希望弥补传统的口译课堂时间不足、互动有限、学生主动性欠缺等问题，满足联络口译课堂对于情

景教学和互动教学的高需求，同时保证学生有充分的自主学习时间和个性化的学习进度。 
 

关键词 

联络口译，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第二课堂 
 

 

Second Classroom in Teaching Liaison  
Interpreting 

Kangping W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and Law, Beijing 
 
Received: Nov. 15th, 2024; accepted: Dec. 12th, 2024; published: Dec. 20th, 2024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roduction of a second classroom for liaison interpreting cour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and positioning of liaison interpreting. With a focus on student-
centered learning, it seeks to address common challenges in traditional interpreting classes, such 
as insufficient class time, limited interaction, and a lack of student initiative. The second classroom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high demand for situational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in liaison interpreting, 
while ensuring that students have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can progress 
at an individualized 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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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译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技能，要求学生具备深厚的双语基础、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然而，传统的课堂教学往往受到时间和场地的限制，无法满足学生对口译技能深入练习的需求。特别是

在联络口译这一阶段，课堂上仅凭教师讲解和学生的有限实操，很难让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的训练。

因此，有必要将学习延展至第二课堂，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灵活的时间安排，提供更多的练习机会

和自主学习空间。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联络口译的课程改革，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效结合，提升

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发展。 

2. 第二课堂 

口译是一种专业性非常强的技能，要求译员具备良好的双语水平和口译技巧，这需要大量的训练来

提高，而传统的课堂通常时间非常有限，大部分学校在二年级开始引入口译课程，一学期 16 或 18 周，

一周一次课，一次课 1.5 小时。根据笔者的经验，口译的练习从背景介绍、词汇讲解，播放材料，学生翻

译，听学生录音，讲解翻译，通常一次课只能听译 5~10 分钟的材料。这样的练习量对于学生是远远不够

的，因而非常有必要探索如何将口译学习延伸到传统课堂之外，进入第二课堂之中。鲍川运[1]就指出，

目标过高，课时不够，是大学本科口译教学的一个突出矛盾，有必要对大学口译课的教学进行认真的探

讨。 
第二课堂，通常指在传统课堂(可称为第一课堂)之外，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的教学活动。第二课堂是

第一课堂的延伸，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有效地利用技术手段开展形式灵活多样的第二课

堂，能赋予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更大的空间，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实现个性化学习。目前，第二课堂

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阶段各个学科的教学之中，取得不少的显著成果。陈玲[2]、王绍钦[3]等学者都

对在英语教学中开展第二课程的作用和现状等进行了研究。 
如上所述，传统口译课堂的时间非常有限，而口译教学的任务不仅仅只是教师传授口译技能，还需

要通过场景模拟让学生建立口译思维和口译习惯，通过大量重复练习让学生内化口译思维和相关口译技

能。这时候就有必要将一些任务转移到第二课堂进行，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口译教学。组织有效的第二

课堂能够打破传统课堂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学生发挥主动性，更好地按需学习，并将第一课堂的中心

转向学生，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而联络口译课程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该课程非常适合开展第二

课堂。 
一些学者对于口译引入第二课堂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如孔晓[4]从学习共同体视角提出了口译第二

课堂构建的必要性，任岳涛、王立平[5]提出了采用“第二课堂锻炼，第一课堂总结”的教学模式。但对

于联络口译教学中如何开展的实证研究还不多。 

3. 联络口译的特点和定位 

詹成[6]指出，对于联络口译的内涵，口译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是，联络口译发生在以日常交流活动为

主的场合中，是一种面对面的沟通形式，所涉及的人数往往较少，它主要是用来区别于“会议口译”。联

络口译更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交流，涉及面广泛，如接送来宾、日程安排、商务访问、旅游接待等。因

而联络口译对于译员知识领域、综合素质、应变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的要求非常高。这就要求联络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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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设计需要有别于传统的会议口译课程，应该更注意培养学生的翻译意识、相关知识和交际沟通能

力。现实中，一些能够进行正式会议翻译的译员不一定能够胜任交际性非常强的联络口译场合，因而研

究联络口译的特殊性对于培养合格的联络口译人员，完成各种国际交流中的联络口译任务有着相当重要

的作用。 
王斌华[7]指出，作为口译的入门课程，同时也是交替传译的先行课程，联络口译与交替传译之间不

仅仅只是难度的差异。传统的交替传译教学通常以口译技巧为导向，包括以口译为目标的听辨理解技巧、

短期记忆技巧、口译笔记技巧、重组表达技巧和多重任务技巧等。鉴于以上对联络口译的内涵的分析，

联络口译课程不应该只是这些技能的初级培训。联络口译的使用场景决定了它和一般(会议)交替口译的

差异主要在于其专题知识的多样性以及交际沟通能力和翻译意识的重要性，而非以上这些口译技能(虽然

这些技能也可以在联络口译练习的过程中得到训练)。因而在联络口译课程的安排上尤其要注意这一原则，

课程的教学重点不能局限在语言信息层面，而要重视非语言性质的沟通能力。传统的联络口译教学模式

中，训练过程缺乏交际场景构建，学生的理解和表达常常局限在语言文字表层，忽视交际现场非语言因

素对口译活动的影响，导致口译过程僵化不灵活，一遇到棘手的问题学生译员容易现场“翻车”。同时，

对于课程结果的传统评价机制过于注重语言质量，而忽略了交际策略这一联络口译最重要的方面，也是

联络口译教学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4.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传统口译课堂教学方式通常为教师播放音像材料，学生进行口译的同时录音，教师播放录音并对学

生的翻译进行评论。这种课堂方式虽然能够有效地训练学生诸如记忆、笔记、互译等基础技能，但对于

口译场景的重建和学生主动性的激发作用非常有限。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源于美国，1969 年，卡尔–罗杰斯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他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教学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围绕着学生进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的是情

景的创设者、技能的指导者、教学中的互动者。该理念在中国的英语教学中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诸多学者纷纷强调了教育观念转变的必要性，强调摒弃“课堂、教师、教材”这三个“老中心”，强调学

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5. 以学生为中心的联络口译教学 

基于以上对联络口译特点和定位的分析，和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的强调，笔者认为针对口译教学，

应该同时开展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并赋予两个课堂不同的任务重点，让两者分别发挥不同作用，助力

学生的口译学习。其中，第一课堂即传统的线下课堂，是一个学生和老师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面对面交

流的重要机会，重点应该放在对学生的启发教学，和对交流场景的模拟，让学生有更多表达自己的机会。

而其它一些如译前准备工作、重复性练习任务以及记忆任务可以通过第二课堂的形式进行。 
笔者按照传统方式进行联络口译教学，流程通常为：第一步，教师介绍本节课的口译主题，如商务

宴请，讲解相关词汇。第二步，学生进行单句互译练习，教师对学生的译文进行点评；第三步，播放实战

口译录音让学生组队进行对话口译；第四步，做一些相关主题的英文听力材料。经过几年的授课总结出

以下问题：1) 单词在课堂上记忆和讲解占用太长时间，且学生被动记忆积极性不高而且效果不好；2) 单
句练习时学生无法摆脱找词的惯性和対译的思维局限，教师陷入翻译教学而非教学翻译的困境；3) 播放

对话录音让学生脱离对话的语境，过于重视原文的字词句型而不敢越雷池半步，没有办法实现交际场景

的重现，无法有效地练习临场发挥的能力。4) 不同学生对听力材料的难度感受不一，无法实现个性化学

习。5) 以上任务无法在两个课时内完成，如果课上四个小时内完成以上任务，学生会感觉教师满堂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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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发挥学习的主动性。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决定进行联络口译课程的改革，引入第二课堂，结合联络口译的特点，激发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 

5.1. 译前准备 

以“饮食宴请”一单元为例，以学生为中心的译前准备不应该只是学生被动地记忆一些相关的菜名

的英文翻译，如果在课上完成该项任务也非常占用时间，且效果不明显。基于上述思路的转变，笔者将

该任务交给学生在课下完成，学生每两人一组，负责一道菜，需要学生合作找到该菜的菜谱中英文表达，

并负责总结相关词汇并记忆相关词汇。每一组同学虽然只负责一道菜，能够获取的知识有限，但是本科

阶段的联络口译不在乎词汇量有多广，而过多地是熟悉译前准备的流程和建立翻译思维。该任务完全由

学生自主完成，据统计平均需要 40 分钟。 

5.2. 对话场景模拟 

挑选一组(根据时间也可以分为两组)同学根据菜谱编成一段中英文对话(其中一定要设计一两个“拦

路虎”)，在课堂上进行对话，一人使用中文一人使用英文，随机请一位学生进行现场翻译。如果条件允

许可以录像，然后对录像进行回放，分析译员的表现(包括举止，语言、沟通效果等等)。对难点部分进行

重点分析，全班同学进行头脑风暴，在不查询资料的情况下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如在笔者课堂上的一次

模拟过程中，关于做菜的一道工序“滚刀”的翻译出现了困难，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下面对面的交流会鼓

励学生跳出翻译必须找到对应词的思维枷锁，现场学生可以非常自然地用动作将这一词准确地表达出来，

甚至无需用词语来表达。在头脑风暴的时候，同学们对这个词的解释也非常丰富多样，例如“roll it when 
you cut it”、“keep pushing it when you chop it”等等。同时，准备材料的学生在已经提前准备过的情况

下，对材料的翻译进行分析，对译者的表现进行评价。 

5.3. 对译练习 

联络口译中更加强调沟通交流的部分，但基本的対译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包括记忆力、英汉互译

还有速度等等。这些可以在课上进行比较耗时，且互动性不强，课上进行录音播放录音进行讲解能够覆

盖的学生面也有限。因此笔者将这一环节交给学生在第二课堂里进行组队练习。具体方式如下。单句部

分：互相念单句，轮流进行翻译，全程进行录像，视频最终上交到学习平台，由教师抽查完成情况；对话

部分：播放录音，两人一组负责分别翻译中文和英文部分，同样需要录像和提交视频文件由教师抽查。

此外，对于这一部分，首先，笔者在每一次线下课堂都会进行相关句子翻译的考查，以督促学生在课下

进行相关词汇和句型的记忆。其次，对于练习和参考译文中出现的一些常用口译词汇，教师会在线下课

堂上进行讲解，加深学生的理解。 

5.4. 听力训练 

对于联络口译阶段是否需要进行听力的训练，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虽然目前大部分联络口译课本

和课程安排都没有涉及到听力部分，但根据笔者的长期的教学经验，对于本科(甚至 MTI)学生，口译最大

的难点是听力。在整个本科阶段英语听力的练习都不应该间断，但显然联络口译课程主要强调的对话对

于听力的训练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专门进行听力的训练，作为一般听力课程和基础口译课程之间的过

渡。联络口译中的听力应该更多地关注不同的主题材料，可以听和联络口译主题匹配的相关内容。如饮

食文化、旅游景点介绍、产品介绍等等。此外，听力课堂组织困难主要的原因在于学生听力水平参差不

齐，其影响远远高于阅读水平和词汇水平对笔译或中译英口译的影响。传统的口译课堂里，英文听力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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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难度过低无法调动高水平学生的积极性，过高则会使听力水平相对较弱的学生整堂课都处于被打击

的状态。因此笔者的改革方法是，将听力部分转移至第二课堂，根据学生听力水平不同，给予 A、B 两种

难度不同的听力材料以及相关词汇。学生在熟记相关词汇之后自行进行听力复述练习，并同时进行录音。

录音提交到相关学习平台上由教师抽查。 

5.5. 听力场景模拟 

要求学生根据本单元听力材料的内容进行改写，形成一篇短演讲稿在课上做展示，其他同学对内容

进行口译。因为学生的口语能力限制，本任务主要目标不是训练听力，而主要是专业词汇(如饮食文化)和
记忆力训练，因此要求学生改写的内容更加专业。 

5.6. 改革后的课程框架结构 

针对一个单元，安排 1.5 小时第一课堂，1.5 小时第二课堂(见表 1)。 
 

Table 1. Framework of the course arrangements 
表 1. 联络口译课程框架 

课堂性质 任务 课时(分钟) 

第一课堂 

对话模拟 45 

听力场景模拟 25 

讲解单元词汇 10 

対译测试 10 

第二课堂 
组对进行单句和对话口译 45 

(分层)听力复述练习 30 
组对进行译前准备对话 15 

作业 
记忆相关対译练习材料译文  
学习其他同学提交的材料  

 
改革后的课程评价体系也将以过程为主，对每个过程中的任务打分，而非依靠一次性的测试成绩。 

6. 结语 

通过引入第二课堂，能够有效地弥补传统的口译课堂时间不足、互动有限、学生主动性欠缺等缺陷，

满足联络口译课堂对于情景教学和互动教学的高需求，同时保证学生有充分的自主学习时间和个性化的

学习进度。而针对相应的评价方式亦应进行改革，兼顾对传统课堂和第二课堂效果的共同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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