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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翻译技术更加成熟。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翻译市场对

翻译专业人才的翻译技术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技术能力以及改变翻译人才教学模式

迫在眉睫。高校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主场所，亟需转变和创新翻译人才培养模式，融入协同开放的翻译

教育互联网思维，深化技术赋能与学科融合理念，主动对接国家和地方战略，全力推进翻译专业在线数

字教育。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大背景下，构建对接职业化与市场化翻译人才培养的新体系，为培养符合时

代要求的翻译人才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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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increasingly develop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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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more matur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ket pose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and it 
is urgent to cultivate th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bility of translation talents as well as change the 
teaching mode of translation talents. As the main venue for cultivating translation tal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rgently need to transform and innovate the training mode for translation talents. 
They should integrate the collaborative and open Internet-based thinking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deepen the concepts of technology-empower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roactively align 
with national and local strategies, and fully promote the online digital education for translation ma-
jor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new system that caters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market-oriented translation talents, 
making modest efforts to cultivate translation talents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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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导向的技术冲击着各行各业。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
ligence，简称 AI)时代，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呈现跨界、人机协同等新特征，推动各领域智能化。

算力、算据、算法的突破让 AI 技术迅猛发展，引发全球行业颠覆性变革[1]，当下，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日

常生活。以沃尔玛为例，其机器人已替代部分非一线客服岗位等。自人工智能赋能机器翻译后，机器翻

译开启高速发展新阶段。如美国微软公司早在 2018 年便宣称，其研发的机器翻译系统于通用新闻汉译英

领域首次追平人类专业水准[2]。与此同时，现代语言服务市场不断壮大，翻译技术发展方兴未艾，成为

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翻译教学的新范式。翻译技术转向的出现，如同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等，

引发了一系列的翻译变革和群体性的理论焦虑，同时也为学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课题。身处技术蓬勃发

展的时代浪潮之中，若能厘清翻译技术转向所涵盖的基本概念，洞悉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深入剖析由此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那么翻译研究便能挣脱技术焦虑的泥沼，进而在新时代为自身开拓出全新的发展天

地[3]。此外，在机器翻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译者不仅应身怀译技，还要善用译器。在积极拥抱技术

的同时，更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4]。自人工智能神经机器翻译出现，“机器翻译取代人工翻译”

传言不断。在此背景下，高校翻译专业是否陷入生存困境？又该如何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以契合行业未来

走向？机器翻译时代的来临，于翻译人才培养而言，究竟是挑战重重还是机遇无限？这些皆是高校翻译

专业教育工作者亟待思索的关键问题。 

2. 研究背景 

2.1. 国内进展 

当前机器翻译引擎依托计算机信息技术，可进行语言转换，其运作涉及信息论、语言学、数理逻辑

等多领域，作为人工智能分支，极具研究价值与发展潜力。并且，伴随机器翻译技术的持续优化与完善，

其应用价值亦在不断攀升，在众多领域展现出日益显著的影响力与实用性[5]。互联网飞速发展打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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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限制，在线翻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作用日益显著，智能化进程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愈发

广泛，不仅能处理文字信息，还逐步拓展至在线识图、语音识别(翻译)等智能化功能[6]。在人工智能技术

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AI 翻译器作为又一新兴智能衍生品应运而生，国内众多科技巨头亦纷纷布局，竞

相推出各自的相关产品。其中，“咪咕灵犀”凭借其先进的 AI 技术应用、魔芋 AI 翻译机、搜狗旅行翻

译宝以及网易有道翻译王 2.0 Pro 尤为引人注目，成为该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产品[7]，以及基于

openAI 设计的 ChatGPT 等，借助这些翻译工具，人类基于出行、工作等需要时，可以在瞬时内得到一个

较为准确的翻译结果。虽然翻译产品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齐全，准确率也在不断提升；然而，就目前

而言，AI 翻译在准确传递情感内涵、语义理解方面仍有不足，特别是面对蕴含丰富传统文化内涵与时代

特征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时，其局限性愈发凸显，仍需改进。翻译硕士学位从 2007 年批准设立至今，已

经有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出了不少的翻译硕士人才。但符合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人才仍旧寥寥无几[8]。我

国大多数高校仍然沿用传统单一的外语教学模式，尚未摆脱外语人才培养的陈旧理念和做法，尤其在翻

译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暴露出一些关键问题：其一，不少高校教学课程培养失衡，重语言与翻译理论，轻

“翻译技术、职业、杂学”素养，课程陈旧，学生综合能力难匹配社会多元需求；其二，高校培养模式、

课程理念趋同，未挖掘地域、校本特色，人才缺乏辨识度与竞争力；其三，翻译实践在各高校被边缘化，

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缺少实战平台，实践能力难提升；其四，多数高校翻译教师外语精、理论强，但口

笔译经验少等。在国家大力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符合国际

文化交流平台、培养高素质专业翻译人才仍是刻不容缓的。能够真正承担起在海外推广“中国故事”的

文学类文本翻译人才紧缺[3]。在时代需求的背景下，高校翻译人才培养面临各种挑战。如何确定人才培

养目标、完善培养方案、创新培养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2. 国外研究进展 

机器翻译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法国科学家 G. B.阿尔楚尼率先提出用机器翻译的设想，同期苏

联发明家特罗扬斯基设计了翻译机器。1947 年，美、英两国的科研人员 Weaver 与 Booth 提出利用计算

机自动翻译，1949 年进一步明确机器翻译理念。此后，机器翻译有所发展。但在 1966 年，美国科学院语

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发布《语言与机器》报告，否定其可行性，令机器翻译陷入低迷。后来，国际科技

情报交流日益频繁，人工翻译难以应对海量信息。恰逢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机器翻

译由此再度兴起[9]。2016 年谷歌发布“神经网络机器翻译(NMT)系统”[10]以来，机器翻译得到迅猛发

展，不仅支持多语言、多方向翻译，更是实现了与“语音识别、语音生成、字幕技术等多技术相结合”

[11]，极大提高了翻译质量和效率，降低了翻译成本，满足了多元需求。 
AI 时代，翻译技术广泛应用，正在变革传统翻译实践、以适配市场需求，进而推动翻译研究与理论

发展。在技术驱动下，传统翻译正在拓展新视野，如翻译对象、主体、模式、等呈现显著技术化转向。本

研究尝试阐释在人工智能翻译发展浪潮下，分析人工智能翻译的优势和不足，结合现有研究，努力解决

当前高校翻译人才培养目标宽泛、教学理念滞后、课程体系不完整等问题，为探索高校创新培养翻译人

才的路径提供参考。 

3. 新时代翻译人才发展路径的构建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不断推进，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翻译给全球语言服务行业带来了飞速

发展，也给传统式的翻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带来了冲击。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当前国内布局翻译硕士专

业教学的院校已达 200 多所，年招生规模逾 10,000 人，且招生方向主要以英汉翻译为主。市场需求的不

断变化也影响着高校翻译人才培养的方向。本研究尝试从高校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专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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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等方面问题逐一破解，实现人工智能下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向。 

3.1. 探索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聚焦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这一背景，构建完善人工智能背景下完善高校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从开

设 CAT 教学和翻译工具的应用两大方面培养译者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提高翻译技术能力(信息检索能

力、CAT 工具应用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等)，向学生教授各种各样的翻译应用软件，结合语音识别、文字

识别等技术的翻译应用，并培养学生养成检索和建立专业领域的双语语料的习惯，为今后在语言服务领

域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培养翻译实践能力 

高校尤其是医科院校外语教学中采用任务型语言教学，以及任务型语言教学与“学科型教学”的结

合，创新教学手段，采用语言专业教师和体育专业教师的协作教学。医学类院校是医学领域人才培养的

重要阵地，在医学院校，以医学文化、医学信息和医学项目管理等为主题、话题与任务的教学理念应贯

穿于语言教学过程。本研究采用社会实践活动途径，倡导学生体验参与，依托医学院校优势医学项目构

建医学英语实践培养平台，拓展翻译专业学生语言知识在医学领域中的运用和适应能力。 

3.3. 领会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 

医学翻译语料库建设构建起集医学项目语料采集、对齐、标注及审核多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化定制科

研平台，赋能医学院校师生依据自身教学、科研及学业实践需求，针对医学项目语料就来源、译者、质

量、发表时间等关键维度实施精准标注，并支持便捷查询操作，进而促使原本零散分布的翻译资源得以

整合，转化为具备中心化、平台化与可视化特性的大数据资源集，为医学翻译研究与教学实践筑牢数据

根基。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深度渗透外语学习领域的当下，促使学生养成语料积累习惯并熟练掌握语料

库应用技能，已然成为教师教学实践的关键任务。教师理应将语料库有机融入教学与科研活动之中，充

分挖掘其应用价值。鉴于此，探索校企合作模式以推动大数据建设极具现实意义。利用翻译公司和人工

智能公司的技术和平台优势，服务于医学语料库建设，在教学、科研和赛事服务的过程中全方位助力大

数据语料库建设和应用的能力。 

4. 结语 

在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范式下，机器以语言学家预先精心编制的翻译规则库为依托，通过对源语言

文本的深度解析，严格遵循既定规则，实现向目的语的转换。与之相对，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模式运作

机理有所不同。该模式是利用机器的建设概率模型，针对海量双语语料库执行操作，运用统计原理，筛

选出与源语言匹配率最优的译文，最终实现翻译任务。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是基于深度学习技术

的新型模式，其含海量神经元的神经网络能自主从语料库筛选翻译理论知识，先将源语言转换为机器可

识别的语言，再经复杂传导运算得出目的语[8]。该翻译模式运用神经网络对源语言进行深度剖析与理解，

以深度理解为基石，驱动源语言向目的语进行精准转换，以实现最终翻译目的。尽管语料库不断更新、

语言学习功能渐强，这些都助力了人工智能翻译迅猛发展，但也给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带来空前冲击与挑

战。鉴于此，高校应审时度势，在 AI 大背景发展如此迅速之下，面对冲击与挑战，检视现行培养模式的

不足、创新培养模式、全方位规划建设才是优化翻译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基金项目 

“新医科”背景下本硕一体化医学翻译人才的培养探索 2021WYZX16。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1042


黄梅，杨占 
 

 

DOI: 10.12677/ml.2025.131042 302 现代语言学 
 

参考文献 
[1] Chan, S.W. (2015)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Routledge. 
[2] 朱一凡, 管新潮. 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人才培养: 挑战与机遇[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7(4): 37-45. 
[3] 王华树, 刘世界.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转向研究[J]. 外语教学, 2021, 42(5): 87-92. 

[4] 张一宁, 徐林熇. 人工智能背景下对机器翻译的思考[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2(3): 90-94. 

[5] 巨润梓. 在线人工翻译平台的质量管理——以 Y 平台为例[J]. 现代交际, 2019(20): 238-239. 

[6] 古丽皮娜∙加迪.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 竞争与融合[J]. 国际公关, 2020(5): 176, 178.   

[7] 余玉秀. AI + 翻译: 人工智能与语言行为人机耦合应用研究[J]. 传媒, 2019(8): 94-96. 

[8] 文明凤. 我国翻译硕士学位教学现状与复合型翻译人才培养[C]//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10). 西南交通

大学希望学院, 四川西部文献编译研究中心, 2020: 518-521. 
[9] Gehring, J., Auli, M., Grangier, D. and Dauphin, Y. (2017). A Convolutional Encoder Model for Neural Machine Trans-

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5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ancouver, July 2017, 
123-135. https://doi.org/10.18653/v1/P17-1012 

[10] 王华树, 李智. 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技术研究: 内涵、分类与趋势[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20(1): 86-95. 

[11] 高璐璐, 赵雯. 机器翻译研究综述[J]. 中国外语, 2020, 17(6): 97-103.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1042
https://doi.org/10.18653/v1/P17-1012

	人工智能浪潮下高校翻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raining 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Wa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背景
	2.1. 国内进展
	2.2. 国外研究进展

	3. 新时代翻译人才发展路径的构建
	3.1. 探索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3.2. 培养翻译实践能力
	3.3. 领会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

	4.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