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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面世，机器翻译的质量显著提升。人工智能翻译擅长高速处理海量文本，极

大提升了翻译工作的效率。然而，这也对翻译行业的人才需求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我们对翻译人才进

行重新定位。当前，翻译界急需培养具备AI意识和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翻译人才。为此，大学教师在翻

译教学实践中应充分融入人工智能技术，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运用AI翻译工具和平台的能力，还可以基

于大数据建立翻译语料库，为翻译教学改革提供有力支持。尽管人工智能在翻译教学改革中发挥着积极

作用，但在处理涉及情感和文化因素的翻译任务时，其翻译质量仍有待提高。此外，使用AI进行翻译也

伴随着伦理与安全风险。因此，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翻译教学改革时，我们应扬长避短，确保技术的有

效应用与翻译教学改革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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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such as ChatGPT, the quality of machine 
transl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I translation excels at processing vast amou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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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 at high speed, greatly enhancing translation efficiency. However, this also poses new chal-
lenges to the talents needed by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prompting us to redefine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Currently, the translation community urgently needs to cultivate com-
pound translation talents with AI awareness and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erefore, univer-
sity teachers should fully integrate AI technology into translation teaching practices. This not only 
enhances students’ ability to utilize AI translation tools and platforms, but also ensures the estab-
lishment of translation corpora based on big data,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ranslation teach-
ing reforms. While AI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reforms, its translation quality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when dealing with tasks involving emo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ddi-
tionally, the use of AI for translation may result in ethical and security risks. Therefore, when le-
veraging AI for translation teaching reforms, we should maximize its strengths and minimize its 
weaknesses, ensuring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rans-
lation teaching reform.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lation Teaching Reforms, Compound Translation Talents, ChatGP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技术领域，并对翻译行业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和冲击。机器翻译的

质量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同时，这种技术变革也给翻译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传统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往往侧重于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市场对翻译人

才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技能，更强调复合型翻译人才，他们需要同时掌握翻译技能和跨学科知识。

因此，传统翻译教学模式必须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满足当代社会对新

型翻译人才的需求。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翻译的工作效率，而且为语言学习提供了更多便利和个

性化的支持。在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翻译人才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以保持专业竞争力。他

们不仅需要具备传统的翻译技能，还需掌握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在情感与文化理解力上保持相对

于机器翻译的优势。 

2. 人工智能背景下对翻译人才的重新定位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给翻译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这促使大学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不

得不做出适应性调整。当前，如何培养具备 AI 意识的翻译人才，已成为从事翻译教学的大学教师重点关

注的议题。同时，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翻译需求，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翻译人才也成为了从事

翻译教学的大学教师关注的重点。这不仅要求翻译人才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还需要他们具备对人工智

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以及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翻译行业的发展趋势。 

2.1. 培养具有 AI 意识的翻译人才 

在培养具备 AI 意识的翻译人才时，首要的步骤是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原理及其优缺点。这

一技术的核心在于运用深度学习和庞大的训练数据集来构建人工神经网络，进而使机器能够理解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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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的深层含义。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原理，简而言之，是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和海量数据的训练，让计

算机模拟人类的语言理解和翻译过程。深度学习模型通过学习语言规则、语法结构和词汇用法，构建出

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这个网络能够捕捉语言中的微妙差异和深层含义，从而实现高效的自动翻译。 
与传统的机器翻译不同，人工智能翻译不仅依赖于翻译记忆库，还可以通过更多的训练数据来提高

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然而这种翻译技术目前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人工智能翻译的性能会受到训练

数据质量的影响，对于某些特定领域的翻译可能需要更多的专业数据支持，否则可能产生不准确的翻译

结果。其次，由于语言模型的特性，人工智能翻译在处理特定文本时可能存在误译或理解不准确的情况，

尤其是在涉及复杂语境或专业术语的情况下。因此，在培养翻译人才时，教育机构需要强调人工智能翻

译的技术原理以及局限之处，提升学生的 AI 意识。学生也需要基于教学内容调整自身在使用人工智能翻

译时的策略，用人工翻译的优势补足机器翻译目前的不足，避免出现翻译错误。除跟上课程内容以外，

翻译系学生也应该主动跟踪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及平台的发展动态，掌握利用人工智能翻译时需要的技术，

如怎样使用最佳的提示词与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平台互动，以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鉴于人工智能在情感理解、文化理解能力以及创造力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翻译人才应当有意识

地运用这些人类特有的能力，对人工智能翻译的文本进行必要的修改与补充。在培养具有 AI 意识的翻译

人才时，还需要着重强调翻译过程中情感理解力、文化背景知识、以及创造能力的运用。因此，鼓励翻

译系学生选修跨文化交际、西方文明史、西方文学赏析等课程将有利于培养其跨文化意识，从而在人工

智能时代发挥人工翻译的优势。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在翻译伦理和翻译安全方面可能带来的挑

战。因此，学校在课程设置中应当特别提及这些方面，引导学生认识到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翻译时，需

要遵守翻译伦理原则，确保翻译内容的准确性和安全性，避免潜在的风险。目前人工智能翻译相关的伦

理和安全问题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仍需要翻译研究人员的努力，来共同促进相应法律法规

的完善。 

2.2. 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培养复合型翻译人才 

在人工智能时代，负责翻译教学的大学英语教师不仅要注重强化学生的 AI 意识，还要通过运用人工

智能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翻译人才。这需要大学翻译教师调整相应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以

及教学方法。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教师除了重点培养学生的双语能力和翻译技巧外，还应注重传授语言

以外的跨学科专业知识。这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历史、经济、法律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以使学生能够更

全面地理解并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同时，教师还应着重培养学生技术方面的能力，以适应日益发展的

科技环境。这包括机器翻译相关技术、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等。通过这些技术的掌握，学生将能够

更高效地进行翻译，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理解并运用最新的翻译工具和技术，从而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效率。

王剑娜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培养复合型英语翻译人才可以“基于课堂教学、在线教学、实践环节、实

训平台多种教学模式结合下，构建英语专业学生翻译‘知识 + 技能 + 技术 + 素养’四融合的创新培养

模式”[1]。这种创新培养模式不但倡导加强跨学科知识的传授以及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培养，同时还强调

了实践的重要性。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鼓励学生参与跨学科的翻译项目，为其提供更多实

践机会是培养复合型翻译人才重要的一环。 
在培养具有学科交叉知识的复合型翻译人才时，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为教学提供相关支持。

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来促进学生对跨学科知识的吸收和整

合。此外，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学生整合跨学科知识，例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技术，系统可

以自动识别和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术语和概念，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翻译资源和背景知识。这种跨学科

知识整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和背景信息，从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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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在翻译教学改革中的运用 

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加强培养学生使用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和平台的能力。此外，人工智能

还可以辅助建立大数据翻译语料库，为翻译人才培养提供语料库支持。 

3.1. 运用基于人工智能的翻译工具和平台 

目前翻译功能最为强大，技术水平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工具主要是ChatGPT。ChatGPT是由美国OpenAI
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ChatGPT 可以应用于多种场景，如对话系统、智能客服、文本生成、文

本翻译等，可以帮助用户生成各种类型的文本内容。然而，当前的翻译教学实践中确鲜有系统性地教授

如何运用如 ChatGPT 等最新人工智能翻译工具的内容。而在实际翻译工作中，许多从业者已经开始借助

ChatGPT 等先进技术辅助翻译，以提高翻译的效率和准确性。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并满足行业需求，大学

教师在翻译教学实践中应当积极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使用方法融入课程体系中。这不仅有助于

学生掌握最新的翻译工具和技术，还能帮助他们了解这些工具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和挑战，从而更加全

面地提升翻译能力。 
最初级的翻译技术课程应该介绍人工智能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情况，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 ChatGPT 等

人工智能翻译工具的基本原理、操作方法和应用场景。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和尝试使用

其他先进的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如 Google 翻译、DeepL、文心一言等以助其提升综合翻译能力。在完成

初步的介绍后，翻译类技术课程可以加入实践训练，让学生使用人工智能翻译工具来翻译文本，教师可

以针对这些工具的局限性，如对某些特定领域或文化负载词汇的翻译准确度不足等问题，提供相应的应

对策略和建议。在实践训练中需要分配不同复杂度的任务，鼓励学生尝试不同的人工智能工具并比较输

出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教授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思考至关重要。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就人工智能对翻译

的影响展开讨论，鼓励学生对比人工智能翻译与人工翻译的优势和劣势，还可以探讨人工智能翻译涉及

的隐私泄露问题、人工智能翻译的局限性可能造成的安全问题、以及人工智能的算法偏见等翻译伦理问

题。此外，课程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翻译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影响，以帮助学生了解最新的行业

动态，并对自身学习规划进行调整。 
综上所述，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使用方法融入翻译教学的课程体系中，通过教学与实践相

结合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和竞争力，还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2. 基于人工智能建立大数据翻译语料库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翻译工具和平台，同时也可以帮助翻译教师建立大数据翻译语

料库从而有效辅助翻译教学，帮助学生提升翻译水平。徐耀鸿曾指出应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在翻译过程

中具有的同步存储的功能。当翻译人员进行翻译时，可以利用翻译记忆库软件来自动将已经翻译过的词

汇或句子保存到数据库中。在此过程中，翻译记忆库会持续学习新的翻译内容并将其自动存储在后台。

当翻译记忆库软件遇到类似或相同的翻译内容时，可以通过自动检索记忆库的方式匹配当前需要翻译的

语句，以供翻译人员参考。此外，徐耀鸿还建议利用已有翻译成果创建翻译记忆库，在此过程中，人工

智能可以提高建库效率，但维护翻译库的工作还需要人工翻译的介入以确保翻译结果的质量[2]。 
事实上，借助人工智能，翻译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多种翻译语料库，如多语种平行语料库：这种

语料库包含同一内容的多种语言版本，例如，同一篇文章的中文、英文、法文等版本。这样的语料库可

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学习语言的转换规律。特定领域专业语料库：针对不

同专业领域(如医学、法律、科技、经济等)建设的包含了大量专业术语和表达方式的语料库，这样的语料

库可以帮助学生熟悉和理解特定领域的翻译规范和技巧，提高翻译质量。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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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分别包含了口语和书面语的翻译数据。口语语料库有助于学生掌握日常对话的翻译技巧，而书面

语语料库则有助于学生掌握正式文本(如报告、论文、合同等)的翻译技巧。对比语料库：对比语料库包含

了不同翻译版本或不同译者翻译同一内容的文本。这种语料库可以帮助学生分析不同翻译版本的优缺点，

学习翻译策略和方法，提高翻译能力。学生翻译语料库：收集学生的翻译作品，形成学生翻译语料库。

这样的语料库可以用于分析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帮助学生改进

翻译技巧。 
借助人工智能搭建的各种类型的大数据翻译语料库可以为翻译专业的学生提供大量的实践机会。通

过利用语料库中的数据进行翻译实践，学生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技能和实践能力，积累更多的翻译

经验。此外，由于大数据翻译语料库中的译文往往包含了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和特点。通过学习这些语

料，学生可以了解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和特点，从而在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 
总之，人工智能建立大数据翻译语料库可以为复合型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丰富的语言资源、助力跨

学科知识融合、提高翻译实践能力、助力翻译风格的塑造以及提供科学客观的教学工具等方面的帮助。

通过利用语料库中的数据进行教学，教师可以更加科学、客观地评估学生的翻译水平，提供有针对性的

指导和建议，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提高翻译能力，使翻译专业的学生将来能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4. 将人工智能运用于翻译教学改革存在的局限性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教学中具有很多优势，但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够快速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

一些学生可能习惯了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接受度较低，这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

事实上，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翻译教学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这对翻译教师提出了很大挑战，教师不仅要

掌握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同时还需要解决如何将技术有效融入教学流程、如何与教学内容相结合等问

题。目前很多教师可能缺乏相关的培训和支持，导致他们无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教学。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大数据翻译语料库的质量和数量对于翻译教学的效果至关重要。然而，目前的数据资源

可能存在质量参差不齐、领域覆盖不全等问题，这会影响翻译教学的效果。事实上，如何获取和整理高

质量的语料库数据也是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虽然机器翻译技术在不断发展，但人工翻译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布拉嘎和珞淦(Braga & Logan)

认为，人工智能目前尚无法拥有人类特有的许多智能属性，如好奇心、想象力、直觉、情感、激情、欲

望、乐趣、审美、喜悦、目的、目标、志向、价值、道德、体验、智慧、判断力以及幽默感等[3]。而目

前人工智能翻译的局限性归根到底来说也是因为机器尚不能模仿人类这些独特的智能属性。杜安认为由

于人工智能翻译的创新能力“根本上源于‘预训练语言模型’(pre-trained language models, PLMs)的原始

输入，而非出于自发的底层创造欲”，因此，难以完全替代人工翻译。他还认为“无论哪种机器翻译观，

归根结底都是对意义的解构与再建构的过程，而意义的理解和再现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机械性重复过程，

自始至终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的适时介入”[4]。 
由于人工智能缺乏人类具有许多智能属性，加之语言本身的复杂性，ChatGPT 等翻译工具和平台输

出的翻译结果仍然容易发生意义偏移或遗漏。周忠良发现人工智能，特别是“ChatGPT 在翻译中处理具

有多义性的词汇、结构复杂的句子或内涵丰富的语境时，可能忽略或误解一些重要的上下文信息，导致

翻译结果不准确或不连贯”[5]。 
除翻译的准确性问题以外，由于目前人工智能翻译仍缺乏相关伦理及法律的规范，翻译伦理隐患及

翻译安全风险问题也是当下人工智能翻译的局限之处。在伦理方面，人工智能翻译的算法偏见问题引起

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算法偏见即人工智能翻译基于的算法有时会导致对某一个人或团体所持有的不公平

的消极否定态度。吴美萱和陈宏俊发现，“目前，机器翻译主要存在种族(例如，某些机器翻译平台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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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联想功能会将欧美人/白人的名字与愉快词语关联在一起，而非裔美国人的名字通常与不愉快的词语关

联在一起)、性别和职业的匹配(例如，把工程师翻译成男性，把护士翻译成女性)等算法偏见”[6]。邹开

亮和刘祖兵也认为，ChatGPT 在算法层面存在明显的歧视女性倾向和种族歧视倾向[7]。在安全风险问题

上，周忠良认为在涉海翻译方面，“翻译话语安全要求译者准确传达国家海洋话语的内涵，实现国家涉

海话语对外传播和国家海洋形象构建目的。如将‘一带一路’倡议翻译成‘Belt and Road’Strategy，就

有违源话语的本真意图，对国家形象造成不利影响”[5]。除翻译不准确引起的安全问题外，使用人工智

能进行翻译时，信息泄露及翻译作品的版权等问题也是需要应对的安全隐患。OpenAI 公司也在 ChatGPT
官网上明确列出了 GPT4 存在“社会偏见”(social biases)、“认知错觉”(hallucinations)、“恶意提示”

(adversarial prompts)等方面的局限[8]。这些问题是翻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应

该对学生加以正确引导，强化学生的 AI 意识，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用于翻译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缺

陷和不足，并找到适当的方法加以应对。 

5. 结论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给翻译行业带来了一定冲击和挑战，这不仅需要对翻译人才重新进行定位，也

要求大学翻译教师借助人工智能对传统翻译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就翻译人才定位而言，新的翻译教学模

式应该着重培养具有 AI 意识的翻译人才和具有学科交叉知识的复合型翻译人才；而培养这样的人才则需

要翻译教师加强对翻译专业的学生进行技术类教育以及跨文化素养的培养。此外，在翻译教学改革实践

中，教师可以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方法、局限性、应对方法等内容融入到翻译教学的课程体

系中，通过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培养翻译人才对人工智能翻译的理解与实际运用能力。而且，翻

译教师还可以基于人工智能建立大数据翻译语料库，利用这些语料库训练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尽管人

工智能有效融入复合型翻译人才培养具有诸多优势，但其局限性也应该引起业界人士的重视，从而使人

工智能为翻译教学改革提供更有效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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