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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口译的工作模式及职业能力要求，给口译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时，技术工具的应用虽然提升了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的技术依赖和职业发展焦虑，导

致学生口译学习动机下降，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索如何通过口

译教学改革，满足学生的自主、能力和归属三大基本心理需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升教学效

果与学习体验。本研究发现，口译课程应注重核心素养的培养，制定符合课程特点的具体目标，在教学

内容和方法上积极融合新技术，才能助力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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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hanging the working modes 
and competence requirem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rpreting, imposing higher demands on interpret-
ing education.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tools has enhanced work efficiency, it has also 
led to a certain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and career uncertainty among students, result-
ing in reduced motivation to learn interpreting and increas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interpreting 
educators.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guided by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explores 
how to reform interpreting teaching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by meet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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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By doing so, the paper 
aims to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terpreting courses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core competencies, set specific goals aligned 
with the nature of the course, and adopt new technologies into the course content and as teaching 
tools to better prepare students for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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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尽管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技术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发展，但人类译员在语境意识、文化理解、灵

活表达等方面将始终具有优势。我们仍需要传统的口译技能，口译员在很多时候还需要依赖自己的百科

知识和专业领域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1]。口译能力培养依然不容忽视。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技术工具在口译工作和学习中得到了应用，这一方面丰富了口

译学习方式，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学生的技术依赖，导致他们学习口译技能的动机降低。面对机器翻译的

效率优势，部分学生对口译职业的未来感到不确定，这也造成了他们学习动机下降。因此，口译教学亟需

关注技术在教学中的恰当应用，需要通过改革提升学生学习动机，从而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口译能力。 
自我决定理论是心理学家 Deci 和 Ryan 提出的动机理论，在理解人类动机以及教育干预策略方面具

有重要影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需求和发展目标。自我实现理论强调个体

成长和潜能挖掘，与口译教学改革需求高度契合。本文将以该理论为指导，探讨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动

机的口译教学改革策略。 

2. 文献综述 

在外语教育领域，大量研究表明，学习动机是影响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Gardner & Lambert 从社会

心理学视角进行了考察动机与语言学习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他们发现动机决定外语学习的效果[2]。动机

不仅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策略[3]，还影响着学习者学习的持续性和学习投入的深度。研究者

们还进一步探索了动机的类型及不同类型动机的影响。Gardner 将动机分为工具性动机和融合性动机，并

且指出两者会对外语学习效果造成不同的影响。Noels 等首次将自我决定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动机研究，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学习者动机的内化程度越高，对学习的坚持就越久，也越不容易感到焦虑[4]。 
当前已有的口译教学研究对学习动机关注不足，只有少数研究对口译学习动机有所探讨[5]。口译是

一种高度专业化和认知负荷较高的语言活动，相比其他形式的语言学习，口译学习要求更经常、更高强

度的练习[6]，所以学习者往往需要较强的动机来应对学习中的挑战。然而，目前的口译教学研究多关注

专门的技能训练和口译认知过程，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学习动机及其对学习表现的作用。其中，杨眉和

王亚蕾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口译学习动机的种类和影响口译学习动机的具体因素[7]。王建华运用多元化

的评估方法发现，口译学习动机对口译学习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类型的动机对口译学习的影响

效果不同[8]。王珲则关注了具体教学模式对学生动机的影响，他发现，翻转课堂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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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但前提是有充足的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保障，并且要求教师具备信息化教学理念[9]。而随着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在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或可得到更好地解决。 
综上所述，动机在外语教育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认可。然而，在对口译这项复杂语言

能力的教学研究中，动机研究仍有待丰富。近年来对口译学习动机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和细化，形成了一

定的研究基础，但是目前的研究除总体数量相对不足外，还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 从动机视角关

注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的研究较少；2) 多数研究主要依赖传统的教学观察和反馈，较少采用现代教育心

理学的理论指导。此外，未来研究还应关注新技术的应用。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教学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性，有望更好地解决当前口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将动机分为无动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三大类，并对外部动机进一步细分为外部调

控、内摄调控、认同调控和整合调控四种内化程度由低到高的类型，这些类型按内化程度从低到高依次

递进。无动机指个体缺乏行动意愿的状态。外部动机状态指个体做出行动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通常需

要一定的意志努力。其中，外部调节和内摄调节又被称为控制型动机，个体更多的是因外界压力而行动，

这类行为通常伴随着压力，为了达成特定目的而强迫自己去做。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则被称为自主型外

部动机，个体是在个人意志的驱动下做出行为。外部动机可以通过内化逐渐转变为更为内在化的动机。

内部动机状态是指个体完全因为行为本身带来的内在满足而行动。就学习而言，只有内化程度较高的学

习动机才能带来高品质的学习效果和心理健康水平。而学生受考试成绩、学位要求等外在因素产生的内

化程度较低的动机虽然能促使学习者在短期内集中精力，但其效果可能随着外在奖励的消失而减弱，无

法形成持久的学习动力。 
动机的产生和内化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能否满足个体的自主、能力和归属三种基本心理

需要是影响动机产生和内化的关键所在。自主需要是指个体需要体验到自主性。如果个体体验到自己能

够主宰自己的行为，参加活动的内部动机就高。能力需要指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或行动能够达到某个水平

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够胜任[10]。满足能力需要也可以把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归属的需要是指个体需

要来自周围环境或他人的关爱、理解和支持，并体验到一种归属感[10]。当归属需要被满足时，人们通常

会表现出较强的自主动机和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满足三种心理需要的社会环境能够促进外部动机内化，

促使个体更长久地坚持某项活动，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更好地成长，产出更积极的行为结果，而阻碍

这三种需要满足的环境通常会降低个体的自主动机、工作成绩和幸福感[10]。 
自我决定理论为理解和提升学生学习动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研究表明，支持学生的自主性和

满足他们的基本心理需求，可以显著提升他们的内在动机、学业成就和幸福感[10]。该理论为教育干预措

施提供了理论依据，指导教师如何通过教学实践支持学生的心理需求，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4. 口译教学改革策略 

在本部分，笔者将结合文献研究和自身口译教学经验，阐述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口译教学改革策略，

旨在通过满足学生的自主、能力和归属需求，促进学生学习动机的形成与内化，从而提升口译教学效果，

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培养学生持久的职业发展能力和心理韧性。下面将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

教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4.1. 根据核心素养和课程特点制定课程目标 

核心素养是教育目的与学习结果的重要中介。没有核心素养，课程的设计、实施将会失去有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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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同时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11]。翻译核心素养是翻译专业的学生发展自我、融入社会及胜任

工作所必需的。聚焦于核心素养能够为学生找到学习的意义，起到支持自主型的“价值说明”的作用。

而支持自主型的“价值说明”能激发学生的自主型动机，是一种有效的激励策略[12]。先前的研究者通过

对用人单位的需求分析，将翻译人才的核心素养归纳为翻译素养、职业素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创新能

力、服务意识等几个方面。其中，翻译素养是翻译人才应该具备的首要核心素养[13]。翻译核心素养也是

译员能够利用好新技术的前提条件。作为培养口译素养的课程，口译课应当在课程目标中体现口译能力、

职业素养、跨文化沟通意识、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服务意识等要素。 
口译类课程还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厘清课程目标。口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口译能力涉及认知能力、

策略能力、专业知识等众多因素[14]，而不同口译形式对口译能力的侧重不同。因此，口译课程目标中应

当具体说明培养哪些能力，不同的口译课程应说明各自侧重培养的能力，而不是笼统概述。只有这样，

学生才能对实现目标的过程有清晰的认识，明确提升口译综合能力的路径，从而增强对实现课程目标的

胜任感，提升学习口译的动机。 

4.2. 结合技术发展调整课程内容 

口译教学要选择贴合时代特点的教学材料，可借助技术工具实现教学材料的及时更新。贴合时代的

教学材料往往对学生来说比较有趣，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口译教学有非常

广泛的资源来源，包括网络、语料库、报刊等[15]。教师可以以教学目标为指引，借助语料库、大语言模

型等工具选择、加工和组织贴合时代特点的教学资源，根据学生的兴趣、认知水平和学习风格，进行个

性化的资源呈现，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提升学习的有效性。 
口译课程还应当在课程内容中融入新技术的应用，引导学生关注和正确认识技术发展。技术发展不

仅催生了电话口译、视频会议口译、人工智能口译等多种新型口译职业形式[16]，为口译职业带来了智能

笔、术语库、视频会议操作系统等专业化的技术工具，而且引发了口译职业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的诸多

变化[17]。在口译训练中融入技术应用一方面能帮学生适应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在体验中评

估工具的优缺点，思考自身的价值，关注人机协作的最佳模式，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提高对未

来工作的胜任感。而学生形成的价值认识能够让学生明确学习的理由，满足学生的自主需求。融入新技

术的口译能力训练趣味性和实用性也更强，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 

4.3. 利用技术手段实施教学活动 

在口译教学中，可以合理利用技术工具，实施分级教学、模拟实践以及过程性评价与反馈，为学生

提供传统教学环境中难以实现的学习支持。 

4.3.1. 分级教学 
分级教学是一种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教学的方法，可以让学习内容和任务难度适合不同学生的

能力水平，让学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能够满足学生的能力需求，使学生保持积极性和兴趣。

这种积极的学习体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更加专注和投入。分级教学

在设计和实施上需要更多的前期准备，在学生水平评估、教学材料准备、评价与反馈、课堂管理等方面

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精力，在缺乏技术支持的传统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效果。比如，教师难以迅速找到适

合不同水平学生的丰富的练习材料，难以对每位学生的表现进行及时有针对性的反馈。 
随着技术的发展，口译课分级教学也变得更具可行性。教师可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解决一些传

统教学中的难题。例如，可通过语料库、智能生成等技术获取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优质丰富的数

字资源，利用智能测评系统辅助教师进行评价[18]，给予学生及时反馈，通过在线教学平台、自建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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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等实现任务分配与及时个性化的互动。这样，教师可以腾出更多精力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教学设计，

给予学生更具个性化的指导。学生也更能够在自主、能力和归属需求方面得到满足，从而能够更好地产

生和内化学习动机，享受学习过程。 

4.3.2. 模拟实践 
模拟实践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口译能力和职业素养。模拟实践能够构建口译情境，而研究者普遍认

为，情境在口译工作中起重要作用，情境化是口译培训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情境建构可以帮助课堂教学

与口译活动形成一定的镜像关系，在译员的心理素质、认知能力及职业化发展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19]。
学生在模拟实践构建的情境中，不仅仅是为了练习，而是为了应对一个真实的需求，能够清楚地看到自

己所学内容的实际用途和价值。这种体验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自主和归属需求，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动

机。传统教学环境下，模拟实践几乎只能局限于课堂内的角色扮演等方式，机会相对有限。 
教师可利用技术手段丰富模拟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升模拟实践的体验感，以提升教学效果。例如，

可借助智能生成技术、在线字幕工具等呈现翻译案例情境、模拟翻译实践项目，可以利用 VR 技术让学

生进行沉浸式模拟口译训练[20]，可以让大语言模型模拟口译场景，学生与之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互

动，练习不同场景下的语言表达方式[21]。这样，模拟实践就可以不再仅仅局限在课堂上，学生能获得更

多的练习机会。 

4.3.3. 过程性评价与反馈 
过程性评价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持续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进展和表现的评价方式。与传统的终结性

评价不同，过程性评价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关注学生的进步，而不仅仅是最终的学习结果。这种评价

方式能够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指导，让他们了解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进步，及时调整学习策略，有

助于满足学生的能力需求。过程性评价通常鼓励学生参与到评价过程中，如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有助

于满足学生的自主需求和归属需求。过程性评价和反馈的这些特点都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动机提升。在传

统教学环境中，教师实施过程性评价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持续的测评材料准备、评分、记录和

反馈，这在教学负担本已较重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很难根据形成性评价的结

果及时调整教学节奏和策略[22]。 
新技术工具可以助力教师应对上述挑战，实现有效的过程性评价与反馈。教师可利用大语言模型工

具自动化完成测评材料准备[21]，借助大语言模型或智能评分系统辅助评分与反馈，借助在线学习平台收

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进行学生自评、互评，收集学生反馈。教师可在大语言模型不太擅长的方面

给学生更多更具体的指导，根据反馈结果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策略，进一步提升过程性评价的有效性。 

5. 小结 

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针对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学生口译学习动机不足和口译职业能力要求提

高的挑战，论证了当前口译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系统分析相关文献与教学实践，本文探讨

了如何在教学设计中有效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满足学生的自主需求、能力需求和归属需求，从而促进学

习动机的生成与内化，最终提升口译教学的整体成效。具体而言，应当根据核心素养和课程特点制定课

程目标，结合技术发展调整课程内容，利用技术手段有效实现分级教学、模拟实践和过程性评价与反馈。 
本研究从学习动机的角度探讨教学设计与实施的优化路径，为口译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

结合技术发展的现状，本文提出了利用技术支持提升学习动机的策略和方法，为应对当前口译教学中的

挑战提供了思路，也有助于培养学生持久的职业发展能力和心理韧性。未来的口译教学应继续探索技术

与教学实践的有效融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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