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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语言服务行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在翻译、内

容创作、语言教育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对传统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本研究以云南省

高校为例，探讨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如何优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行业需求的变化。通过文献

分析和案例研究，本文分析了当前语言服务行业对人才的核心需求，并提出了“AI + 语言服务”的复合

型人才培养策略，包括课程体系优化、实践能力强化和跨学科融合等建议，以期为云南省高校语言服务

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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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such as ChatGPT, the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in fields such as translation, content cre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for language services. This study takes uni-
vers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o optimize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of language servi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industry demand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e 
demands for talents in the current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poses a compound talent 
cultivation strategy of “AI + language service”, including suggestion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cur-
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service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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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节将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其在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翻译、

智能写作等领域展现出强大的能力。这一趋势对语言服务行业(如翻译、本地化、语言教育等)产生了深远

影响，传统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模式面临调整需求。 
云南省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开放前沿，语言服务需求旺盛，尤其是在跨境贸易、旅游、文化

传播等领域。然而，当前云南省高校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仍以传统模式为主，未能充分结合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趋势，导致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存在一定脱节。因此，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

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人工智能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影响。 
(1) 技术影响方面：人工智能在语言服务行业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翻译模式，并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产生了重大影响[1]。 
(2) 教育变革方面：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工智能(AI)在推动高等教育变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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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提高了教学效率，促进了教育模式、内容和管理的根本变革[2]。 
(3) 行业需求方面：虽然在全球市场上，语言服务趋于多样化，技术将成为成功的共同因素，但在中国，

尽管近年来增长迅速，但在技术、语言多样性、高端人才培养和整体竞争力方面，市场仍存在很大的不足[3]。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对翻译教育的影响。 
(1) 技术应用：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语言技术呈爆

发式增长，促使语言服务行业的产业结构和翻译教育的格局发生重大变革[4]。 
(2) 人才培养：在人工智能时代，优秀的语言工作者应该既能使用人工智能来分析和解决语言问题，

也擅长利用专业知识超越人工智能的极限，弥补人工智能的不足[5]。 
(3) 区域研究：针对云南省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文献关注东南亚语言服务人才培养。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共 16 道题，采用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和填空题的形式。其中，选

择题通过其选项的百分比为本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百分比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 

2. ChatGPT 类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2.1. 技术演进 

ChatGPT 等大模型在语言生成、多语种翻译、语境理解方面不断突破，未来可能实现更高水平的语

言服务自动化。 

2.2. 行业应用 

其行业应用包含： 
机器翻译：AI 翻译质量接近人工水平，部分场景(如商务信函、技术文档)已可替代人工。 
智能写作：AI 可辅助新闻撰写、广告文案创作等。 
语言教育：AI 可提供个性化语言学习方案，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2.3. 对人才需求的影响 

低端语言服务岗位(如简单笔译)可能减少。 
高端岗位(如 AI 训练师、跨文化传播专家)需求增加。 

3. 语言服务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分析 

通过对云南省语言服务企业及从业者的调研，发现当前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以下特点： 
技术能力需求：掌握 CAT 工具(如 Trados)、NLP 基础、AI 辅助写作等技能成为刚需。 
跨学科知识：除了语言能力，还需具备行业知识(如法律、医学、金融等)。 
跨文化交际能力：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需加强小语种(如泰语、越南语)及区域研究能力。 
创新与批判思维：AI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的创意和审校能力，因此人才需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4. 云南省高校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现状与问题 

4.1. 云南省高校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现状 

1. 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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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专业为主：云南省高校的语言类专业主要包括英语、泰语、越南语、缅甸语、老挝语等，部

分高校设有翻译专业。 
课程偏重语言技能：课程体系以语言基础(听、说、读、写、译)为主，辅以文学、文化类课程，但涉

及人工智能(AI)、计算机辅助翻译(CAT)等技术的课程较少。 
部分高校尝试改革：如云南民族大学在翻译硕士(MTI)培养中引入“翻译技术”课程，但尚未形成系

统化的 AI 融合教学模式。 
2. 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 
实践环节较薄弱：大多数高校的语言服务实践仍以传统实习(如外贸公司、旅行社实习)为主，缺乏与

AI 语言服务企业的深度合作。 
部分高校建立语言实验室：如云南民族大学设有“东南亚语言文化实训中心”，但主要聚焦于语言

技能训练，而非 AI 辅助语言服务。 
3. 师资力量 
教师技术素养不足：多数语言类教师擅长传统语言教学，但对 AI 翻译工具(如 ChatGPT、DeepL、

Trados)的应用能力有限。 
缺乏跨学科师资：既懂语言又懂技术的复合型教师较少，影响“语言 + AI”课程的开设。 
4. 区域特色 
小语种优势明显：云南省高校在东南亚语言(如泰语、越南语)培养方面具有区位优势，但尚未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 
服务地方经济需求：部分高校尝试结合云南跨境电子商务、旅游等产业需求调整培养方案，但 AI 赋

能不足。 

4.2.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课程设置以传统语言技能为主，AI 技术融入不足 
实例 1：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1) 该院翻译专业课程仍以“笔译”“口译”“语言学概论”等传统课程为主，且教学内容局限于

Trados 等基础工具，未涉及 ChatGPT、DeepL 等 AI 翻译技术的应用。 
(2) 对比：北京外国语大学已开设“人工智能与翻译”“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等课程，学生可系统学

习 AI 在语言服务中的应用。 
实例 2：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小语种专业 
(1) 泰语、越南语等专业注重语言基础教学，但缺乏“AI + 小语种”的交叉课程，导致学生在面对

智能翻译工具时缺乏竞争力。 
(2) 行业反馈：昆明某跨境电商企业表示，招聘的小语种毕业生仍需额外培训才能使用 AI 翻译工具

进行本地化工作。 
2. 实践教学薄弱，校企合作较少 
实例 3：昆明理工大学语言服务实习基地 
(1) 该校与本地翻译公司合作建立了实习基地，但实习内容多为简单文档翻译，未涉及 AI 辅助翻译

项目。 
(2) 学生反馈：一名翻译专业学生表示，实习期间仅接触了传统翻译流程，对 AI 工具的使用“仅限

于观摩”。 
实例 4：云南民族大学“语言服务创新创业项目”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6255


任启花 等 
 

 

DOI: 10.12677/ve.2025.146255 107 职业教育发展 
 

(1) 该校鼓励学生参与语言服务类创新创业项目，但项目多集中于传统翻译或语言培训，缺乏与 AI
技术结合的案例。 

(2) 对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科大讯飞合作开展“AI 翻译工作坊”，学生可直接参与机器翻译优

化项目。 

4.3. 现存主要问题总结 

尽管云南省高校在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方面有一定基础，但在 ChatGPT 等 AI 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仍面临以下挑战： 
1. 课程体系滞后于行业需求 
(1) AI 相关课程缺失：大多数高校未系统开设“AI 与语言服务”“自然语言处理(NLP)基础”等课

程，学生缺乏技术竞争力。 
(2) 翻译技术教学不足：CAT 工具(如 Trados、MemoQ)的教学覆盖率低，学生难以适应现代语言服

务行业需求。 
2. 实践教学与行业脱节 
实训基地是把理论知识转换为实际体验的虚拟或现实场地，是检测理论知识真实性的最有效手段[6]。 
(1) 校企合作深度不足：与语言服务企业(如翻译公司、跨境电商平台)的合作较少，学生缺乏真实 AI

辅助翻译项目经验。 
(2) 实训平台建设滞后：缺乏智能语言服务实验室，学生难以接触最新的 AI 翻译技术。 
3. 师资队伍技术能力薄弱 
优秀的师资队伍是提升人才质量的根本保障，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组织和开展的前提[6]。 
(1) 教师 AI 培训不足：多数语言教师未接受过 AI 工具培训，难以指导学生掌握新技术。 
(2) 跨学科团队缺乏：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结合的师资团队尚未形成，制约复合型人才培养。 
4. 区域特色未能充分结合 AI 
(1) 小语种 + AI 融合不足：云南省高校的东南亚语言专业尚未充分利用 AI 技术(如泰语–中文机器

翻译优化)。 
(2) 服务地方产业能力有限：如跨境电子商务、国际旅游等领域的 AI 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尚未体系化。 

5. 人工智能背景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优化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 ChatGPT 等 AI 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以下优化策略： 
1. 课程体系改革：构建“语言 + AI + 行业”融合课程 
(1) 增设 AI 相关课程： 
必修课：“人工智能与语言服务”“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选修课：“自然语言处理基础”“AI

写作与润色” 
(2) 强化翻译技术教学： 
将 Trados、ChatGPT、DeepL 等工具纳入翻译专业核心课程；开设“人机协作翻译”实训课，培养学

生与 AI 协同工作的能力。 
(3) 跨学科课程整合： 
鼓励“语言 + 计算机科学”双学位或辅修项目，如“泰语 + 数据科学”。 
2. 加强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 
(1) 建立 AI 语言服务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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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与翻译公司、跨境电商企业合作，搭建智能翻译实验室，让学生参与真实 AI 辅助翻译项目；引

入“AI 翻译工作坊”，模拟企业工作流程(如译前处理、AI 翻译、译后编辑)。 
(2) 推动产学研结合： 
鼓励高校教师与企业联合开展 AI 语言服务研究(如优化小语种机器翻译模型)。 
3. 提升师资队伍技术素养 
(1) 教师 AI 技能培训： 
组织教师参加“AI 与语言教学”研修班，学习 ChatGPT、机器翻译等技术应用；鼓励教师考取翻译

技术认证(如 Trados 认证)。 
(2) 引进跨学科人才： 
招聘具有计算机背景的语言教师，或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展联合教学。 
4. 强化区域特色，服务地方经济 
(1) 发展“小语种 + AI”特色方向： 
结合云南省区位优势，开设“东南亚语言智能处理”课程，培养能优化泰语、越南语 AI 翻译的人才；

与东南亚国家高校合作，共建 AI 语言服务研究平台。 
(2) 对接地方产业需求： 
针对云南跨境电子商务、国际旅游等产业，培养具备 AI 辅助多语言营销、智能客服等技能的人才。 

6. 结论 

6.1. 总结 

在 ChatGPT 类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云南省高校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亟需改革。当前的

主要问题包括课程体系滞后、实践教学脱节、师资技术能力不足等。优化策略应聚焦于：课程体系改革，

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师资技术素养，强化区域特色，发展“小语种 + AI”方向，服务地方经济。通过以

上措施，云南省高校可培养出适应 AI 时代的复合型语言服务人才，助力区域国际化发展。 

6.2. 研究局限 

本文探讨了在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云南省高校如何优化语言服务人

才培养模式以适应行业需求变化。在研究过程中仅对云南省部分高校进行了调研，日后还需扩大案例研

究范围，提升案例分析的深度和代表性。同时，还需加强理论研究，提升本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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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基本信息 
1. 您的身份是[单选题]*： 
○ 高校语言类专业教师 
○ 语言类专业在校学生 
○ 语言服务行业从业者 
○ 其他（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 
2. 您所在的学校或单位：[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 
3. 您所在的高校是否开设了与 AI 或计算机辅助翻译（CAT）相关的课程？[单选题]* 
○ 是 
○ 否 
4. 您认为当前语言类专业的课程体系是否需要加强 AI 技术的融合？[单选题]* 
○ 非常需要 
○ 需要 
○ 一般 
○ 不需要 
5. 您接触过以下哪些 AI 语言服务工具？[多选题]* 
□ ChatGPT 
□ DeepL 
□ Trados 
□ 百度翻译 
□ 其他（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 
□ 从未使用过 
6. 您认为当前语言类专业的课程是否足够融入 AI 技术？（如 ChatGPT、DeepL 等工具的应用）[单

选题]* 
○ 完全足够，教学内容前沿 
○ 一般，仅涉及基础工具（如 Trados） 
○ 不足，仍以传统语言技能为主 
○ 完全未涉及 AI 技术 
7. 您认为 AI 技术对小语种（如泰语、越南语）学习的帮助程度如何？[单选题]* 
○ 帮助极大，可提升翻译效率和准确性 
○ 有一定帮助，但需结合人工校对 
○ 帮助有限，AI 对小语种支持不足 
○ 不清楚/未使用过 
三、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 
8. 您所在的高校是否与 AI 语言服务企业（如翻译技术公司、本地化企业等）开展合作？[单选题]* 
○ 是，有深度合作（如联合项目、实习基地） 
○ 是，但合作较浅（如企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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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完全没有合作 
○ 不清楚 
9. 您在实习或实践中是否接触过 AI 辅助翻译项目？[单选题]* 
○ 是，亲自参与过 
○ 是，但仅观摩或简单操作 
○ 否，完全未接触 
○ 无实习经历 
10. 您认为高校应如何加强语言服务实践教学？[多选题]* 
□ 增加 AI 翻译技术实训 
□ 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项目 
□ 建设智能化语言实验室 
□ 其他（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 
四、师资力量 
11. 您认为当前语言类教师是否具备足够的 AI 技术应用能力？[单选题]* 
○ 完全具备 
○ 基本具备 
○ 一般 
○ 较为欠缺 
○ 完全不具备 
12. 您认为高校应如何提升教师的 AI 技术素养？[多选题]* 
□ 组织 AI 技术培训 
□ 引进跨学科师资 
□ 鼓励教师参与行业实践 
□ 其他（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 
五、行业需求与就业竞争力 
13. 据您了解，当前语言服务行业对 AI 技术应用的需求如何？[单选题]* 
○ 极高，企业普遍要求掌握 AI 工具 
○ 一般，部分岗位需要 
○ 较低，仍以传统翻译为主 
○ 不清楚 
14. 您认为掌握 AI 技术的语言服务人才是否更具就业竞争力？[单选题]* 
○ 是，显著提升竞争力 
○ 略有优势 
○ 无明显影响 
○ 不确定 
六、开放性问题 
15. 您对云南省高校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中 AI 技术融合的建议：[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您对云南省高校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其他建议：[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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