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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对口译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国内口

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问题也逐步引起各界关注。对Bachelor of Interpreters

（口译本科专业）、 Master of Interpreters（口译硕士专业）、Doctor of 

Interpreters（口译博士专业） 的专业建设进行研究有助于推进口译学科发

展，也能够进一步对中国口译人才培养提供可行策略。

本研究发现，中国目前虽然引介了部分口译原著作为教学参照，但在

对引介成果的转化和使用、口译测试与评估、译员培训等方面尚有很大发

展空间。口译教学研究中思辨性成果较多，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学术交流

方面虽然有几家口译学术刊物，但在栏目设置、文章质量等方面都应有所

提升；在学术研讨、口译大赛等方面应该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借助语言学、语言教学等理论，对口译、口译学、口译专业、

口译能力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指出口译既为两种语言之间信息转换

的交际活动，也指译者或口译产品。口译学同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可

以大体分为普通口译学、应用口译学、口译教育三部分。中国的口译专业

需要发展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的教育，其中本科阶段培养一般性

口译通才，研究生阶段培养高层次口译通才。口译能力至少涵盖母语和目

的语两个层面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口译理论与实践之间为互动关

系，口译活动本身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此外，口译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口译教学在培养目标、学时、教学要

求、教学方式、教学评估等方面有所不同。本研究建议中国口译专业在课

程设置上立足社会和个人需求，围绕培养目标，综合地域、学校特色和师

资、办学条件等实际状况，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使所设置课程体现口

译的学科交叉性和实践性。在口译教材编写、出版、评估和改写过程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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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先进的编写理念，使其内容丰富，体例有所创新，保持教材引进与

自编、学术性和普及性、市场需求和学习者需求之间的平衡。在口译教学

方面，坚持突出学科特点、以学习者为本、互动合作、问题探究、开放发

展等教学原则，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为形式、以现代教育技术为依托、

创设互动合作的学习氛围、鼓励口译理论反思和实践技能训练。在教学评

估方面，借助计算机、网络等手段，使社会评估与课堂教学评估，测试性

评估和非测试性评估，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教学与测试相结合，提

升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在口译师资建设方面，坚持终身教育理念，除了传

统的学历学位教育、学术会议等方式外，倡导校本培训模式，促进学科之

间、教师之间的合作，建构教研梯队、提高教师的整体教研能力。在口译

教学大纲制定过程中，明确口译的学科独立地位，遵循广泛性、实证性原

则，确保其系统科学性。

本研究尝试借用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教育心理学等相关理念，

援引大量最新资料，运用图表等形式阐明口译专业建设中不同流程（如口

译、教材编写过程、口译人才培养等）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从理

论上分析口译教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将口译与教育相结合，将互动主义、

合作主义、人本主义等理念引入口译教学，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口译教学

的语言学限制，对于具体教学研究有一定启示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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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口译人才培养目标和现状

国外最早的专业口译教学机构诞生在20世纪中期的欧洲，如1941年

成立的日内瓦大学口笔译学院（ETI，Geneva）、1957年成立的巴黎高等

翻译学校（ESIT，Paris）等，它们将口译能力的培养放在研究生阶段，

以精通双语或多种语言的学生为教学对象，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职业的

口译能力，能胜任会议口译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Danica Seleskovitch和

Marianne Lederer教授为巴黎高翻制定了一系列的口译办学原则，对办学层

次、入学及毕业考试、师资来源、学生就业等各个方面做出了规定，其中

包括：

（1）会议口译专业为研究生课程，招收获得本科学位的语言或非语

言专业学生；

（2）学生入学前必须参加严格的选拔考试；

（3）教师必须为口译从业人员，研究型学者或语言教师无资格从事

口译教学；

（4）口译教学不是外语教学，口译课应只教口译技能不教语言，

学生入学前必须已熟练掌握有关外语；（Seleskovitch＆Lederer，1995：

113—114）

巴黎高翻的口译课程理念得到了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的充分

肯定和大力推广。AIIC从课程目标的角度对毕业生的会议口译能力做出了

如下描述：

1．能理解讲者想说的话，领会讲者的言外之意；懂得结合语境分析

意义并传译给听众；掌握特殊的笔记技能；学会集中注意力、分析话语和

快速反应；懂得建立词汇库；掌握公众演讲技能；学会为不同口译任务做

准备；能应对高压力环境；遵守职业规范，为进入口译职业做好准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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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目标，AIIC制定了会议口译培训课程最佳范例标准（2010年）

2．在课程内容、课程师资、课程测试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以下要求：

（1）课程内容方面，会议口译应该放在研究生阶段进行，鼓励学生

到其他国家（如学生的B语言是英语的就去英语国家）学习或生活一段时

间以加深对语言和文化的认识；课程要包含理论和职业道德等内容，并由

职业译员讲授；课程包含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两部分内容。

（2）课程师资方面，任课教师是有丰富口译经验的职业译员，也接

受过专业的口译培训；口译课程若涉及A、B或C等几种工作语言，教师应

该既有母语为A语者也有母语为B或C语者。

（3）课程测试方面，学生需通过口译潜质考试（aptitude test）的选拔

才能入学；课程结束后也要参加淘汰性考试，考官由学校教员和外部考官

组成，他们都应该是职业译员，考试流程要公开透明，考试标准与职业口

译一致，学生也要了解考试标准。

到20世纪末，随着口译教学对象的扩大，开始有学校尝试在本科阶段

培养口译能力，如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1972年开办了翻译本科专业，

英国阿斯顿大学于1997年开办了英格兰第一个翻译本科专业。Schaffner

（2000：154）将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定义为“初级翻译能力”（initial 

translation competence）。Schaffner提出，这种翻译能力虽然不足以让本科

生成为一名职业译员，但如果该学生选择继续在研究生阶段接受职业翻

译培训，这种初级翻译能力可以取得最佳学习效果，如果选择本科毕业

后直接进入翻译行业，这种初级翻译能力可以让他更快上手，且比语言

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要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对翻译专业本科生培养这种

初级的翻译能力，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明智的（“It is indeed possible and 

advisable”）。据此，Schaffner提出了翻译本科专业的培养计划，如课程内

容既有语言学习也有翻译学习，中间安排学生到海外学习和生活一年；课

程练习方面以翻译项目和翻译评析为主；课程设置既有翻译实践也有翻译

理论和翻译史的学习，等等（145—146）。

进入21世纪，社区口译、手语传译等新的口译形式迅速发展，许多

高校的硕士口译课程增设了社区口译方向，如维也纳大学两年制的口译硕

士项目分为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会议口译方向，一个是社区口译（对话口



3

第一章　口译人才培养目标和现状

译）方向；马德里阿尔卡纳大学开设了社区口译研究生班，课程设置包括

口译理论模块（如公共服务口笔译入门课）、口译练习模块（如医疗口

译训练课）和口译实习模块等。这个阶段的口译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转换能

力，还包括为专门场合服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非

言语交际能力等。同时，该学校也在本科阶段开设一定的社区口译课程，

以讲习班（seminar）为主，学生可以掌握初步的口译能力，对该领域有基

本的了解（Garces，2003：189—192）。

综上，口译能力的习得过程似乎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口

译能力有不同的特点，对应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Hoffman（1997：

199）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将口译能力的习得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新手级（novice）、入门级（apprentice）、熟练级（competent）、专家级

（expert）和大师级（master）。口译能力和口译课程的阶段性可以通过以

下示意图表示（转引自Sawyer，2004：72）：

新手级（口译课程前）
特点：几乎没有口译经验：对口译目标和特点有大致了解；能完成一些脱离语
境
　　　的口译练习，口译缺乏灵活性
课程目标：熟悉口译领域

↓

（高级）入门级（口译课程中期）
特点：懂得观察反复出现的有意义的情境，理解整体特点，能依照一般性规则
行事；能分辨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特征
课程目标：胜任基本的交传和同传任务

↓

熟练级（口译课程结束时）
特点：懂得以长远眼光看待各种口译行为，能有意识地制定、评估和调整目
标；根据短期和长期要救济粮制定计划；懂得应对各种情况
课程目标：胜任较难的交传和同传任务

图1　口译能力和口译课程的阶段性

Hoffmann进一步解释说，熟练级仅是学生在完整修完口译课程并顺利

通过结业考核后所达到的能力级别，只有再经过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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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口译能力才能达到专家级乃至大师级。

纵观国外的口译能力培养，学者们对课程结束后所应达到的能力级

别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详细的分析，也有学者将入学时的级别和职业翻译

达到的级别做了对比，如Liu（2001）的专家——新手范式（expert-novice 

paradigm）。不过对于口译能力习得的中间阶段，尤其是学生在语言能力

不足，既需要提高语言能力又需要提高口译能力时，口译能力发展途径呈

现何种特征仍然描述不多。

国内的口译专业教学起步较晚，1979年联合国与中国政府合作，在

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了译员培训班，专门为联合国培养口笔译人才。1994

年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改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学生只有语言能

力达到要求才能入学，接受为期两年的会议口译硕士培训，这也是中国大

陆最早在研究生阶段进行口译能力的培养。此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也成立了高翻学院，在研究生阶段培养专业的会议口译员，

学生也必须通过语言能力的考察才能入学，这一阶段的口译能力培养目标

是“培养具有扎实翻译理论基础，掌握翻译研究方法、具备过硬的口笔译

能力的国际会议翻译，毕业生能担任国际会议同声传译和重要文件翻译工

作，能承担政府各部门的高级口笔译工作”。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外国际交流在经济、政治、外交、

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蓬勃发展，中外交流的使者——口译人才的重要性日益

凸现。社会对口译这种“即时、高效”的语言服务提出巨大需求，社会及高

校口译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端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已经迫在眉睫。

针对国内口译市场的巨大需求，国家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

快口译人才的培养。如：自2000年开始，教育部高教委已正式将口译课列

为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必修课；2006年—2008年，教育部先后三次批准在13

所高校设立本科口译专业；2007年教育部又批准在15所高校设立“口译硕

士”学位（包括口译和笔译两个方向）。目前，全国已基本形成包括本

科、硕士、博士在内的完整的口译专业教学体系。此外，各种口译证书考

试和口译培训更是全面铺开、快速发展。目前，国内的口译证书考试包括

“全国口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全国外语口译证书考

试”（NAETI）、“上海外语口译证书考试”（SIA）、“厦门大学英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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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资格证书考试（EIC）”等等。

中国许多大中型城市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口译考试培训班，口译培训

教材在各大书店比比皆是。无疑，口译学习在国内正呈方兴未艾之势。目

前，国内的口译教学和培训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相关资料显示，国内口译

教学大致可分四种类型：

（1）本科英语专业/口译专业的口译课程；

（2）口译（外语）院系研究生的口译专业（方向）课程；

（3）面向非外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程；

（4）各种口译证书考试辅导课程（刘和平，2005：131；张吉良，

2008：93）。

综合来看，中国研究生阶段的口译能力培养有明确的目标，即培养能

胜任会议口译工作的职业翻译，学生毕业后掌握熟练的口译能力，其中一

部分人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后可以成为口译专家。中国外语本科专业的口译

培养目标也很明确，即让学生对口译有大致了解，翻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

提高语言能力，根据Hoffmann对口译能力阶段的描述，研究生毕业时似乎

可以视为达到了熟练阶段，外语专业的毕业生整体上仍然属于新手级别，

翻译本科专业则处于这二者的中间阶段，如下图所示：

阶段：新手　　　　　　　　　　课程目标：通过口译学习提高外语能力
对象：非翻译专业学生（包括外语专业本科生）及其他对口译感兴趣的人士

↓

阶段：入门　　　　　　　
对象：翻译专业本科毕业生　　　课程目标：语言能力+基本翻译技能

↓

阶段：熟练　　　
对象：翻译专业硕士毕业生　　　课程目标：培养职业翻译

↓
口译专家

图2　中国口译能力培养的阶段性

就口译培养目标而言，新手阶段的口译教学目的是提高外语能力，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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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阶段的口译教学目的是培养职业翻译，但在二者的中间阶段，即口译能

力的入门阶段，口译教学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完成语言能力和口译能

力的培养任务，是否能完成这个目标、如何完成，目前尚没有深入研究，

而中国目前试办的翻译本科专业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通道。

Gile指出，之前口译职业培训学校坚持将口译教学与语言教学分离，

在新的时期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学者们需要分析一下在学生语言能力仍有

欠缺时，教师应该如何克服这一困难以完成口译教学（2010：18）。鲍川

运认为，翻译（本科）专业的翻译教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

课题。作为翻译专业，它理所当然进行的应该是翻译教学，目的是培养真

正意义上的翻译人才，但是它又是在一个不完全的条件下进行教学，即学

生是在语言习得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开始学习翻译，因此学生的语言素质

与外语专业的学生基本相同，学习翻译和外语习得同时进行，这提出了一

系列值得研究的课题，如翻译教学与普通外语教学相比，对语言习得能否

产生更大、更积极的影响，或者反之（2008：6—7）。

因此，对翻译本科专业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语言能力发展和口译

能力发展的关系。此外，就口译能力路径而言，新手阶段和熟练阶段的口

译能力特征均有比较清晰的描述，而两者的中间阶段，其口译能力具有什

么特征，培养方式具有哪些特点，目前尚无实证数据，中国目前试办的翻

译本科专业则提供了一个描述此阶段口译能力的理想窗口。鲍川运提出，

翻译本科专业学生的口译能力最高能达到什么程度，能胜任何种类型的口

译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对口译准则的研究也会有所促进

显然，在中国在校口译人才培养过程中，本科阶段的口译教学可谓规

模最大、人数最多、受益面最广。那么，在巨大的口译市场需求和“口译

热”的背景之下，本科口译课程的教学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

首先，由于本科口译课程起步较晚，基础较弱，课程设置尚未形成

规模等因素导致了口译教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相对滞后。在教学原则和方

法上，许多院校仍沿袭传统的语言学派教学模式。口译教学“以知识传授

为主，能力培养为辅”。重语言训练，轻逻辑思维训练（卢信朝，2006：

51；刘和平，2005：100）。在授课内容上，许多老师未能将口译与笔译

严格区分，“笔译内容口译化”。教师以讲解笔译的技巧为主，让学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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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逐段地进行口头口译练习，把口译课上成了“口头笔译课”（卞建华，

2004：239；陈振东，2008：49）。另外，也有一些老师没有将口译与口

语区分。在上口译课时，主要针对口语进行训练。教师准备了不同主题

的材料，让学生学习不同主题的词汇、句型，再就不同主题作演讲等，口

译课上成了高级口语课（刘和平，2005：100；卢信朝，2006：51）。上

海外国语大学柴明颎、张爱玲（2006：186）曾在本科学生中做过一个小

范围的随机问卷调查，发现89位学生中，有70位表示上口译课就是为了提

高英语口语，扩大词汇量，熟悉更多的题材。教学和教材的安排也恰好迎

合了学生的这种期望，给学员一种错觉，即口译培训就是知识与词汇的堆

砌，而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口译作为技能型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技能培

养和操练。

第二，在口译教学的师资方面，国内许多口译课教师本身没有口译

实践经验或者实践经验甚少，很少有人接受过系统的口译培训或对口译

理论和教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因此，对口译课训练的内容，口译的教学

方法、大学口译课的目标，大多数教师并不是非常清楚（鲍川运，2004：

28；卞建华，2004：39；卢信朝，2006：53）。不少口译老师“只能各自

为战，摸着石子过河”，不仅无法实现教学目标，也不免走些弯路，致

使学生毕业后无法胜任口译工作，导致市场上对高校的教学质量发出质

疑（刘和平，2002：58）。2008年的“全国第三届英语教学法（口译教学

专题）研讨会”上，100多位代表中有80多位为一线的口译教师。他们来

自全国各地高校，且主要从事本科普通院校的口译教学工作。在小组讨

论会上，与会老师感慨和提问最多的问题是：“口译教学难教，教学费

力、效果不好”“口译课程发展快，但师资、教学条件跟不上”“很多学

校找不到有口译实践经验的老师，没有口译经验的老师究竟能不能教口

译？”“在36个学时内，本科口译教学究竟教什么？又能够教什么？怎么

教？”等等。本研究发现，许多一线口译教师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口译训

练，对口译教学本质特性知之甚少，但他们却又要承担口译教学任务。这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第三，在教材方面，目前国内的口译教材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

种是“以语言转换为主线”的口译教材，这是早期的传统口译教材。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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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以主题为主线”的口译教材，这是目前国内的主流教材。第三种是

“以技能为主线”的口译教材，该类教材为数较少（穆雷，2009：23；鲍

晓英，2009：10）。目前，国内大多数口译教材是“以主题为主线”而编

写的。该类教材的特点是侧重语言转换的方法和不同题材的口译知识。许

多教材主要采用了传统的外语教学教材的编写方式，即前半部分对口译做

一般性的描述介绍，后半部分配上不同题材的口译材料及译文，并附有详

细的语言知识点和口译方法的说明（鲍川运，2004：28）。大多数教材并

没有把语言教学和口译教学区分开来。他们的目标是编写口译教材，是为

了培养学生的口译能力，可是除了教材前面一两章所讲述口译的原则、标

准、过程等问题外，讲到口译的实际问题时，总是又回到语言教学的轨道

上去（张美芳2001：149）。很多口译教材都有一个共同的偏向，就是集

中所有力量在题材与词汇上，口译技能触及较少。虽然这种教材操作性

较强，但教学系统理论及教学原则不够合理，教学目的和重心也不甚清楚

（杨承淑，2000）。另外，很多教材在材料的选择和内容的编排上也不够

科学，出现了“口译教材文字化”现象。比如，许多口译教材中的练习材

料是根据阅读材料改编过来的，其用词和句子结构酷似笔译教材，未能体

现口译的特点。此外，有些教材虽然也穿插了一些口译技能的介绍，但在

内容的编排上未能遵照口译的认知规律，随意性较大，设计不够科学（王

金波，王燕，2006：45）。

第四，目前国内大多数院校还没有建立独立的口译院系，口译课教

学只是作为英语语言文学课程教学的一部分。本科口译课程一般都是在

第三学年的下学期或第四学年的上学期开设。大多数院校的课程设置为一

个学期，18周，共36个小时。但也有少部分院校设置2个学期，共72学时

（鲍川运，2004：27；卞建华，2004：38）。由于本科口译课程的时数较

少，并且学生接受口译训练的语言能力有限，因此，在本科口译课程性

质的定位上，国内口译界一直存在者争议。目前，口译界有两种截然不同

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科口译教学属于口译教学，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科

口译教学属于教学口译。正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杜蕴德所指出，本科口译教

学定位不明确是目前国内口译教学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卞建华，200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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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发现本科口译教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

践上，均处在一个探索性阶段，研究相对滞后，存在问题很多。因此，对

翻译本科专业的研究能够完善对口译能力发展路径的理论分析，丰富口译

能力阶段性的研究内容，加深对口译能力培养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解，对于

口译课程体系的构建和不同阶段课程的衔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正是

在这种背景之下，尝试通过对“技能化口译教学”的实证研究，来探索口

译教学的本质特点，寻找口译教学的规律，探讨本科口译教学的性质定位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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