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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名师访谈

2019 年，中国外语教育开启了新文科建设，

新文科的发展推动了外国语言文学与交叉学科建

设的契机，旨在实现问题导向、新技术应用和创

新性发展的跨学科融合。在此背景下，《交替传译》

这门课程着力在教材、教法、课程上构建以学生

口译能力提升为中心的创新改革模式，充分发挥

口译在社会活动、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上的优势，

重点解决了口译教学与教材思政、人工智能、前

沿成果融合过程中的接口问题。此门课程是如何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适应线上课程与线下

课程相结合的？虚拟实验教学理论又是怎么应用

其中的？在传统的口译教学过程中存在什么弊端，

又该如何解决？与传统口译教学相比，您的最大

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此次创新您觉得会给未来

的口译教学方面带来哪些成效？笔者带着这些问

题请教了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MTI 中心主任李洋

副教授。

侯宇婷（以下简称侯）：自 2020 年以来，中

国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由于疫情原因，线下课程

的教学受到了一定限制。2020 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出席“两会”记者会现场，强调了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背景下应大力利用网络赋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您此门课程做出了怎么样的创

新与改变？

李洋（以下简称李）：在此背景下，《交替传

译》通过模拟会议口译等仿真教学，创新思政元素

融入口译教材的途径；通过综合利用 AI 笔记技术

Notability、超星、腾讯会议等远程视讯平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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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支持口译教法的方案；通过运行中国大学

慕课《英汉交替传译》，创新线上线下混合的口译

课程。因此，2020 年课程在疫情期间顺利实现了远

程的、多模态的口译教学，同时显著提升了学生的

口译创新能力，树立了人文性、工具性和科学性相

融合、相统一的口译教育新形象，实现了破除学科

壁垒的新文科目标，以学生口译能力提升为中心实

现了教材思政模式创新、口译教学技术创新、解决

问题方法创新。

侯：正如您所提及的，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通

常使用的传统口译教材存在着教学中的“痛点”。

请问这些“痛点”具体包含哪些内容，而您又是如

何对症下药，精准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李：本门课程以学生口译能力为中心，我在教

学实践中发现三个“痛点”。

第一，教材时效差。口译教材与一般外语教

材不同之处是时效性强，特别是时事词汇和术语。

目前，我国口译教学仍面临依赖“教材”的困境。

然而，受出版周期长和真实性差的影响，口译教

材的主题、体裁和语言陈旧，既不能如欧美高校

一样采用真实会议的材料作为教材，又不能满足

新文科对学生跨领域知识融合能力的要求，难以

提升学生的口译百科知识，更难以发挥时事育人

的思政价值。

第二，教学组织难。传统的口译教学仅依赖语

音系统记录学生的口译，所以在评估质量和解析口

译技巧时，师生的主观性较高，只能采用“师徒式”

口头经验传授和“教材式”笔译答案分析的教法，

因此在无法追溯的、非真实的教学环境中难以提升

学生的口译双语转换知识，更难以呈现口译现场的

翻译规范。

第三，问题意识弱。本科阶段的口译教学重

在双语实践，甚至停留在“高级口语”的教学模

式，忽视口译理论的应用价值。虽然学生能通过

慕课学习口译理论，但缺乏分析口译错误的学理

依据，因此难以提升学生的口译理论知识，更难

以应用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引导学生发现和解

决问题。

针对上述“痛点”，我积极探索口译教材、教法、

课程的创新方案，践行了新文科发展道路上的“车

轮模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以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为中心——口译

实践使能。课程依据欧美口译教学经验，不仅选取

教师的真实口译实践材料，还选取时事的多媒体资

源，如总理记者会、达沃斯论坛，反映了口译的时

效性和社会性，以新文科的跨学科知识融通为导向

使课程思政能贯穿口译教材，创新立德树人的模式

与途径。

第二，以学生的技术能力发展为中心——信息

技术赋能。课程突破传统语音设备教学的局限，创

新运用科大讯飞录音笔和 Notability 等 AI 笔记技术，

实现口译的实时语音转写和笔记过程可追溯，赋能

师生提高工作记忆，另一方面创新运用超星和腾讯

会议等，实现远程的、多模态的口译教学，赋能师

生超越时空限制，线上线下实时完成口译训练，建

构教学资源配置的新生态。

第三，以学生的分析能力提升为中心——前

沿研究超能。课程借由上述 AI 转写语料，突破人

脑听记遗漏信息的限制，基于问题（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分析口译过程中语音感知、大脑记忆、

言语产出等困难，推介 Interpreting 和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等 SSCI 期刊最新前沿成果，克服

主观分析的不足，提升超越口译经验和自身认知的

分析能力，打通本科口译教学中解决问题创新之路

的最后一公里。

侯：可以看出您在课程上对于教法也有了一定

的创新，即“技术赋能，人机共融”。对于这种创

新方式请问您是怎样理解的？您又是如何做到将人

与机器完美融合在一起的？

李：我的理解是要以学生的技术能力为中心，

综合利用信息技术赋能线上线下的远程实时教学，

实现三种创新的教学模式。

第一，口译过程可追溯。课程利用 Antconc、

Sketch Engine 等技术，让学生能利用开源或自建的

语料库完成口译译前的术语准备、查询与管理等，

系统性地获取特定领域的知识；利用 Notability 和

Neo Notes 等 AI 笔记，将传统无法追溯的口译过程

转化为数字化的笔记视频，创新学生分析口译困难

的方法。

第二，远程教学可同步。课程利用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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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目等远程视讯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课堂的远程同

步，通过屏幕、音视频等共享实现笔记回看、口译

录音回听。

第三，教学环节可记录。课程利用超星、微信、

雨课堂等信息交换平台，实现课程数据的无界同步

存储，利用视讯平台录制口译教学，构建“静态慕

课 + 动态授课”的可追溯教学模式。

侯：我注意到您对课程科研也进行了一定的改

进，旨在“走在学科前沿，稳步提升质量”，请问

对于这个宗旨您是怎么将其与课程进行有机结合

的？又取得了什么成效呢？

李：本门课程以学生的科研创新为中心，基于

PBL 引入国际期刊的前沿成果，克服教材理论知识

陈旧的困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升口译教学

和课题发掘的质量。

第一，研究成果应用。课程利用质量评估、口

译语块、口译技术等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国家社科

基金“小组监控口译训练模式”“语块化口译技巧”

等成果，确保学生口译的表达流利、语言准确、交

际得体，教学质量明显改善。

第二，研究课题发掘。课程鼓励学生通过语言

对比、机器翻译、模拟会议等教学活动，基于 PBL

发现笔译与口译的语言转换差异、人机交互的口译

模式特点、现场交际对口译话语的影响，从而创新

口译研究课题的发掘途径，学生跨学科研究能力显

著提升。

因此，课程的创新教学增强了学生口译信心，

确保了语言准确性，突破了纸张存储困难、教学环

节封闭的瓶颈，使师生能构建泛载的口译学习空间

和共同体，为探索口译教学的思政创新、技术创新、

科研创新开辟了新文科的路径。

侯：与传统课程相比有所不同，您本门课程的

案例不再一味地照本宣科，而是更具有时代性，更

具有鲜明特色，内容更为丰富，贴近现实生活。您

选取的是“我为总理做口译员”这样的一个案例，

选取会议口译的真实现场锻炼学生们的口译能力。

我觉得这个想法十分新颖，请问您在具体授课过

程中是怎么进行操作的呢？在您实际的口译教学当

中，您又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进而在教材学

习中培养学生的思政价值？

李：为更好地展示“口译实践使能”我选取了

“我为总理做口译员”这一教学案例，采用基于“新

手 - 老手”的对比范式，展示张璐和张京等职业译

员的现场口译，通过观摩职业译员的现场口译，避

免了教科书式参考答案的说教，让学生具身体验口

译服务国家话语传播的途径。教学中所涉及的材料

选自于历年“两会”总理记者会，延伸了思政元素

的平台，发展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深化学

生对口译各方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话语规范的认

知。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惊喜地发现学生能避

免将教材的参考译文奉为圭臬，显著发展了创新思

维。通过学习国家社科“语块化口译”的案例，目

标是让学生掌握如何用较长的语块代替单词口译，

诸如“云办公”“新业态”等新词术语。我播放“口

译现场观摩”的视频，学生开始口译，之后对比张

璐口译。利用 AI 语音转写现场口译，一方面让学

生对比自己与张璐的口译，一方面让学生对比口译

与笔译，例如，“新业态”张璐使用了语块“new 

forms of”，而笔译为单词“new”。“新手 - 老手”

的对比范式启发了学生思辨口译与笔译在语言转换

和工作模式的差异。另一方面，在教学的个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融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思政元

素。我探索了这样主题鲜明、语言真实的仿真口译

训练，力求学生能深化认知职业化口译，掌握“讲

好中国故事”的口译话语规范，进而能分析、明辨、

思考材料所蕴含的人文情怀、社会责任、职业伦理、

创新精神等思政价值，从而创新家国情怀培养与教

材思政融入的途径。

侯：与传统课程相比，本次课程最大的一个亮

点就是在新文科背景下引入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这一理念并将其应用在教学中。您最开始是在什么

情况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的呢？

李：我最开始产生这种想法是在许多年前，

当时我听了一个著名教授的讲座以后萌生了“虚

拟教学”这一想法，但当时线下教学的蓬勃发展

以及科学技术的不完善使得这一想法没有付诸现

实生活中。近两年，埃博拉病毒疫情、新冠肺炎

疫情等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相继发生，表明了

语言服务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给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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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巨大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我们必须大

力加强以学科交叉融合为特色的新文科建设，培

养外语专业人才。

侯：那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在本门课程中您又

是如何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进行有机结合的呢？

李： 在 本 次 课 程 中， 我 利 用 AI 智 能 笔 记

Notability 记录口译过程，克服传统纸张无法追溯口

译过程的困境。夯实口译笔记技巧，通过回放记录，

提高分析口译过程中信息听辨、逻辑分析、笔记书

写等认知活动的动态性和准确性。与传统的教学评

价过程不同，我们应用 AI 技术从视频、音频、文

本三个模态再现口译笔记过程，使师生能追溯口译

信息听辨和笔记记录的心理决策过程。AI 技术颠覆

了传统纸质笔记的结果性评价，创新实现了过程性

评价。师生利用人人、人机互动的笔记批注构建了

线上线下学习共同体，实施自我评估和同伴互评，

显著提高了口译笔记能力。

侯：在本次课程教学中您认为您做出的最大创

新是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李：我认为我本次做出的最大创新就是在教

材、教法、课程上践行新文科的跨学科精神，勇

于探索多元模态、多样主题、多维互动的口译教

学模式。课程大胆突破了传统口译课堂物理空间

的限制，解决了图像、文字、音视频等模态信息

共享的难题，构建了线上线下的学习共同体。课

程采用 PBL 培养学生的跨学科问题意识，以学生

口译能力提升为中心，具体解决课程思政的育人

能动问题、技术赋能的教学创新问题、前沿成果

的超能应用问题，实现了口译技能提升的自我创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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