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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翻译课程应引入检索技术 

马 静 
(洛阳 T学院 纠、l-El语学院，河南 洛_jfJ 471023) 

摘 要：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对翻译人才需求的增加以及高校直用型人才培养的现宴需要，对翻译教 

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学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互联网+”时代人才培养的需要，信息检索技术 

必然要成为翻译深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英语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和翻译教学实际，提出信息检索课程 

的教学目标，没计了较为具体的教学主题 在翻译教学实践及应用中引入检索技术可有效改善教学效果，提 

高翻译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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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资源已经成为 

々业翻 不呵或缺的 I 具，如何使用互联网已成为 

翻译 l_作者的一科 必要技能 、互联网包 含了大量 的 

有价值的信息，比如文木、声音、图像和视频。在 

翻 教 中，酬译学习者不断遇到新事物、新词、 

热问，急需存互联网』二予以检索和整理。l大1此，如 

何 网络的巨量资源巾找到合适的信息，以及如何 

住 联网的帮助下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已经成为 

一 个甄 的课题 

作为 一种、人知活动，信息检索技术既可以帮助 

译者做m有效决策， 町以提高翻译质量和服务标 

准，并对翮译实践教学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翻 

泽领域研究 ，国外著名学者派克特 (Pacte)对译 

者的知识结构模型做f J 深入研究，他认为翻译的 

各种子能力的架构是技能干̈知识共同应』斗J的结果， 

即“ [具了能 ”，换而言之，就是翻译中利用相关 

文献资料进行信息检索的能力。。 

如罔 1所示，格芬利琪(Giipferich)从翻译的角 

度fH发，对译者的“文献检索能力”进行了界定，进 
一 步细分为 具和搜索能力 ． 泽者信息能力发展 

的具体模式．被称为“iMblitrans”(译者信息素养)。 

不只是枉翻译方面，高等教育的其他专业也遇 

到这样的冲击。 

图 1 格芬 利琪译者 能力模型 

荚罔的研究者定义了“信息素养”，即“个人能 

够识别所需信息，能够定位、评估、有效使用所需 

信息” 、这个术语被广泛应用到与高等教育教学相 

火的各个领域，并且形成终身学习的基础。 此， 

“信息素养”是一个“所有学科”的共同慨念。评判 

学生是否具仃信息素养应具有五个标准 

标准 1：决定所需的信息的性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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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2：能够有效地获得需要的信息。 

标准 3：评估信息和其出处的严谨性，选取信 

息吸收到 自身的知识体系中。 

标准4：有效地使用信息来独立或参与完成一 

个特定的任务。 

标准 5：合情合法地使用信息，尤其与社会息 

息相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 

二、调查问卷 

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无处不在，它“在优化课 

程体系的过程中，满足职业发展要求” 。引入网 

络信息检索技能，挑战传统的翻译教学，信息素养 

在翻译课程中的重要性逐渐被教师认识。随着中国 
“

一 带一路”战略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增加以及高校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Web信息检索作为 MTI 

(翻译硕士)的必修课程，越来越多地下移到本科阶 

段。然而，信息检索技术类课程的推进以及广大师 

生对其重要性的认识 ，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们 

开展了针对本科生“信息素养”的调查，旨在探讨它 

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状况。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英语专业学生共有 8O名， 

抽样来 自不同年级，语言学科的不同专业。大多数 

学生声称，教师花更多的时间在课堂上讲述，即教 

师在翻译教学过程 中占主导地位。图 2数据表明 

68．12％的学生认为他们对网络辅助翻译技术不了 

解；只有 2％的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尝试了有限使用 

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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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生有无使用网络检索技术的经验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大多数学生在 

翻译过程中缺乏信息行为的能力。调查结果还显示， 

现有的翻译课程，在计算、文献研究、术语三个领域 

内均不能满足学生对信息检索的需要，并且由于信 

息素养能力薄弱，学生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 

动性受到制约，既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构建坚实的知 

识体系，也无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职业素养。 

三、课程设置 

虽然有些教师已经开始利用搜索引擎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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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翻译任务或是自身研究任务，但仅仅做到这些 

还远远不够。强化“信息素养”能力培养，应该引入 

专门的 Web信 息检索课程，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 

的必修课或选修课。通过前期的研究与实践，本课 

程的教学目标和核心内容设计如下。 

学习目标：了解网络的结构和网页建设以及属 

性；利用在线引擎搜索网页内容，查看相关的结 

果，包括技术 、法律、金融、社会障碍等各种问题； 

熟练使用检索语法；如何评估检索结果，有效决 

策，提高翻译水平；综合使用各种技能；灵活使用， 

有效使用；增强排版、编辑等相关技能。 

为了满足这些学习目标，课程包括以下主题。 

第一部分：信息检索技术介绍(信息技术的发 

展、信息技术与翻译教学、信息检索技术概念)。 

第二部分：搜索引擎(在线检索的种类、搜索引 

擎评价、对谷歌的简介)。 

第三部分：信息采集(特征选择策略，如 URL 

等、URL规范化、网站地图)。 

第四部分：索引(布尔型、同义、同形、误拼、 

检索词频率、文档引用频率)。 

第五部分：级别(基于内容、基于链接)。 

第六部分：检索语法(模糊检索、相关检索、文 

件检索、域名检索、硬盘检索)。 

第七部分：布尔检索(并且、或、非)。 

第八部分：通配符的使用(一次性删除中英文、 

查找与替换、“ ”与“?”)。 

其他：链分析、图片检索、文件多格式。 

此外，文本挖掘、搜索接口、语义网、潜在语 

义索引、协同过滤、查询 日志分析、分布式计算问 

题、网络代理和机器翻译等主题，也应逐步引入课 

程之中。 

四、实践应用 

针对以上课程设计，我们将搜索技巧教学首先 

尝试应用在真实的教学过程中。本课程为期 l6周， 

在一个学期内共有 60名参与者，提供了收集研究 

资料的数据。教学内容首先渗入搜索检索的基本技 

能和谷歌搜索语法，这是实践教学的重点，实验步 

骤如图 3所示 。 

回 瓣圈 游圜 船圈 瓣回 鼢圈 
图3 教学实施步骤 

本设计的目标是客观和主观的评价：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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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衡量，我们使用前测和后测，获得学生的成 

绩，保证纵向对 比的客观性；作为一个主观的措 

施 ，我们使用学生的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检验学习检 

索技能和其他辅助工具对他们成绩的影响。不同的 

搜索技能的研究在不同阶段进行，以兼顾传统教学 

中的翻译任务。在一定讲授课程里，老师介绍了相 

应的检索技巧，鼓励他们利用它为 自己获得更深层 

次的信息素养做准备。总体而言，他们在翻译方面 

的经验很少，因此在前测中的翻译质量和速度都低 

于职业翻译的正常专业水平。前测的结果也表明， 

学生对网络搜索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甚至没有任 

何使用的经验。 

在讲授阶段，因在前测中显现的学生动手能力 

差，特别要求他们培养积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注重实操的示范和演练。 

实操作业重点教授的是如何利用文件检索技术 

和即基于 Web的跨语言信息检索技术，迅速翻译 

常规文档。l4 比如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是会 

计领域常见表格，按照传统翻译教学方式，我们会 

让学生使用财会专业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查询，这 

样不仅严重影响翻译速度，而且对翻译质量也很难 

审校。但是在利用信息检索技术后，我们综合应用 

“模糊检索”“相关检索”“文件检索”等综合方法， 

就可以检索到一个中英文兼具的严谨的资产负债 

表，如此，不仅提高翻译速度也可保证术语 、行文 

的规范。 

为了评估学生学习后的成绩，对学生们进行了 
一 次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 7个问题：Q1在参加 

翻译课程前，我没有使用网络资源的有效翻译意 

识；Q2检索技术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Q3在线信息检索课程的学习是很重要的；Q4 

对于译文中相关信息的检索，搜索满意度；Q5我认 

为在翻译过程中谷歌应该成为一个关键的引擎；Q6 

推荐信息检索课程给其他朋友；Q7认为检索技术 

应该成为一门必修课。然而，单独的问卷调查是不 

足够的可靠的评价。为了确保学生的积极(或消极) 

的态度是建立在学生的学习经验之上，我们必须检 

查是否能够灵活使用这些技能，学生知识架构是否 

完整，并检查知识与态度的关系。 

后测是用来计算知识的增益(不考虑任务完成 

时间)。后测结果表明考试成绩提高了5．90％，多 

数学生取得同样的进步。这说明在单词、语法、句 

法等语言知识层面上没有提升的情况下，使用信息 

检索技术，尤其是个性化跨语言学术搜索技术可以 

使得大多数学习者的翻译任务完成得更好。_5 前测 

和后测的标准偏差都比较小，说明学生在使用这一 

技能的知识起点水平上很相似，学习后效果也具有 

普遍性。 

在“互联网 +”时代，网络搜索技能在翻译教学 

和实践中愈益重要，信息检索技术相关的课程正逐 

步引入本科层次。本文基于英语专业学生的问卷调 

查和翻译教学实际，提出信息检索课程的教学 目 

标，设计了较为具体的教学主题，并进行了实践应 

用。信息检索技能是翻译教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 

分，下一步还是微课、慕课 、翻转课堂的重要教学 

手段，它能够调动学生翻译的自主参与意识，培养 

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相信其在未来的翻译教学中 

会有更加广泛深入的应用，并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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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校际合作 ，协同创新，同一区域的地方院校可 

以事先协调，负责开发不同的 ESP课程，相应的 

ESP教学团队可以在合作的不同院校授课 ，做到整 

合资源，高效创新。 

考虑到学生需经过两到三年的时间才可对专业 

知识有一定的积累，建议在大三下半学年开设课 

程。与自身专业相关的 ESP课程，要求学生必修； 

与专业无关的课程，学生可以自由选修。大四最后 
一 学年，学生普遍面临就业问题，可能没有太多精 

力投入学习，因此建议这一学年的ESP课程设置为 

公共选修课。 

在转型期地方院校的大学英语改革浪潮中， 

无法开出一剂药方来治愈所有的阵痛 ，但是很多 

院校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改革都是盲 目跟风和简 

单复制兄弟院校的成功方案 ，导致课程设置随意 

粗糙 、课程间缺乏必要 的衔接。在合理科学的现 

代课程论大框架下，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学科 

专业现状，统筹考虑，梳理打磨、循序渐进 ，才是 

明智之举 

[参 考 文 献] 

[1]泰勒．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M]．罗康，张阅，译．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19，12． 

[2]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EB／OL]． 

(2007—09—26)[2016—09—10]．http：／／www．chi— 

nanews．com／edu／kong／news／2007／09—26／1036802．sht— 

ml_ 

[3]沈骑．转型期大学英语课程的价值追问[J]．夕 语电化教 

学，2014(156)：62． 

[4]王守仁，王海啸．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及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方向[J]．中国外语，2011(5)： 

4—11． 

[5]蔡基刚．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外语教学理念和方法：学术 

英语与大学英语差异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014(2)：2． 

[6]秦建华．基于专门用途英语(ESP)语料库的词汇研究： 

探索大学英语教师向ESP教师转型的途径[J]．内蒙古 

民族大学学报，2013(2)：89． 

[责任编辑 尹 番]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olleges’Curriculum System of College 

English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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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essential part of the college curriculum，College English plays the key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It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should correspond with Chinese develo— 

ping strategy，educational position，objective of talents cultivation．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local colleges’cur— 

riculum system of college English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n the basis of Tyler Theory，focusing on two dimensions 

of teaching objective and content system，arguing that local universities should construct three—in—one competence 

module，general teaching module of basic English competence training，general knowledge module of English in— 

tended to foster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d students’language skills，and English—for—special-purposes module to 

satisfy students’future professional needs． 

Key Words：Tyler Theory；teaching objective；content system；module teaching 

(上接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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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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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translation talents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ranslation teaching．In the 

“[nternet +”era．web retriev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ranslation courses．Based on the question— 

naire survey of English majors and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ranslation，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course，designs a more specific teaching theme，and explores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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