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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案例教学方式自 1870 年正式提出以来，因其教学方式的创新和多维度

成效，逐渐推广运用到法学、医学、营销、心理、教育等行业领域。随着

人本主义教育观以及建构主义教学观等当代教育理论的盛行，案例教学作

为一种重要的人才培养方式，得到愈来愈多的应用、认可和关注。教师在

融合知识、能力和素养要求的基础上，设计和实施恰当的案例教学，启发

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多角度分析问题，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有利于培养学生探究、协作精神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健全学生人格，实现

隐性“育人”。 

随着我国交通运输业的高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贯彻实施，

我国承建海外铁路工程项目、技术装备对外出口的步伐逐步加快，中外交

通运输工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密切，高质量的交通运输工程翻译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交通强国建设中都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书基于《交通运输工程翻译》课程几年来所进行的案例教学改革成果，

选取了交通运输工程领域 15 个翻译案例分析报告，包括铁道行业技术标准

及铁路工程建设标准、《国道 569 公路施工招标书》、尼泊尔崔树里上游

3A 水电站项目合同文件、《高速时代的中国高铁》、《中国交通运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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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加州驾驶员手册》、《联合舰队维修手册》、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记者会等口笔译案例。结合丰富的理论视角，如功能对等理论、

应用翻译原则、平行文本理论、交际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认知负荷模

型理论、变译理论等对具体案例进行研读分析，探究某些翻译实例存在的

问题，反思和解决问题，探讨和总结专业领域翻译实践规律，从而提升翻

译人员专业领域翻译实践创新能力。 

通过课程案例教学改革以及课程案例库的建设，我们发现学生们对于

翻译职业规范、翻译服务意识、专业领域翻译能力内涵、翻译中的工匠精

神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进一步意识到高质量语言服务在促进我

国交通运输业发展以及加强中外交流合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产生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除此之外，将翻译理论紧密联系翻译实践问题进

行分析思考，不仅提升了学术理论、学科知识和信息加工素养，而且还锤

炼了学生在翻译实践中的策略与技巧的认知建构，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翻译

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希望本书的出版对于培养行业高素质语言服务人才队伍，加强中外技

术交流、促进中国交通业相关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国外市场，具有一定的

价值。 

本书是江西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和案例建设项目“交通运输工程翻译”

及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汉英翻译》课程思政的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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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探索与评价研究”阶段性成果。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陆秀英教授

作为项目负责人，设计全书的框架、案例的选取和案例的实施，并撰写了

第一部分；在她的指导下，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梁星、李佳、谭婷、王君、

金露露、黄益琳、詹可佳、白天宇、代晶、黄洁莉、鲍亚萍、李伟山、付

星、温晓霞撰写了相应的案例分析报告。感谢外国语学院对本书的出版给

予的很多帮助和支持。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肯定存在很多不足，敬请

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