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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作为口译教材中的标杆，对口译教学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其调研，了解规

划教材的特殊性、亮点与不足，将对今后口译教材的编写具有启发意义。据此，本文针对21本口译国家

级规划教材的编写方式、编写原则、教学理念、时效性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规划教

材的特殊性在于：1) 编写方式逐渐以“技巧型”为主；2) 坚持技能性原则与实践性原则；3) 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亮点在于：1) 注重音视频材料的真实性；2) 注重时效性；3) 注重学生综合

能力的培养；4) 遵循教学大纲。不足在于：1) 练习材料未能及时更新；2) 技巧与主题割裂感明显；

3) 翻译理论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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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enchmark in interpreting textbooks, National Planned Interpretation Textbooks play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interpreting teaching. By investigating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Na-
tional Planned Interpretation Textbooks, the paper intend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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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rpreting textbooks in the future. Accordingly,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21 National 
Planned Interpretation Textbooks in terms of their compilation patterns and principles, teaching 
guidelines, and freshness of selected materials. It is found that the features of planned textbooks 
lie in: 1) following “skill-oriented” compilation pattern; 2)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kills and 
practice; 3) sticking to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guideline. The merits are as follows: 1) Using 
the authentic audio and video materials; 2) Using fresh materials; 3) Aim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4) Following the syllabus. The demerits are as follows: 1) Not updating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reprinted version; 2) Disconnection between skills and themes; 3) Insuffi-
cient translation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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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对外交流合作愈加频繁，各行各

业对口译人才的需求量大幅度增长，要求也逐渐变高，这意味着我国英语专业本科教育正在面临一个严

峻的挑战。为此，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实施了“新世纪教育质量改革工程”，包括推行“十五”、

“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级教材规划，从而促进英语专业本科建设的发展和教学质量

的提高，确保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输送大量的优秀人才[1]。口译教材作为口译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口译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对于英语专业本科教育的改革和学科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口译国家级

规划教材属众多口译教材中的精品，一直深受高等院校师生们的喜爱。由此，笔者对 21 本具有代表性的

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进行调研。这一调研成果将对未来口译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

助于提升未来口译教材的编写水平，从而提高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2]。 

2. 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基本信息分析 

笔者调研的被列为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口译教材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由表可知，从规划教材的版

次来看，在这 21 本口译教材中，15 本为第一版，6 本为第二版。即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国家级规划教材

并没有经过改版，一直在沿用最开始的版本。从规划教材的出版日期来看，年份集中在“2006 年~2010
年”及“2011 年~2015 年”这两个时间段。由此可以推测，在 2006 年至 2015 年这十年间，国内的专家、

学者对于口译教材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为口译教材市场输送了数量可观的优质口译教材，口译教

材的出版事业较为兴旺。从教材来源来看，在这 21 本口译教材中，最多的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共 9 本；其次为“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共 6 本。“十五”指国

家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从 2001 年至 2005 年，“十一五”指国家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从 2006 年至 2010
年，“十二五”指国家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从 2011 至 2015 年，“十三五”指国家的第十三个五年计

划，从 2016 至 2020 年。在这 21 本规划教材中，大多数教材为“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处于 2006 年至 2015 年之间，与笔者从教材出版日期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一致。从出版社来看，

笔者调研的国家级规划教材中，有 7 本出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7 本出自高等教育出版社。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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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出版社对我国高质量口译教材的出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about basic information of National Planned Textbooks of Interpretation 
表 1. 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基本信息统计表 

类别 数量/部 占比 

版次 
第一版 15 71.43% 

第二版 6 28.57% 

出版日期 

2000 年~2005 年 2 9.52% 

2006 年~2010 年 11 52.38% 

2011 年~2015 年 6 28.57% 

2016 年~2020 年 2 9.52% 

教材来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4 19.05%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9 42.86%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6 28.57%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2 9.52% 

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7 33.33% 

高等教育出版社 7 33.3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14.29%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9.52% 

光明日报出版社 1 4.76%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1 4.76% 

3. 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特殊性 

3.1. 编写方式逐渐以“技巧型”为主 

笔者将这些口译教材的编写方式分为四类：1) 主题型。即该教材以主题为纲，每个单元着重围绕一

个主题进行训练，比如礼仪祝辞、旅游观光、宣传介绍、国际交流、商务会谈、文化教育等；2) 技巧型。

即该教材以口译技巧为纲，每个单元着重介绍与训练一项口译技巧，比如口译短时记忆、口译笔记、言

语类型分析、主题思想识别、目的语信息重组、数字传译等；3) 技巧型 + 主题型。即该教材对于主题

的练习和技巧的介绍并重；4) 其它。笔者将这 21 本口译教材的出版日期与其编写方式制成了如图 1 所

示的交叉图。笔者先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研究出版日期对于口译教材的编写方式的差异关系，发现不

同出版日期对于口译教材的编写方式呈现出显著性(chi = 19.226, p = 0.023 < 0.05)。具体来看，2000 年至

2005 年之间，笔者所调研的规划教材采用的编写方式均为“主题型”。然而，在后 15 年，编写方式为

“技巧型”的口译教材基本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相反，“主题型”口译教材的占比逐渐变小，并于 2016
年至 2020 年之间消失。由此，笔者推断，未来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技巧型”这一

编写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发现的这一规律仅反映目前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所揭示的编写趋势，于

整个口译市场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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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verlap graph about the publication date and the writing mode of national planned textbooks of interpretation 
图 1. 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日期和编写方式的交叉图 

3.2. 坚持技能性原则与实践性原则 

关于口译训练应遵循什么原则，不同的口译教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笔者调研到的口译国家级

规划教材在安排口译训练材料时普遍遵循两大原则：技能性原则与实践性原则。口译课是一门技术性

很强的课程，不少口译教材都以完成口译任务所需的重要技能为主题进行编排，正是因为编者们普遍

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口译的训练均以技能训练为主。在口译实践中，译员可能遇

到的题材数不胜数，然而与之相对于的翻译技巧却是固定的、有限的。一旦掌握了可应用于各种场合

与题材的通用口译技能，我们便可“以不变应万变”，从而承担各类口译任务。同时，口译课也是一

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任何技能的获得都离不开实践，大量的口译实践是口译技能巩固与强化的最佳

途径。如王桂珍(2013)的《新编汉英/英汉口译教程》的上册以口译技巧的训练为纲，共十个单元，除

第一单元“口译简介”外，每个单元着重介绍与训练一项口译技巧，内容上包括五个部分：1) 口译技

能概述；2) 口译技能训练；3) 口译实战练习；4) 口译扩展练习；5) 练习参考译文。该套教材既强调

了口译技能习得的重要性，又没有忽略口译实践的辅助作用。通过对口译技能进行循序渐进地学习，

学生才不会在口译实践中感到迷茫，口译技能对口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反之，在将口译技能运用到

口译实践中时，一方面，通过在实践中重新认识习得的口译技能，学生对于口译技能的掌握得到进一

步强化；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口译实践，译员可能从中摸索出新的口译技能，加以总结之后又可以

运用到今后的口译实践中。 

3.3.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后逐渐进入我国的文化背景中[3]。在中国传统

的教育观念和教学实践中，老师都是课堂的中心，教学的主体。而学生仅是被动接受理论知识的对象。

然而，调研发现，大多数规划教材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提倡让学生做

课堂的主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材设计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 译前准备；2) 实战

操练；3) 补充扩展。“译前准备”要求学生进行课前的生词准备和背景知识准备，从而更快更好地投

入到正式的课堂学习中。针对“实战操练”，不同教材有不同的设计。如仲伟合(2006)的《英语口译教

程》认为，教师在进行口译教学时，不应该将口译课上成精读课或笔译讲解课，不应该在讲台上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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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输出，而是应该将课堂的焦点聚焦到学生身上。教师可以将课堂模拟成口译现场，加深课堂的紧张

感，从而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课堂的实战操练中来。吴冰(2004)的《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则认为，

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依据某一特定的口译主题做一个展示(presentation)，从而提升学生资料整合、自主学

习、口语表达等各方面能力，也能加深学生对该专题内容的掌握程度。这些课堂设计的目的在本质上

都是一样的，即将课堂交到学生手中，以学生为中心。“补充扩展”环节则提供了帮助扩大学生知识

面的各类口译术语、常用表达、口译须知等内容，旨在帮助学有余力的同学进一步了解本单元的相关

知识。 
通过教材设计可以看出，教师在口译教学中的作用与传统口译教学相比有所减小，口译国家级规划

教材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体现在译前准备和补充扩展两方面。此外，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

动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体现在实战操练方面。这都说明，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4. 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的亮点 

4.1 注重音视频材料的真实性 

在选择口译练习篇章时，规划教材的编者通常会选择诸如领导人发言、记者招待会、中外人士的谈

话、全真国际会议发言等来自口译现场的一手资料或官方讲话和演讲的同传、交传视频作为练习材料，

以突出口译训练的实战性特点。倘若无法获得真实的音视频材料，编者们也会邀请来自母语为英语的不

同国家、有不同口音和讲话特点的人进行录制，这些专门录制的材料也会尽量遵循真实性原则，帮助学

习者模拟真实的口译环境，即避免说话过于标准、语法毫无破绽、口音极其纯正、音质非常清晰、缺乏

真情实感等问题。在真实的口译背景下，口译员可能会遇到讲话人读音不准、有口误、有习惯性口头语

或地方口音，有些许杂音等各种艰难挑战。只有当学生在日常的操练中就提前适应这样紧张、高压、真

实的口译环境，而不是一直使用缺乏真实性的标准录音，学生才能有亲临会议现场的感觉，训练的效率

才能达到最佳，学生的心理素质、对不同口音语速的听辨能力以及根据上下文的逻辑联系及时做出正确

判断的能力才能获得提高[4]。也只有这样，口译学习者才能获得口译实践现场模拟练习的机会，才能为

今后的口译工作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4.2. 注重时效性 

在时效性方面，大多数规划教材的编者在选材时都特别注重话题内容的新鲜程度，绝大多数篇章都

是来自最新讲话[4]。如仲伟合(2006)的《英语口译教程》分上、下两册，共计 30 个单元，其中 3 个单元

为“复习与测试”单元。该教程每个单元都有“实战操练”版块，该版块提供有 2 篇英译汉和 2 篇汉译

英的全真国际会议发言材料作为交替传译或同声传译实战训练素材。笔者对这套教程中标明具体日期的

132 篇口译材料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由图可知，该教程中 2005 年的练习材料有 36 篇；

2004 年的练习材料有 27 篇；2003 年的练习材料有 23 篇，该教程中的大部分练习材料的年份都集中在

2005 年，2004 年与 2003 年。而该教程的出版日期为 2006 年 1 月，距离这些选材的日期均在 3 年以内，

时效性极佳。笔者发现，这些规划教材选用的口译练习材料基本上都是近几年来的领导人发言、记者采

访以及中英文报刊和网站刊登的有关部门权威人士的发言和谈话等素材，题材十分新鲜。口译的学习对

于口译教材的时效性要求极高，一本时效性好的口译教材能帮助口译学习者迅速掌握近几年来业界的热

词、新词，从而更好地投入到今后的口译实践中去。时效性好是这些规划教材能够从众多口译教材中脱

颖而出的一大亮点，也是其它教材需要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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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years in which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th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course were selected 
图 2. 《英语口译教程》练习材料选用年份 

4.3. 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笔者发现，规划教材在编写思想上，除了帮助学生掌握口译相关的基础知识，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外，

还十分注重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的培养。崔永禄，孙毅兵(2005)的《新编英汉口译教程》“着力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吴冰(2004)的《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在各单元练习中设置了“应变能力

练习”环节，以此培养学生在口译过程中的灵活性；梅德明(2008)的《英语口译教程》的编写人员“居高

临下”地去审视翻译中的问题，注重提高学生触类旁通的能力，而并非把视角囿于词和句子的层面；王

桂珍(2013)的《新编汉英/英汉口译教程》则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鉴赏与批判能力。这

些规划教材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并不是仅限于使学生掌握口译的基本技巧，了解不同领域的口译术语与

词汇，而是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与人文素养，使学生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的英语专业人才。笔

者认为，一本口译教材除了提供必备的口译理论与技巧的讲解，以及相关的实战练习以外，还应该寓思

想于其中，给单薄的口译教材注入灵魂。比如，在背景知识补充上，教材在向学生提供以西方文化为背

景的阅读材料时，也可适当补充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使学生在共同鉴赏中比较学习。在这样的多元文

化背景下，学生的鉴别能力和比较能力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也能掌握中外文化之间的异同之处。

一本优秀的口译教材应是能够使口译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

观的教材。 

4.4. 遵循教学大纲 

2018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以下

简称“《国标》”)。《国标》提出外语类专业需要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专业

知识与能力的复合型外语人才[5]。为了贯彻落实《国标》各项原则和规定，2020 年春，教育部出版的《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试行) (以下简称“《指南》”)问世。《指南》指出，“英

汉/汉英口译课程”的教学目标为“培养学生的英汉和汉英口头翻译能力。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应能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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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口译的基础理论和常用的口译策略与技巧；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化知识和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具有

良好的记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养成关心时事的习惯，能就热门话题或专题进行口头

介绍和阐释；胜任接待外宾、导游、一般性会议、商务洽谈等日常口译任务”[6]。具体来说，《指南》

强调学科交叉、复合融通，倡导理念创新、方法多元。大多数口译教材都符合大纲要求的这两大点。 
从“学科交叉、复合融通”层面来看，《指南》强调跨学科、跨文化的知识建构。雷天放，陈菁(2013)

的《口译教程》认为，只有将外语教学与其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的内容相结合，外语人才教育才能真

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7]。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从知识型、专才型的外语人才向通才型和

复合型方向转变，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从“理念创新、方法多元”层面来看，《指南》倡导构建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关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理念创新”在本文第三部分的第五点“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中得到了体现。从“方法多元”来看，笔者所调研到的所有口译国家级规划

教材都配备有音视频材料，从 20 世纪初的磁带，DVD 光盘到后来的在线资源都使口译教学的形式更加

多元化，也给学生的口译学习增添了乐趣。 

5. 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的不足 

5.1. 练习材料未能及时更新 

绝大多数规划教材在编写时收录的口译练习材料的时效性极佳，能够满足口译学习者的需求。进入

市场之后，以其前瞻性、先进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受到全国众多使用院校的广泛好评。然而，时代在变化，

当今世界更是瞬息万变，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口译教材却并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其中的选材也未能及

时更新，这意味着当今世界的一些新词、热词以及热点话题并未收录其中，这将给学生们未来的口译实

践活动埋下巨大的隐患。笔者计算出了各本规划教材的出版日期与笔者找到或买到的该本教材的印刷时

间之差，并绘制成如表 2 所示的表格。由表可知，出版日期与印刷时间之差处于 3 年之间的教材共有 14
本，其余的 7 本口译教材的印刷时间距离出版时间均已超过了 3 年，时效性堪忧。并且，在这 7 本教材

中，有 2 本教材的印刷时间距离出版时间处于 12 年~15 年之间，有 2 本处于 8 年~11 年之间。由此可知，

这几本口译教材虽为国家级规划教材，且被频繁印刷，广泛应用于口译教学中，但其中选用的口译材料

已为多年前，甚至十数年前的材料，很难帮助学生在学习口译的过程中了解热点话题及时事新闻，这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们的学习效率。 
 
Table 2. Th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and the date of printing 
表 2. 出版日期与印刷时间之差 

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0 年~3 年 14 66.67% 66.67% 

4 年~7 年 3 14.29% 80.95% 

8 年~11 年 2 9.52% 90.48% 

12 年~15 年 2 9.52% 100.00% 

合计 21 100.0%  

5.2. 技巧与主题割裂感明显 

在编写方式上，规划教材大多以口译技巧或口译练习的主题为主线进行编写，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规

划教材将技巧的讲解与专题的练习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行布局。比如部分教材在同一单元中先是介绍

诸如影子练习、记忆复述练习等技巧，再依据国际关系、外交事务等口译主题设置口译练习材料，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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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方式则容易造成同一单元中的口译技巧与口译主题之间缺乏关联性，割裂感明显，学生在进行口译

练习时无法对在该单元学习到的口译技巧加以运用以及巩固，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然而，即便是规划教材，也只有极少数会关注所介绍的口译技巧与话题内容之间的关联程度，更多

的情况是技巧与主题之间的割裂感明显。 

5.3. 口译理论匮乏 

在口译学习的过程中，基础理论的学习及基本技能的训练二者缺一不可。基础理论的学习对于与之

相配套的基本技能的训练具有指导作用；反之，基本技能的训练又能将学到的基础理论付诸实践，具有

实践意义。因此，口译理论与口译实践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互相成就的。经验表明，一个掌握了一定

口译理论的译者在进行口译实操时，往往能做到胸中有丘壑，从容、淡定。从口译结果来看往往也比对

口译理论不甚了解的译者表现得更为出色。所以，在口译技能训练过程中，理论的介绍不容忽视[8]。笔

者所调研的 21 本规划教材基本上都对翻译技巧有所介绍，并配备有对应的练习供学生进行操练，但对翻

译理论却鲜少涉及。涉及到的翻译理论也只是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口译理论/模式：包括信息处理模式、

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和塞莱斯科维奇为代表的法国释意学派理论、吉尔(Gile)的“认知负荷模式”和安德逊

(Anderson)的“三段式认知程序模式”这四项理论，翻译理论的介绍极度匮乏。 

6. 小结 

口译国家级规划教材作为国家高度认可的口译教材，自有其亮点和特殊性所在，这些亮点与特殊性

也是未来口译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教材时需要适当参考、借鉴的地方。然而，规划教材并不是完美的，也

有许多不足之处。所以，编者们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推动未来的口译教材建设，改善口译人

才的培养质量。口译教材的编写过程十分艰巨、复杂，而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编者们编写大纲、确定教

材类别、选定教材项目等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帮助，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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