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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实践报告”是本科日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模式之一，民办应用型大学上外贤达自2022届开始在毕

业论文环节导入该模式。与学术型论文相比，翻译实践报告在选题、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特

殊性。本文通过实际调查，归纳和总结本科翻译实践报告在选题、内容、结构、写作过程方面存在的一

些问题，提出本科撰写翻译实践报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期为日语专业本科生撰写翻译实践报告提供

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使翻译实践报告成为更加契合学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更为有效可行的应用型

本科毕业论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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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 is one of the writing models for undergraduate Japanese majors’ 
graduation theses, which has been introduced by private applied universities, such as Xianda Col-
lege of Economics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n the graduation 
thesis section since 2022. Compared with academic papers,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s have cer-
tain uniqueness in terms of topic selection, research typ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some problems in the topic selection, content, structure and writing process of un-
dergraduate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s through practical investigations. It propo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s should follow,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latively mature method for Japanese maj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write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s, and make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s more in line with the school’s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goals, a more effective and feasible applied undergraduate thes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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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校一般是把学术论文形式作为毕业论文主要形式。而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以下

简称“上外贤达”)则于 2022 届开始在毕业论文环节导入了翻译实践报告的形式，受到学生广泛欢迎。 
形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 契合上外贤达应用型办学方向和外语学院翻译发展方向，与学生平

时所学技能教育课程高度吻合。2) 应用型教学重点在复合型、技能型教学，相较与学术型院校，学生平

时接触前沿学术机会较少，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不如学术型院校学生，普遍认为选择学术论文形式写

出具有一定研究深度和创新意义的学术论文难度较大。相对而言，实践性很强的翻译实践报告，不但更

加切合上外贤达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还能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学生实践能力和基本理论应用能力。 
从实际情况看，上外贤达 2022 届日语专业第一次在毕业论文环节导入翻译实践报告形式，而选择该

形式的学生当届过半，使翻译实践报告一跃成为上外贤达日语专业毕业论文的最重要模式之一。 
当然，在本科毕业论文环节较大规模导入翻译实践报告形式，是一项尝试性教改实践，尚在起步阶

段，存在不少实际问题。本文对上外贤达 2022 届日语专业毕业生翻译实践报告进行调查，梳理问题，进

行思考，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为今后选择翻译实践报告作为本科毕业论文形式的同学们提供些许经验、

教训和对策，并就教于大家。 

2. “翻译作品与翻译实践报告”的概念与相关规定 

撰写翻译实践报告之所以是高等院校尤其是应用型高等院校培养人才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因为它

不仅是学校检验学生学习和翻译实践能力与效果的手段，还是学生自我总结的较佳手段。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下)》(以下简称“指南”)指出：“日语专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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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选题应符合日语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写作符合学术规范，可采用学术论文、翻译作品与

翻译实践报告、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并对“翻译作品与翻译实践报告”做了如下说明：“翻译作品

与翻译实践报告的形式为日译汉，字数不少于 8000字，同时用日语撰写不少于 2000字的翻译实践报告。”

[1] 
可见，指南所谓“翻译作品与翻译实践报告”，基本框架模式就是“翻译作品 + 翻译实践报告”。

上外贤达日语专业从 2022 届开始，毕业论文环节除了学术论文的形式外，第一次出现了“翻译作品与翻

译实践报告”的形式。2022 届日语专业毕业生 64 人中，选择撰写“翻译作品与翻译实践报告”形式毕

业论文的有 41 人，占比达到 64.06%，一举超过半数。 
由于指南对本科翻译实践报告没有详细要求和说明，也没有具体的难度规定，而国家及各相关高校

则只对 MTI 的翻译实践报告有比较详细的要求和规范，规定翻译实践报告须包含任务描述、翻译过程、

案例分析、实践总结、参考书目等章节的内容。国内尚无本科外语专业在毕业论文环节大规模采用翻译

实践报告形式的先例可资借鉴。于是上外贤达便参考日语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学位论文(翻译实践报

告)模式，在原文难度、译文评价标准、报告撰写深度、字数等方面，根据客观条件、实际情况和需求适

当降低了要求，做了适应性调整，制定出了本科日语专业翻译实践报告形式毕业论文的基本规范。 

3. 撰写翻译实践报告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2 届，上外贤达本科日语专业第一次在毕业论文环节大规模导入翻译实践报告形式，并有 64.06%
的学生选择了这个形式，普及度与受欢迎度可见一斑。本文以所有选择笔译翻译实践报告的学生为调查

对象，梳理、分析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解决方案。 

3.1. 选题与译文质量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的翻译实践报告选题情况如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opic selection 
表 1. 选题统计表 

选题 一般日文 
原版书籍 日本各类白皮书 日本各类报告 日本各类政策、 

指南等 各类计划 其他 合计 

人数 4 6 6 15 6 4 41 

占比(%) 9.76 14.63 14.63 36.59 14.63 9.76 100 

 
在调查中发现，这些选题中的大部分素材是通过网络搜索随意、随机获得的，缺乏计划性。由于翻

译工作量的限定，大多数学生选择节选翻译原文中部分章节的内容，不能顾及全文。 
此外，审阅、答辩等环节还暴露出学生以下一些问题。[2] 
1) 对选题所在行业生疏无知。2) 对选题所涉背景不甚了了。3) 选题有难有易，难度不一。4) 缺乏

翻译实践积累，译文水平参差不齐。 

3.2. 指南提示的本科翻译实践报告字数问题 

指南对本科翻译实践报告的字数表述是“2000 字”，但未规定所应包含内容。MTI 的翻译实践报告

规定字数是 8000 字，对报告内容也有详细说明。 
但如果本科翻译报告按照 MTI 翻译实践报告的内容要求写作，2000 字是很难完成的，即使完成，也

无法体现深度。学生普遍反映“2 千字不够”的事实证实了这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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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理论与实践指导问题 

经调查发现，翻译实践报告宗旨本应是对翻译实践的总结，但一些学生却写成了对翻译理论的解释

和印证，偏离了主旨。如，对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之间的界限判断不准，把翻译实践的性质、目的和翻

译报告的宗旨与翻译理论的学术研究混淆了起来，把某一翻译理论生搬硬套地盖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上，

机械地叙述并赞美该理论，却没有有力的实例论证该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导致了翻译实践报告

体现不出实践性，说法大同小异，结论同质化的现象。 
很多学生只叙述自己在翻译碰到的难点，未述及自己的翻译实践所依据的翻译理论，理论结合实际

方面体现较差。有的学生为了证明自己译文高明和翻译方法使用得当，甚至放一个已经不是问题的“问

题”或很明显错误的翻译例子。 

3.4. 翻译腔问题 

日语中存在大量汉字词，一些学生在翻译这类单词如“事業”“給付”“整備”“成長”“対策”

“支援”“進展”等时，采取了照搬汉字或把日语汉字改写成汉语简化字的办法，并未在意思上进行翻

译处理，没有根据上下文语境使用符合汉语规范的词语进行表达。由于这些词的意思比较丰富，根据不

同语境可能需要选择不同词语进行翻译。照搬汉字或改写汉字使译文变得千篇一律，不能应对不同语境，

难以准确表达同一个日语汉字词因语境不同而在汉语译文中应有的多样化语义，因而产生翻译腔问题。 

3.5. 整体翻译水平问题 

学生的翻译实践报告显示，虽有少数学生翻译水平略好，但整体翻译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究其原

因，除了需要学生本人更大的努力之外，还有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的问题。如，上外贤达翻译课程起步

较晚，门数较少；日语专业学生零起点占绝大多数，大一大二阶段主要侧重词汇、语法、听力、会话等

基础学习，大三开始增开各类专业课程，翻译课程只是其中之一，没有更多学分和学时；上外贤达外语

学院翻译发展方向刚刚确定，教师对过去的商务方向课程较为熟悉和重视，对新确定的翻译方向不熟悉，

师生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教与学的效果不理想；本科翻译教材多为文学类作品，较少有时政、经济、

军事、社会、行业等其他领域的素材用于翻译教学，导致学生行业笔译翻译水平普遍较低。如果能在大

二就开始导入部分翻译理论，进行部分翻译实践的话，会为大三的翻译课和大四的翻译实践打下一个良

好的基础。同时可以引导学生在大二选修相关的中文课提高对背景知识的了解。[3] 

3.6. 翻译实践报告评价标准问题 

翻译实践报告大规模导入本科毕业论文环节是一项较新的教改尝试，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师们仍然

习惯性地用学术论文的评价标准评价翻译实践报告，有重理论要素轻实践要素的倾向，对译文质量也没

有建立起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4. 解决问题的建议 

结合 2022 届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和意见，笔者就本科毕业论文环节采用翻译实践报告形式

可能出现的上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如下。 

4.1. 翻译观建设与加强实践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相当数量的翻译实践报告不是出于实践和实用的目的撰写的，而是带着学术型

论文的观念，针对容易获得的素材撰写的，缺乏实践性和实用性。这反映出学生前期积累不充分，没有

做好观念建设，选题不合理，实践经验不足，翻译操作生疏，降低了译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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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翻译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的高度采取措施，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积累更多实践经验；在论文指导过程中，让学生理解学术型论文与翻译实践报告

的区别，对翻译实践报告有正确认知，提高选题的合理性和针对性，统一难度；在撰写过程中师生勤于

互动，制定正确翻译策略，采取恰当翻译方法，尽量提高译文质量，并使翻译实践报告体现出理论结合

实际的精神，强化实用性和实用性。 

4.2. 研究制定基本规范 

根据本科学生的实际情况，各校各专业可以针对翻译实践报告科学制定较为详细的规范，对翻译实

践报告的内容范围及深度、章节结构及字数、叙述语言的语种及水平程度进行较为细致的规范，为翻译

实践报告创作提供指引。 
结合指南和上外贤达毕业论文环节教改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对翻译实践报告做以下规范，以

期提高翻译实践报告的撰写质量和水平。 
语种：日语；难度：满足国标对本科日语专业的基本要求；选题范围：尽量结合行业，避免文学类

文本；章节及字数：摘要 300 字，关键词 3~5 个，选题意义及背景 600 字，指导理论及翻译策略 500 字，

翻译过程、问题、方法描述和案例分析(一般至少涉及翻译实践的 2~3 个方面，案例至少 6 个)共 3600 字，

翻译实践的感悟等结语 500 字，翻译报告大约 5000 字以上。此外附件 1 可设术语表(字数不限)，附件 2
为日汉翻译实践原文 8000 字以上以及对应的译文。[4] 

4.3. 强化理论学习，加强翻译实训，紧密结合案例，加强论文指导 

针对学生理论知识不足和理论与实际结合不紧密的问题，可在“笔译理论与实践”和“口译理论与

实践”等翻译课程上加强理论教学，介绍分析各流派翻译理论，提高学生理论水平和结合实际的能力；

在“毕业论文”阶段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和指导，提高学生翻译案例分析能力和水平。 
在实际撰写过程中，指导教师要结合课程内容和选题素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学生进行指导，

让学生懂得制定翻译策略基本技能，掌握选择和运用适合选题素材翻译方法的基本技能。 
针对对翻译实例认知不足，认识不深，逻辑不清，分析不透导致的理论和实例“两张皮”问题，指

导教师要在论文撰写过程中进行针对性指导，让学生在实践中搞懂理论，吃透例子，掌握把握翻译难点、

亮点的基本技能，进行合乎逻辑的案例分析，以期有助于解决理论与实际结合不紧密的问题，做到理论

可以实际指导翻译实践，实践可以检验翻译理论及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翻译理论与自身翻译实践互

为表里。 
因此，在实际撰写过程中，可以要求学生在参考文献中列入一定比例的翻译理论著作和论文。 
总之，要做到针对不同性质、功能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理论做指导，制定不同的翻译策略，采取不

同的翻译方法，提高译文质量，并理论联系实际，按照规范撰写好翻译实践报告。 

4.4. 加强平行文本学习 

针对政策性文本选题较多的情况，要在相关课程教学和论文指导过程中让学生了解文本类型多样，

储备足够的文本知识。为此，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多多阅读平行文本，汲取知识和经验，以利提高译

文准确性，照顾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度，有效引起译文读者的共鸣，产生与原文读者基本等值

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 
根据上外贤达学生主要根据日本政策性文本撰写翻译实践报告的现实情况，笔者建议，在翻译类课

程和论文指导阶段，让学生提前接触、学习日本政策性文本和中国与之相同、类似的对应文本，熟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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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其遣词造句倾向、惯用表达方式和词语、内容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表达风格，了解日汉语政策性文

本的异同，并把相关平行文本列入参考文献，以利翻译实践和翻译实践报告的撰写。 

4.5. 完善翻译实践报告评价标准体系 

笔者建议结合应用型大学培养“日语+”复合型人才的办学方向优化翻译实践报告评价标准体系。首

先，对翻译实践报告与学术型论文的评价标准进行差异化处理，与知网论文管理系统联动，设置具有专

门针对性的指标和分值，真正避免用学术型论文评价指标考查翻译实践报告的张冠李戴现象。 
其次，重建翻译实践结果(译文)板块与翻译实践报告板块之间的关系，设置合理数量指标及其分值和

比例，分别评价翻译实践和翻译实践报告，以便实际反映两者的真实水平，提高评价的实际有效性。[5]
鉴于翻译实践及其结果译文是翻译实践报告的基础，是学生翻译能力的综合体现，翻译实践报告是翻译

实践及其结果的描述和研究，上外贤达所设置的译文板块与报告板块的评分比例为 70%和 30%。目前这

个比例还比较合理、合适，但是否有更合理合适的标准呢？可以在今后的实践中进行进一步论证。 

5. 结论 

上外贤达本科日语专业毕业论文环节采取翻译实践报告模式是应用型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多样化的创

新尝试，也是从实践角度评估专业学习成果的重要方式。从客观上讲，采取操作性很强的翻译实践报告

形式，可以在毕业论文环节中为学生提供一次应用所学进行翻译实践的机会，可以考查学生的语言运用

能力和分析论证能力，检验学生的理论水平、实践水平和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是一种比较契合应用型

大学的办学方向的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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