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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or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Cultivating post-editors with higher-order 
thinking help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meets the 
demand of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to cultivate 
critical thinking-oriented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ors, by mean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editing teaching environment, form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oriented post-editing teachers, innovation on post-editing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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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机器翻译的持续发展，语言服务产业迎来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技术赋能的语言服务产业呈现出数字化与云平台化、语

言服务领域更加细分化和区域集群化，机器翻译和译后编辑成为业内热点

[1]。随着《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0)》的发布，新时代的语言服务必须

深度融入国家战略需求，而培养高素质复合型译后编辑人才已成为重要课题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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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编辑是译者对机器翻译自动生成的译语信息再加工，涉及到译后编

辑信息文本分析、评估、项目翻译决策等高阶思辨能力。本文尝试将译后编

辑能力与思辨性认知深度融合，为培养面向语言服务行业需求的思辨型译后

编辑人才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2.1. 语言服务与翻译学科研究 

就语言服务发展与翻译学科的研究，国内外不少学者阐述了语言服务的

内涵、学科属性和语言服务教学[2] [3] [4]；或从产业视角调查语言服务行业

的发展现状与翻译教学、学科建设的相关研究，如：王华树、陈涅奥(2021)
基于 218 家中国语言服务企业对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应用情况，分析了机

翻质量和译后编辑模式，并从不同视角提出相应建议[5]；崔启亮、郑丽萌

(2021)基于语言服务企业和高校为研究对象，分析语言服务行业发展现状，提

出了语言服务行业需要和高校学科建设协同发展[6]；还有学者结合信息素

养、翻译学科、市场需求等探讨翻译技术能力需求和使用情况、翻译技术教

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等[1] [7] [8]。 

2.2. 译后编辑研究现状 

国外对译后编辑(Post-Editing)的研究起步较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发

展得较为成熟，既有宏观的概念阐述，也有聚焦某一层面的实证研究。如：

Carmo et al. (2020)依照时间顺序纵向探讨了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发展、面临

的挑战和应用[9]；Alvarez-Vidal et al. (2020)则从专业译者视角探讨译后编辑

给翻译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10]。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则聚焦译后编辑工具

开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文本质量评估、人机交互中的认知加工等。如：

Popović (2018)探讨了机译文本的错误分析，现有机译工具造成的增译、错译

等问题[11]；Koglin (2015)则从眼部追踪和键盘追踪分析，对比译后编辑和人

工翻译的认知加工负荷等[12]。此外，还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探讨译员的机器

翻译译后编辑能力等[13]。 

国内关于译后编辑研究聚焦在：理论阐释其概念范畴、内涵及应用领域

[14] [15] [16]；探索面向语言服务的译后编辑行业发展、机器翻译及译后编辑

工具研发、机器翻译对译员的影响等[17] [18]。此外，还有学者从特定领域，

如对科技语篇的文本、句式进行分类，指出译后编辑需关注的特定语言现象，

从而改善机译质量等[19] [20]。译后编辑人才培养研究则聚焦产业需求、课程

设置等培养译后编辑者的文本处理能力、信息素养等[7] [21] [22]。虽有学者

(冯全功、刘明，2018)认为译后编辑涉及译者的信息加工、逻辑推理等思辨能

力[16]，但并未融入到人才培养和实际教学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基于语言服务的发展和趋势，从理论构建、技术

层面、译后编辑能力模型、行业发展需求等为译后编辑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

意见。但现有研究更侧重从宏观角度阐述译后编辑人才培养模式，鲜见将思

辨元素融入到译后编辑人才培养体系中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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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后编辑教学融入思辨能力的必要性 

Critical thinking (思辨)由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1933)提出，他认为

教育必须注重反思，并强调思维训练和思维活动对于培养人们知识创新能力、

准确理解事物的意义至关重要[23]。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哲学心理学

会(APA)于 1990 年组织了专家对 Critical thinking 开展了综合性的阐释，认为

思辨能力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基于分析、解释、评价、推理和判断为主的

有目的、自我调控的认知能力层面；二是个体具备寻找真相、开放思维、具

有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自信心和好奇心等思辨特质。那么，思辨能力与

译后编辑能力有何关联？为什么译后编辑教学需要融入思辨能力呢？ 
首先，译后编辑能力不仅包括对语言知识、翻译知识的掌握，还需要提

高译者翻译技术、术语管理等工具能力，以及调整译后编辑文本的策略能力、

对机译文本容忍的生理/心理调控等核心能力[24]。由此而见，译后编辑人才

需要具备以分析、推理、评估为特征的思辨能力，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调

控、自我监控等元知识能力。具备科学审慎的思辨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有助于学生对机翻译后编辑的心理调控、译前译后的文本处理、以及准

确地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契合《翻译专业教学指南》指导下对复合型高级

翻译人才的培养要求。 
其次，基于人工智能和翻译技术泛化的背景，译后编辑教学必须融入思

辨人文素养。由于机器翻译技术大大提高了语言服务工作效率，节省了人工

翻译的时间和劳动负荷，这使得一些译者不假思索地随意使用机翻译文，既

没有仔细对机器翻译译文的质量进行评估和错误识别，也没有深度考量不同

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25]。长此以往，译者过度依赖技术，从而失去译者的自

主性和创造力。因此，译后编辑教学中应当融入思辨元素，培养学生具备寻

求真理、审慎明思、善于系统性思考的思辨人文素养，注重对学生的价值引

领，引导其对翻译技术带来的数据滥用、数据安全性等伦理问题进行深度反

思[26]。 

4. 思辨型译后编辑人才培养策略 

本文将从以下 4 个层面，基于技术赋能的教育现代化背景，详细阐述如

何培养面向语言服务产业需求的思辨型译后编辑人才培养。 

4.1. 重建技术支持的译后编辑教学环境 

首先，面向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现状、特征和人才需求，高校须重构翻译

专业教育环境，打破以讲授翻译技巧为主、辅以书面翻译练习的传统教学理

念[1]。例如，基础笔译、计算机辅助翻译、译后编辑等课程教学可依托翻译

语料库平台、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翻译教学实践平台等开展实训教学。

如图 1 所示，教师从传统的翻译教学讲练模式转向为翻译项目模拟和翻译实

训。教师通过进入各项工作台界面，一方面可借助技术开展翻译思辨教学活

动，促进学生通过项目式翻译管理、人机协作等提升其面向真实语言服务环

境下的团队协作、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师通过数据监控和评

测也能促进学生提高自我反思、自我管理等多元认知能力。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485


Y. Chen 
 

 

DOI: 10.4236/oalib.1109485 4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图 1. 智能翻译教学与实践平台 

4.2. 组建“思辨型”翻译技术与译后编辑师资队伍 

培养具备高阶思辨力的译后编辑人才，离不开具备语言服务意识、翻译

能力、翻译技术和职业素养的“思辨型”翻译师资队伍。一方面，高校管理

部门需要为翻译教师开展“人机共教”时代下的翻译技术培训，同时加大行

业翻译师资比例，建立翻译专业“双导师”制，将语言服务行业真实案例与

翻译学研究领域进一步融合，推动教师将传统教学与技术赋能的翻译实习实

训结合[1]。另一方面，翻译教师作为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自身也要具备高

阶思维能力，应当积极主动习得思辨教学相关理论和实操经验、参与各类培

训。此外，院校也应当针对专业教师需求，提供各类资源和培训[27]。例如：

教师发展中心可组办一些翻译思辨教学工作坊和研讨会、引进先进的思辨教

学理论与实践教材、邀请有经验的专家开展各类讲座，为组建“思辨型”翻

译技术和译后编辑师资队伍提供各类政策、资源和资金支持。 

4.3. 创建思辨能力驱动下的译后编辑教学模式 

基于译后编辑与思辨认知的各自能力的关联性，翻译教师可构建面向语

言服务产业需求的思辨型译后编辑教学模式。教师可结合翻译行业真实案例，

将思辨能力对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具体教学课例，思辨元素贯穿至建构

式的教学活动，运用翻译思辨层级模型培养学生的识别机译错误与文本处理

能力(分析、推理)、译前译后心理调控和翻译策略选取(元认知)等，并结合机

译工具筛选、群组协作调控等助推高阶思维发展，同步促进译后编辑能力的

内化和迁移[28]。 

4.4. 构建融入思辨能力的翻译教学考核方式 

思辨能力深度融入翻译课堂，还应当对现行翻译教学评价标准进行改革，

把译后编辑课堂教学涉及的思辨维度、思辨特质纳入教学评价体系。只有建

立一套符合译后编辑教学的评估体系和课程模块的评估标准，建立翻译教师

考核与学生自主考核相结合的考核评分体系，才能以评估引导教学，突出对

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群组协作和项目管理能力的培

养、心理认知调控等综合性、多元化评价标准。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分析语言服务产业的现状、人才培养要求，将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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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融入到翻译技能和翻译技术学习，对译后编辑教学环境、师资队伍培养、

教学模式以及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全方位优化与改革，提出培养思辨型译后编

辑人才的具体策略。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语言服务产业趋势和对高素质复合型译后编

辑人才的需求，结合翻译行业发展现状、翻译技术、语言智能等，将译后编

辑能力与思辨性认知深度融合，对于推进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思辨型译后编辑

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不足之处在于，未能结合具体翻译教学场景，

结合课堂观察、教师反馈和学生翻译实践，对构建思辨型译后编辑教学课堂

展开实证研究。未来学者可以结合某一具体课例，依托真实行业翻译素材和

智能翻译实训平台，从课前、课中、课后打造思辨型译后编辑教学模式，通

过真实的教学效果呈现，为培养面向语言服务产业的高素质译后编辑人才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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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面向语言服务产业的思辨型译后编辑人才培养研究 

摘要：随着语言服务产业的高速发展和机器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培养高素

质的译后编辑人才变得日趋重要。培养具备高阶思维能力的译后编辑人才，

可助力提升国际传播效率，符合语言服务产业需求。本文从译后编辑教学环

境重构、思辨型教师队伍建设、思辨型译后编辑教学模式改革以及教学评价

考核等方面，探索面向语言服务产业需求的思辨型译后编辑人才培养路径。 

关键词：语言服务产业，思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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