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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非遗翻译人才培养路径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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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探讨非遗翻译人才培养路径。首先，文章分析非遗翻译人才培养现状；其次，提出一

个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非遗翻译人才培养框架；最后，对实验结果的讨论表明，使用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教学框架

显著提高了非遗翻译者的培训质量，学生的翻译速度为 150 WPM，准确率为 92%。同时，该框架还促进了学生跨学科知识

的整合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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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遗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保护并传承是人类的

共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化，

非遗翻译在促进文化多样性、增进国际友谊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非遗翻译领域却面临着人才短

缺和翻译质量不均等的问题。为了探索解决之道，本文提

出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非遗翻译人才培养路径优化策略。

本 文 分 析 当 前 非 遗 翻 译 人 才 培 养 的 现 状， 并 研 究

Transformer 模型的基本原理，还有它在翻译领域的应用，

之后本文结合该模型，设计了非遗翻译教学框架。通过实

验设计，收集并分析数据，探讨非遗翻译教学框架的有效

性，并观察该教学框架对学生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应用能力

的提升作用。最后，实验结论得出，本文所研究的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非遗翻译人才培养路径优化，对非遗翻

译质量和高素质非遗翻译人才培养具有显著提升，为非遗

翻译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 相关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非遗的国际传播与交流日益频繁，

对非遗翻译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近年来，学者们在非

遗翻译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文化适应性。葛

文峰探索了安徽省本地化翻译本科人才的培养模式，旨在

解决如何有效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翻译人才问题 [1]。王立明

等则聚焦于新疆非遗的分布特征及旅游活化机制，为非遗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旅游开发的新思路 [2]。黄淑萍在认

知翻译框架下讨论了跨文化教育的实施策略，强调本土文

化与外来文化的融通 [3]。李妙然等针对传统武术类非遗的传

承与传播路径进行了优化研究，提出加强数字化传播等创

新方式 [4]。胡迪雅等从“两创”视角出发，分析了非遗学校

教育的现实困境，并给出了优化建议 [5]。臧其林、李慧则探

讨了职业院校中非遗课程与思政育人的结合路径，拓展了

非遗文化的教育功能 [6]。孟繁旭研究了地方非遗资源融入翻

译硕士（MTI）人才培养的可行性，为非遗文化的国际化传

播培养了专业人才 [7]。陈岱娜则深入剖析了层级化治理中非

遗县域保护的困境，为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8]。

邵志明以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为例，他研究了职业教育

特色专业群与区域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为非遗文化的产

业化发展提供了实践案例 [9]。最后，李鑫分析了文旅融合背

景下《还有诗和远方·非遗篇》的传播创新实践，探索了

非遗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策略 [10]。这些研究不仅揭示

了非遗文化的多元价值，也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

了丰富的理论。尽管非遗翻译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

人才培养路径的优化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研究缺乏

针对非遗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教学框架，导致人才培养质量

参差不齐。因此，本文基于以上学术研究，对非遗翻译人

才培养路径优化进行研究。

2. 非遗翻译人才培养路径优化方法

2.1 非遗翻译现状

翻译非物质文化产品作为连接不同文化和促进国际交

流的桥梁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在目前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翻译领域，许多紧迫问题仍有待解决 [11]。（1）翻译人

才短缺。非物质文化产品的翻译需要具有深厚文化遗产知

识、多语言知识和优秀翻译技能的多才多艺的人才，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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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技能的人才更为罕见。（2）翻译质量差异很大，由

于翻译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文化背景存在重大差异，一些翻

译作品存在文化误解和语言表达不流畅等问题。这不仅会

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确传播，还会导致误解和国际交

流障碍。（3）翻译效率低下。由于翻译过程繁琐，技术手

段落后，很难提高翻译效率，无法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国

际传播的需要。因此，本文针对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

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通过加强人才培养、提高翻

译质量、优化翻译流程，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的健

康发展 [12-13]。

2.2 Transformer 模型

Transformer 模型的核心机制是注意力，让模型处理单

词时，能全面关注句中其他词汇，精准捕捉长距离依赖。

在自然语言任务中，此机制助力模型深刻理解上下文。它

包含着查询、键和值。模型通过查询与每个键的点积，计

算出注意力分数，体现单词间的关联度。为将分数转为权

重，确保权重总和为 1。在模型里，三大向量独立进行自注

意力计算。随后，模型将数据结果输出整合，经线性层转换，

得出最终输出。注意力分数由查询与键的点积决定，经归

一化后，成为反映单词间关联强度的权重，指导模型有效

整合信息，提升处理效能。在自注意力机制中，注意力分

数的计算公式为：

 VsoftmaxQK = V) K, Q,Attention( T + (1)

在 Transformer 模型中，Q 为查询矩阵，K 为键矩阵，V

为值矩阵，T 是键向量维度。本文计算 Q 与 K 的点积，接

着通过函数将点积值转换为权重，对 V 进行加权求和。

2.3 非遗翻译人才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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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翻译人才培养策略流程

本文利用非遗翻译的特点和 Transformer 模型的特性，

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实践创新

能力。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在课程设置方面，增设非遗文

化课程融入更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背景、艺术价

值及保护现状的知识，还应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课堂，通

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近距离感受非遗

的魅力，从而深化对非遗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引入

Transformer 模型相关课程，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

讲解模型的基本原理、算法流程，又通过实例演示、代码

实操等方式，提升学生的技术素养，使其掌握利用先进技

术进行非遗翻译的技能 [14-15]。在教学方法上，项目式学

习鼓励学生围绕特定的非遗翻译项目展开研究，从资料搜

集、文本分析、模型训练到翻译实践，全程参与，以此培

养其自主学习、团队协作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则

通过剖析成功或失败的非遗翻译案例，引导学生从中总结

经验教训，提升翻译质量与效率，之后并创设沉浸式学习

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实践环节的强化是

实现非遗翻译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组织非遗翻译项目实

践，可依托高校与地方政府、非遗保护机构及国际组织的

合作，为学生提供真实的翻译任务与平台。本文还设置了

鼓励学生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环节，不仅能拓宽其国际

视野，还能在实践中锻炼跨文化交际能力，学会如何在尊

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精准传达非遗文化的精髓。同时，

建立非遗翻译作品库，收录学生的优秀译作，既作为教学

成果展示，也为后续研究与教学提供参考。

3. 非遗翻译人才培养优化途径效果

表 1  翻译人才培训模型数据

 学号 试验内容 测试难度级别 试验持续时间（分钟）

S001 英汉翻译（新闻报道） 中等 120

S002 中英翻译（旅游指南） 简单 90

S003 日中翻译（历史书） 困难 150

S004 中英翻译（法律文章） 非常困难 180

S005 德英翻译（医疗报告） 中等至困难 135

表 1 是五位学生（T001 至 T005）在不同翻译任务上的

测试基础情况。测试内容包括从英语到汉语的新闻报道翻

译、从中文到英语的旅游指南翻译、从日语到中文的历史

书籍翻译、从中文到英文的法律文章翻译，以及从德语到

英语的医疗报告翻译。每个测试项目都标注了难度等级，

分为简单、中等（或次级）、困难以及非常困难。同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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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还要求每位学生应在规定测试所需的持续时间。这些数

据为评估和优化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非遗翻译人才培养

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了解学生在不同翻译任务上

的表现，以及他们在面对不同难度翻译任务时的适应性和

能力。

3.1 翻译速度与效率

S001 S002 S003 S004 S005

学号

0

50

100

150

数
据

翻译速度 (WPM)

翻译效率（ % ）

图 2  翻译速度和效率

图 2 是翻译速度（以每分钟字数，WPM 计）和翻译

效率（以百分比准确率计）的测试结果显示。在图中的数

据显示，学生之间的翻译速度和效率存在差异，其中 S002

的翻译速度最快，达到 150 WPM，但准确率相对较低，为

85%；而 S003 虽然速度较慢，仅为 100 WPM，但其准确率

却高达 92%。这种速度与效率之间的权衡表明，优化翻译

人才培养可能需要为每位学生找到速度与准确率之间的平

衡点。这些数据还为设计针对性的训练练习或干预措施提

供了依据，以帮助学生弥补在速度或准确率方面的不足。

3.2 非遗文化储备能力

表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储备能力测试（满分：100）

学号 文化知识储备 语言技能储备 实践经验储备

S001 85 79 60

S002 90 82 65

S003 75 70 55

S004 80 85 70

S005 95 90 80

在探讨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非遗翻译人才培养路径

优化研究中，本文针对非遗文化储备能力进行了测试，全

面评估学生在非遗翻译领域的综合能力。本文明确指出了

测试的目的和满分标准，其中测试涵盖了四个关键维度：

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实践经验储备以及学生编号，以全

面衡量学生在非遗翻译方面的准备情况。从表 2 中学生的

测试结果来看，在文化知识方面，T005 得分最高为 95 分，

这表明该学生对非遗文化的了解程度相对较高，具备了一

定的文化基础。这一分数反映了 T005 在非遗文化的学习和

研究上付出了努力，对非遗文化的历史、背景、特点等有

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在语言技能方面，T005 得分为 90 分。

虽然这一分数略低于文化知识得分，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说明 T005 在翻译过程中能够较好地运用语言技巧，准确传

达非遗文化的内涵。在实践经验储备方面，T005 得分最高，

为 80 分，这一分数虽然在这一列里该学生为最高分，但是

其他学生普遍都是分数比较低，表明他们在非遗翻译方面

的实践经验相对不足。因此，基于上述测试结果，本文得

出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翻译训练，帮助学生全面

提升非遗翻译能力。同时，也应注重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

的巩固和提升，确保学生在非遗翻译领域具备全面的素养

和能力。

3.3 翻译语言流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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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语言流畅性的翻译

图 3 展现了五名学生在翻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

文章时的流畅度得分。该图的标题明确指出，其内容为学

生翻译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章所得的流畅度分数。在图

中，分数越高表示翻译越流畅，即源文本被翻译成目标语

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越高。图中的紫色条形代表每名学生

所完成的特定翻译文章的流畅度得分。数据显示，学生的

翻译流畅度得分在 78 至 92 之间不等，表明学生之间的表

现存在差异。其中，S002 学生得分最高，为 92 分，表明其

在翻译任务中表现出色。而 S003 学生得分最低，为 78 分，

需要在翻译流畅度方面接受更多培训。其他学生的得分处

于中等水平，表明他们对翻译过程有较好的理解，但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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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精进。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教育者可以识别出需要

更多关注的学生，并据此调整培训策略，以改善学生的学

习成果。

4. 结论

随着全世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益关注，非遗翻

译培训已成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本文以

Transformer 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 Transformer 的核心教学

框架，优化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训练、强

调跨学科知识整合和技术素养提升等，优化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翻译的教学途径，为培养学生的专业性和综合技能提

供了有效途径。实验结果表明，该框架提高了教学质量和

学生跨学科就业能力，翻译准确率达到 92%。但本文仍有

局限性。第一，实验测试有限，不能充分反映教学效果的

稳定性。第二，教学框架需根据学习者学习需求和水平的

差异，进一步优化升级。今后，本文可以扩大样本量，深

入评价教学效果，不断改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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