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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模式在日语翻译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卢　萱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3）

摘　要：随着社会对翻译人才需求的增大和要求的提高，在日语翻译教学中更加要注重对学生的日语翻译应用能力的培养。针对这一点，

在开展日语翻译实践课教学时建立“三位一体”模式，以实践基地和竞赛为实践平台，以线上平台为评价依托来全面提升学生的翻译应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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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inity” Model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Lu Xua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3)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ability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application.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establish the“Trinity” model in the teaching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practice course, and take the practice base and competition as 

the practice platform, the online platform is used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translation appl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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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外语人才又有了

新的需求和要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境电商和自媒体行业不

断地壮大，为了更好地让国内的产品和信息对外传播，对外语人才

在翻译能力上的要求比之前更为多元化，知识覆盖面更为宽广。而

本校日语专业的翻译课程安排在大三学年，口译课程分为两个学期

进行，笔译课程只剩下一个学期的课时，这样使得翻译课程的课内

学习时间缩短，不能充分地进行翻译技巧的训练。并且翻译课上的

内容基本上是按照教材来进行，教材的内容不免比较落后老套，不

能与实际的翻译应用场景相挂钩，这样就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翻译实

践应用的能力。所以在大三下学期的日语应用能力实践课中安排翻

译实践的环节，结合当下社会和本地发展的需求和需要，安排不同

的口笔译实践内容来丰富学生的知识，提升学生的翻译应用能力。

一、日语翻译实践课的现状

本校在大三上学期安排了日语笔译课，在大三下学期和大四

上学期安排了日语口译课，在大三下学期的小学期安排了日语应用

能力实践课，用来进行翻译实践。之前日语应用能力实践课只安排

旅游方面的口译实训，内容比较单一，并且与口笔译的课堂教学有

所脱离，不能很好地与课堂教学进行衔接，导致实践内容和教学内

容不融和，让教学内容缺少一贯性。并且，之前翻译实践课的学时

比较短，实践课结束后没有时间让学生进行复盘，也缺少良好的评

价机制，不能及时得到学生对翻译实践内容的反馈，也不能让老师

与学生对翻译实践进行良好的交流和沟通。日语翻译实践课改为安

排在小学期，并且教学大纲对日语翻译实践课的要求也进行了修改，

所以对日语翻译实践课的课程安排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二、“三位一体”模式的引入

2019 年，教育部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陈宝生部长

表示我国的教育要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需

求，加快布局未来战略必争领域的人才培养，更多样化、更综合化、

更国际化，推动并引领新一轮的产业变革。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建立是为了贯彻”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与价值塑造”的教育理念，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此模式的

“三位”就是在培养最终目标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教育理念，“一体”就是以学生为中心，构建

“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学习共同体”，这一教学模式既符合外语教学

理论“产出导向法”和以成果为导向的 OBE 理论，也符合日语口

译实践教学的教学目标。

结合“三位一体”的概念，在翻译实践的环节，我们采用“三

位一体”的模式来进行。“三位一体”模式是指以“实践学习共同体”

为平台的自主学习、以竞赛和口译实践基地为平台的现场实训、以

“超星”等线上学习平台为的评价反馈。日语应用能力实践课安排

在大三下学期的小学期中，共 8 个学时，这 8 个学时的时间主要安

排为以实践基地为平台的现场实训，在现场实训开始前两天会安排

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现场实训结束后会在超星平台进行对实训的反

馈和评价。首先介绍一下自主学习环节的内容。在实训开始前，我

们会在 qq 群里发起问卷调查，询问学生想做哪些方面的翻译实践，

结合学生的回答来安排相应的翻译实践的内容。目前在桂林博物馆

进行过展览讲解的口译实践，在桂林七星公园进行过旅游景点的口

译实践，还在学校进行过党史资料的翻译实践。确定好翻译实践的

内容后，向学生发布要进行实践的相关地点和内容的介绍和需要完

成的任务。比如会让学生分组对桂林博物馆、七星公园等实训地点

进行网络资料的收集，对要翻译的内容进行一定的事前调查和了解。

接下来到了 8 学时的实训环节，8 学时的实训环节分为实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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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和翻译、ppt 发表三个部分。先是带领学生去实训基地进

行参观，了解所要进行翻译的内容，并收集相关的资料，然后是安

排小组对要翻译的内容进行讨论和翻译，进行翻译内容的分配和分

工，并要求将翻译的内容制作成 ppt 的内容，最后是对翻译内容进

行 ppt 的发表，并让其他小组的同学对其小组翻译的内容进行评价，

也就是开展生生互评的环节，不仅是对翻译成品的评价，也对翻译

过程进行评价，老师也对其翻译内容的质量作出点评。在实训环节

结束后，我们会通过超星平台发布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这次翻译

实践的满意度以及意见和建议，也评出这次翻译实践环节中学生觉

得最优秀的翻译作品，并发布讨论帖，让学生发表进行这次翻译实

践的心得体会，上传实践环节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共同参与讨论

和分享心得，增加与学生的互动。另外，还会额外在超星发布与这

次翻译实训内容类似的翻译文本，让学生再次巩固强化这方面的翻

译技巧和能力，也借此让学生掌握某领域翻译的技巧，复盘相关领

域的专业词汇。通过“三位一体”模式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能够

实际考查学生的日语翻译能力，能培养学生与其他人合作翻译的团

队协作能力，能根据实际的翻译内容来提升学生的日语综合应用能

力，并让学生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发现自己在翻译实践中的不足以

及翻译中常出现的问题。结合学生们对“三位一体” 模式下进行的

翻译实践的反馈，大多数学生认为翻译实践课程很具有实践意义，

能够拓展他们的知识面，还能促进翻译技巧和知识的运用，能增强

与老师之间的互动，还能丰富他们的词汇库，并且也能培养他们与

其他翻译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三、“三位一体”模式对课堂教学的反哺作用

日语应用能力实践课的翻译实践课学时有限，并且只安排在

大三下学期的小学期，一般只能进行一个版块内容的翻译实践，但

是为了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将实践教学的成果反哺到课

堂教学中，我们将实践环节中无法完成的内容或者还存在欠缺的部

分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补充。比如，在桂林博物馆进行了翻译实践后，

在大四上学期的口译课上我们会安排博物馆介绍、美术馆介绍以及

指引外宾参观工厂等与参观相关的内容，让学生分小组以及分角色

对模拟场景进行课堂现场口译或者让学生分小组对口译场景的还原

进行视频录制，通过这样完成相应的口译任务，提高了学生对口译

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也能让学生实际感受口译现场，增加口译的

临场感，也能再一次复盘实践环节中的内容。还有进行党史资料翻

译后，我们也会在课堂安排学生对二十大会议的资料内容进行中译

日，并针对日本方面对二十大的报道让学生分组进行日译中，并在

课堂上进行现场口译，也进行生生互评，将实践环节的评价机制引

入课堂教学中，这样能让学生熟记二十大相关词汇的日语翻译，能

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翻译的不足和长处。通过这样的方式还能将思

政元素引入口译课堂中，将思政元素融入口笔译的课堂教学内容

中，这样能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和当下社会，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能为今后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打下知识

基础。另外，这两年本校日语系毕业的学生大多数会从事跨境电商

行业，而且结合翻译实践前对翻译实践内容的问卷调查，很多学生

想接触跨境电商的内容，所以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我们将在

翻译实践中无法完成的跨境电商的翻译内容安排在笔译课的课堂教

学中，将电商网站上的日本商品的名称进行翻译或者将亚马逊网站

上的中国商品名称进行翻译，并让学生对这些商品名称进行整理和

收集。此外，结合本人之前结题项目中所完成的跨境电商日汉双语

语料库，给学生展示语料库的建立，说明跨境电商翻译与文本翻译

的区别，让学生关注跨境电商网站上的词条翻译、关键词搜索和文

案撰写的内容，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境电商翻译能力，拓展他

们在跨境电商方面的知识。除了对课堂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外，

也激发了学生参加课外竞赛的积极性。“三位一体”模式中本来就

是以实训基地和竞赛为实践平台，因为翻译实践课的学时有限，还

没有开展过校内相关的日语翻译竞赛，但是由于“三位一体”模式

的实施提升了学生的翻译综合能力，也激发了他们想参与翻译竞赛

的热情。比如，本学年有一些学生参加人民中国杯日语翻译大赛和

catti 的翻译大赛，分别有学生获得三等奖和复赛三等奖，也鼓励了

很多学生去参加 catti 日语三级口笔译考试。本人还指导 19 级的学

生参加“用日语讲好中国故事微视频大赛”，学生在微视频制作过

程中撰写文稿并翻译成日语，还制作视频，获得了全国优秀奖。

四、对今后“三位一体”模式实施的展望

通过在翻译实践课中实施“三位一体”模式后，会发现还有

一些不足，针对这些不足，对今后的翻译实践课进行展望。第一，

目前实训内容安排不够全面，实训基地缺乏。通过“三位一体”模

式的实施，虽然扩充了去桂林博物馆进行展览讲解和党史翻译的内

容，但是翻译实践的内容应该更加深入本地，结合桂林的特色增加

一些实训基地，所以下一步我们打算进行校企合作，让学生去本系

毕业生建立的电商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并进行一定的电商产品的翻

译训练，并让学生协助老师扩建跨境电商日汉双语另外寻找合适的

当地企业，安排学生进行实地的参观学习，并进行翻译实训，比如

翻译企业商品手册或者游览指引词 ；第二，尽量安排校内的竞赛内

容全面提高学生参与竞赛的积极性，以赛促学，通过竞赛检验学生

翻译实训的成果，也借此把竞赛内容引入课堂教学中，让学生从平

时开始就熟悉竞赛的内容，缓解学生对于竞赛的恐惧。第三，要开

展辅助笔译教学的翻译工作坊，这样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团队合作

的能力，也有利于学生之间进行翻译能力的切磋，取长补短。所以，

今后的翻译实践课中还有许多需要提升和改进的地方，希望翻译实

践课真正地实现“三位一体”模式的深入实施。

五、结语

通过“三位一体”模式的实施，获得了学生的好评，在翻译

实践课中学生能熟练运用所学的翻译技巧和综合日语知识，能速记

内容，能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但在实践过程中的确还存在一些不

足，望在今后的翻译实践课进行改善，使学生具有广泛的国际视野

和社会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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