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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项目管理案例教学与人才培养探究 
付欣  徐钰琛 

（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710122） 

摘要：在社会对复合型、应用型翻译人才需求越来越多的背景下，MTI学生依然存在翻译能力有待提高、翻译项目管理实践能力

不足等问题。以学生为中心且突出实践特色的笔译工作坊在培养笔译人才上，可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强化学生的翻

译实践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本文以 MLTI专业开设的《笔译工作坊》课程在翻译项目管理环节开展的教学为背景，对翻译人才的培

养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力求使学生意识到翻译项目管理能力也是一项重要的专业技能。除掌握专业翻译技能外，他们

需要熟悉翻译项目管理相关知识，以便拓宽就业面，顺应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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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Method Teaching in Transl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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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comprehensive and applied translation talents in the society, 

MTI candidate still have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translation skills and insufficient capacity in transl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The translation workshop with the student-centered and practical features may change such disadvanta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ject management within the Translation Workshop offered in the authors’ institution, explores 

the methods to accommodate the practical need in transla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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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翻译行业细分，翻译及相关工作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各

类企业的翻译服务需求形成了翻译服务市场，促使翻译项目管理的

产生。①同时，翻译技术不断发展，不仅重新定义了翻译能力，对

翻译行业和翻译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使翻译工作实现项目化

管理成为可能。②翻译项目管理中需要应用各种软件和工具，这是

实现项目管理的必要基础。 

《笔译工作坊》作为翻译专业开设的一门选修课，与传统的教

学方法不同，它突出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师的指导下，3-4 人为一

组，共同完成老师指定或建议的题材翻译任务。课程除了锻炼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外，还包括译员作为未来翻译项目管理

者的训练，熟悉翻译项目管理流程，具备基本项目管理和风险防范

意识，并知晓基本解决思路。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是在翻译教学中的创新应用与实践，能调动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培养其实践应用能力。同时，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分析、表达、

团队合作等能力。每个案例涉及到的问题均由学生自行分析与讨论，

通过查证相关资料找出原因，从而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案

例教学的精髓不在于让学生去认同和理解某种既定的观点，更重要

的是让学生用批判性的思维，拓宽思路，创造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

切入点。 

学生在接到任务后首先需要自行准备，仔细阅读案例，查阅资

料，初步形成关于案例中问题的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其次，小组

讨论。小组成员通过交流与讨论，进一步思考、调整、深化案例分

析。③再次，小组集中讨论，各组代表发表本组对案例分析和处理

意见，其他小组成员可以提问。 后，教师组织各小组重点讨论比

较集中的问题和处理方式。 

在翻译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需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以

学生为中心原则；二是因材施教原则；三是互动原则；四是智力因

素和非智力因素相互结合原则；五是激励教育原则。④同时，也应

注意妥善处理好教学比例问题，要认识到案例教学法的不足。这一

教学法因具有独特性，所以对教师来说难度较大，有时甚至无法实

现预期效果。但案例教学法能弥补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的各项不足，

能够体现出课堂和社会、理论和模拟实践的相互结合。要学好翻译

课程，学生不仅要具有扎实的中英双语基本功，而且还需要掌握娴

熟的翻译技巧。 

三、翻译项目管理案例介绍及分析 

（一）项目介绍 

我们收到客户的翻译咨询，要求翻译培训教材《自闭症诊断观

察量表(第二版)》，约有 40 万字，内含大量图片和表格，原稿为纸质

稿，无电子版，必须在 30 天内完成。该教材国内没有中文版。本项

目是笔者亲身参与的翻译项目。 

（二）项目分析 

1.项目准备。本项目管理采取译前、译中、译后和风险等几个

阶段来考虑。在译前阶段与客户确定好收费标准。同时，分析项目

特点，组建团队、财务分析、签订合同。考虑到文件量大、专业性

较强，还需要考虑是否有这方面的译员？是否做过类似的项目?否则

需要建立术语库。此外，在组建团队时，是否使用 CAT 软件？如何

确定翻译、审校和专家人数？在译中阶段，制定时间进度表，在部

分草稿就绪时，应给客户提供稿件草稿，听取客户意见，同时继续

翻译。在译后环节，根据报价，向客户提供发票，启动付款流程，

总结项目。就项目风险而言，需考虑客户交付定金、文件保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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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更换/增补译员、翻译质量等问题。 

就项目需求分析而言，考虑到本翻译项目任务繁重、时间紧迫，

在短时间内既保证翻译质量又保证效率，必须建立一支能够熟练运

用 CAT 的翻译团队。其次，医学翻译具有特殊性，其难点在于复杂

的专业术语，如果译文错误，可能使学习者产生误解，甚至在详细

操作步骤上误导受众，造成损失。⑤因此，术语验证与译者的术语

选择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笔者采用翻译项目管理模式完成本次翻

译项目，翻译团队需要至少十名译员进行翻译和 后的校对审核工

作。一般来说，项目需要聘请术语专家。就本项目而言，客户个人

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且精通医学，在出价较低的情况，兼任了术

语专家这一角色。 

2.项目计划制定。由于本项翻译任务繁重、时间紧迫，笔者将

具体工作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背景调查、文章排版和术

语提取，6 天内完成，针对有部分重复或相似内容，统一标绿处理，

以便译文保持一致。第二阶段为翻译，要求译员借助机器翻译，在

14 天内保质保量完成草稿，保证每天完成的翻译字数，3-4 天交付

一次稿件。第三阶段为审校，由项目经理及专业老师进行译后审校。

翻译团队由一名项目经理兼其他岗位，14 名学生译员，两名审校老

师，一名高级审校老师组成。在项目准备阶段，通过腾讯会议进行

了基本培训，考虑到项目难度与译员能力，与会人员以研究生带本

科生的形式组建团队，灵活分配保证项目效率的同时也使译员能力

展现得到 大化。 

在译中阶段注意的问题是：（1）译者的翻译速度。⑥由于时间

紧任务重，保持一定的翻译速度必不可少，译员间加强配合，保证

任务按时完成；（2）语料库问题。语料库匹配高达 80%时准确率不

够，这就考察译员信息处理能力和基本翻译技能，及时地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3）术语问题。通过搜索引擎关键词搜索、专业数据库

搜索、医学工具书查阅等方法来辅助术语翻译。对于术语的一致性

检查，采用了 SDL Trados 分析文件报告与 Xbench 进行综合检查的方

式；（4）词汇问题。医学翻译具有特殊性，有其特殊定的术语表达，

如在翻译中的“social affect”就不可翻译为“社会影响”而是“社交

情感”。 

3. 项目危机与应对措施 

项目管理受到时间、成本和质量三个因素的制约，⑦因此存在

种种风险。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需及时找到

补救办法。 

首先，人力资源风险主要来源于项目成员的复杂性。本次翻译

项目中，因团队由本科生与研究生结合，经验程度不一；成员因疫

情被隔离、因生病住院、考驾照等不可控因素而退出项目；译文质

量差；时间紧迫，组内协调不够；术语前后不一致等。为此，我们

紧急开小组会议，根据实际情况更换译员，调派之前参加过项目且

有一定经验的学生接手。强调严格参照术语表翻译，保证术语一致

性。要求成员使用统一的格式与工具汇报进度，避免主观描述，平

衡分配译员的工作量，同时透明公示工作流程。 

其次，本次项目中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导致时间风险的可能性

增加。例如，任务字数多，难度大，期间处理译员更换、文件表格

排版等问题，各组进度差距大，导致项目的整体进度被拖慢。为此，

第一作者作为项目经理及时与客户沟通延长交付时间，增加与客户

沟通频率，尽可能降低时间风险。同时，要求译员每隔 2-3 天定期

中期报告进度，对此进行监督与协调，安排机动组或已完成小组任

务的译员及时介入。⑧ 

四、翻译项目管理人才培养的几点建议 

本文案例分析只是翻译项目的一个缩影，虽然无法涵盖翻译项

目管理中的所有问题，但我们从中看发现很多问题。相关建议如下： 

1.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应多参加小组活

动，提高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在与小组成员沟通时要考虑全面，

在关键时刻提出可行建议，做事不拖沓，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效

率。 

2. 组建翻译团队。按照翻译项目管理模式分配任务，将学生分

成若干小组，分别对应项目经理、译员、审校、及译后编辑等职位。

由具有丰富翻译经验的教师或资深项目经理指导各团队翻译，根据

学生特点及擅长方向来分配角色。教育中心可与翻译公司联合建立

培养基地，⑨完善翻译专业教育体系，加强实践教学与训练。 

3. 承接翻译项目。翻译团队组建完成后，在接手真实的翻译项

目前，需对其进行一系列的理论学习和业务能力培养。作为一名翻

译工作者，不仅要具备优秀的双语能力，更要具备资源配置能力、

协调沟通能力、营销管理能力等综合能力才可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 

五、结语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语言服务业也在向更加产业化、

信息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⑩而对翻译人才的需求也在经历着结

构性变化，需要越来越多元的专业人才投身于翻译行业中。高校 MTI

课程设置也应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努力培养出兼具语言能力、翻译

管理能力及翻译软件技术的高层次语言服务人才，来满足企业、客

户乃至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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