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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纸化”泰语口译课堂改革探讨 

——以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为例 
李  钰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  要】本文从泰语口译课堂训练出发，探讨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在口译培训打基础阶段的重要性，并

有目的地将前三十个课时改革为“无纸化”下“短期记忆”强化训练阶段，探讨了课时的分布与利用，并

总结了改革后的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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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泰国在经贸、文化及教

育方面往来愈加频繁，对泰语人才的要求，不仅是能说泰
语，更要懂相关专业知识。实际运用过程中，对泰语口译
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从译员的工作角度出发，会议翻译、商务谈判等大致
划分为同传和交传两种，大多数情况下会议组织方会将相
关主题资料甚至是主持稿提供做提前准备，难度相应降
低。与此同时，商务谈判、会议会晤、日常交流活动中，
常常存在会谈双方交流时脱稿或即席发言的情况，此时译
员则必须凭借自身过硬的专业知识来应对口译活动。 

针对后者，本文主张采用“无纸化”口译课堂训练方
式来提高学生口译应对能力。“无纸化”模式下的泰语口
译课堂训练，不涉及同声传译、笔译，仅限无笔记交传训
练阶段。本文“无纸化”口译主要侧重强调以下两个方面：
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和信息的重建。 

1  口译课堂训练中学生存在的问题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2005 年起开设泰语专业课
程，定位为培养本科复合应用型人才。据目前的培养计划，
泰语口译总共 90 课时（理论 35 课时，实践 55 课时），开
设于第七学期，即学生结束泰国留学后回国授课第一学
期。该阶段学生有较好的词汇量储备，听说读写译等各方
面能力达到了一个较为良好程度，为开设翻译类课程打下
了一定的坚实基础。 

实际教学中发现学生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如下： 
（1）短期记忆能力弱，无法良好抓取原语信息。 
（2）专注力低下，专注时间短。 
（3）汉译泰时，对母语的理解不足，导致译入语生

搬硬套。 
（4）泰译汉时，汉语表述能力欠缺，语言贫瘠或词

不达意。 
（5）过度追求字词的对译，对原语信息关注度不足。 
形成上述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因人而异。但是长期

以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笔译的占比远大于口译、接触
过的翻译技巧未经过沉淀、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信息的
高速发展、短视频的崛起、泛娱乐化的媒体导向以及学生
自制力下降等，均是成因。 

问题（1）与问题（2），对应的技能是“短期记忆”
——负责在脑子里保持对事实、事件、论据的回忆。翻译
活动当中记住的事，多数都属于“短期记忆”。 

反之，“长期记忆”中长久地保持着我们在生活当中
获取的知识和经验。翻译讲话所需要的认知补充大都来自
于“长期记忆”。当学生身上出现问题（3）和问题（4），
通常表明长期以来获取的知识和经验有欠缺之处。 

问题（5）的出现，很大程度来自学生不良的学习和
阅读习惯，在智能手机和网络极大普及的前提下，“碎片
式”阅读导致学生听与读均停留在浅层阶段，同时注意力
较为分散。 

2  “无纸化”课堂改革 

口译教学中的“无笔记交传”——即 “无纸化”训
练的重点阶段，包括了听、记忆、分析和信息重建四个程
序。而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听懂讲话。掌
握好这一点，是做好口译的关键。 

“无纸化”训练是口译训练中唯一一个采用 “沉浸
式”训练方法的阶段：非必要不做笔记。并非放弃做笔记，
仅是该训练阶段中以相对较高和较严苛的标准来训练和
要求学生：用耳朵听，用脑子记，用积累的知识进行分析
处理、信息重建，用嘴输出译入语。该阶段结束后，依旧
会学习如何做笔记。 

改革前，用于“无纸化”的课时整体偏少，一般 10
个课时左右，不足两周。通常学生尚未完全掌握短期记忆
的技能，便开始下一阶段的技能学习与训练，基础没打好，
以至于后续课堂训练有笔记交传、视译、耳语翻译时表现
磕磕碰碰，多数学生口译发挥不稳定。 

获取当下的信息，即获得“短期记忆”，是后续进行
分析和信息重建的关键基础。为了保证提振学生信心、提
高口译能力，增加“短期记忆”的练习时长十分必要。因
此笔者在口译教学过程中，将“无笔记交传”的课时扩展
至 30 个课时，总计 5 周，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 

3  “无纸化”——无笔记交传 

训练有侧重点。整个口译过程是一个综合的活动，不
可能完全割裂其中一种活动单独拿出来专项练习，但是复
述却可以很好地达到训练短期记忆的效果。 

3.1  复述练习 
3.1.1  练习内容、方式及注意事项 
由于学生在使用手机时自制力不足，加上短视频的崛

起、泛娱乐化的媒体导向，导致大部分学生无法顺利进入
口译预备状态，专注力明显不足，进而导致短期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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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欠缺。学生常见问题是：记头不记尾，记尾忘了头，内
容张冠李戴，数字混乱，等等。针对这种情况，本文采用
复述练习予以提高。 

复述练习：播放中泰语听力材料，要求学生听到后将
所听内容全部进行复述。训练主要目的为增强短期记忆、
提高专注力。 

注意事项： 
（1）时长的选择上， 10~15 秒左右/段的听力材料能

够收到较好的效果。后期可进行阶梯式延长听力材料的时
长。 

（2）100%还原基本难以做到，为保护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建议稍微降低对学生复述的完整度。还原度一般要
求达到 80%左右，而且应是学生在充分理解听力内容后的
复述。 

（3）学生对于听力材料的理解有时会出现偏差，需
要教师及时引导，必要时进行集体讨论。 

（4）起步阶段采取间歇性强制复述练习，每周 1~2
次强化训练。 

对于熟悉或有一定了解的话题，学生复述效果通常较
好；倘若是陌生领域，则需要短时强制性记忆。同时要求
学生课后自己搜索相关领域知识，通过阅读增加熟悉程
度。 

复述练习属于穿插式练习，基本贯穿于整个“无纸化”
交传活动中。学生复述效果较为显著的提高后，可减少甚
至取消本步骤。 

3.1.2  效果 
初步进行复述时，部分学生出于畏难情绪，有一定的

抵触心理，但是在经过解释并沟通了解后都展示出了高度
的合作。采用复述方式进行练习后，学生的专注力显著得
到提高，尤其是进入听译状态的速度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此外，复述的还原程度，也从一开始的 30%~60%，提升
到了将近 80%，某个别同学甚至可以还原至 90%以上。 

3.2  听力材料时长的选择 
听译材料连续时长通常包括：10 秒及以内、15 秒、

30 秒、1 分钟及以上。 
听力材料的时长通常意味着信息的数量。时间越长，

代表信息堆积得越多。听力材料从短至长，实质上是训练
学生对于信息的抓取能力以及对堆叠信息量的单机处理
能力。 

以“10 秒及以内”和“15 秒”该标准为例，并非听
力内容仅仅只有 10 秒时长，而是将整段长听力拆分成每
段约 10 秒以内的听力材料。播放第一句后学生进行翻译，
翻译结束再接着播放下一句，以此往复，直至整段内容全
部播放并即席翻译完成。仅用单独短句容易导致学生注意
力被集中在字词的对译方面。因此短句翻译虽然可用，但
是必须“句子赶句子”，翻译完第一句必须马不停蹄播放
下一句，而且前后文必须在内容上相关或有紧密衔接。 

课堂训练中，单独一段连续听力材料的最佳时长通常
为“30 秒”，内容相对饱满，适合学生进行记忆和理解的
训练。 

3.3  听力材料内容的选择 
听译材料内容的难易程度由易至难：日常交谈—主题

交谈—新闻—商务谈判—会议发言。内容的选择上，大多
选择硬新闻，如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等循例主
题，中泰文比例约为 1:1。少量选择软新闻，如：民生、
婚恋、法律等主题，软新闻的中泰文比例约为 1:2 左右。 

同一主题内容（中泰文均可）可适当准备 2~4 篇用于
课堂训练，但前 10~15 个课时内，相同主题内容的出现次
数不建议超过 2 次，教师备课应强调涉猎的广泛性。经此，
学生既得到了锻炼，又能通过学习中泰文的对照内容，极
大扩展相关词汇量，还可通过复习所学知识对不同题材内
容的行文风格、遣词造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此后再出现相同或相近主题的内容时，学生会产生一
种熟悉感并感到放松，不仅可以使用积累知识（长期记忆）
进行口译活动，还能较为自然地提振自信心。然而实际上
并没有容易做的练习，尤其是用于训练的内容必须具备一
定难度，采取让学生“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原则选取听
力材料。 

例如，关于网络的主题，首次接触，可采用关于中国
5G 信息发展或者博览会的新闻报道——《5G 中国产业发
展大会暨 5G 通信技术创新成果博览会》。进一步，可对
网络和手机的主题进行横向扩展——《抖音、快手加快布
局 5G 市场》。再进一步还可垂直拓展，涉及到更加细分、
更加专业的文章、报道或说明文——《5G（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 

4  结语 

通过增加“无纸化”（即无笔记交传）的训练课时和
训练内容，很大程度上可以扭转学生短期记忆能力不足，
注意力过于分散的局面。经过专项训练，学生可以快速进
入听译的预备状态，专注力明显提高，此外，复述的还原
程度，也从一开始的 30%~60%，提升到了将近 80%，某
个别同学甚至可以还原至 90%以上。 

侧重培养“短期记忆”能力，并非放弃培养学生口译
的综合能力。相反，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综合能力。
尤其是“无纸化”训练后期，对于口译综合能力的要求应
该不断提高。在训练过程中，依旧需要给予学生“长期记
忆”，即对跨文化知识、翻译技能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等
等各方面更多关注，以便能更好跟后续学习阶段进行衔
接。 

“短期记忆”训练初步达到良好效果，在信息完整度
更高的前提下，学生进行口译的完整度、流畅度更高，逻
辑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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