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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通过对中外口译及口译人才培养的历史与发展的梳理，讨论我国口译与口译人才培养的现状与
发展前景。
我国口译人才培养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翻译学院的高级口译人才学历、学位教育；二是普通高等院
校的口译教学；三是各层次的口译培训班。
口译人才市场需求定位很高，要求心理素质、语言能力、反应能力、专业水平、百科知识、应对或应
变策略、交流和交际技巧乃至仪态的（felicity）得体和所谓的“becomingness”适境等等。
因此，口译人才的培养只靠短期培训是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质量和标准的。
　　本研究强调口译人才与口译能力培养的差异，并重点探讨高校本科口译教学的目标定位及大学生
口译能力的提高。
本书编写的目的：　　编写《口译与高校口译人才培养研究》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几个目标：1.了解国
内外口译发展的历史，分析我国口译市场需求现状与前景，了解口译的社会出口及其定位标准。
2.帮助高校教师、学生对口译理论、口译教学进行进一步的认知；3.梳理我国目前口译资格认证项目，
使口译学习者明确学习目标，准确把握自己的方向，提高相应口译能力及口译资格考试应试能力。
4.进行高校口译教学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特别是“语言游戏论”指导下、合作原则基础上的层级性
互动模式研究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
5.为我国口译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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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口译研究综述　　1.1.2口译的历史　　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可供考证的有关口
译的历史资料很少。
然而，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
背景密不可分。
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刘和平：2005：i）。
口译也是如此。
　　口译（同声传译）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
自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发生交往开始，就产生了口译活动，而笔译活动只是在人类发明文字以
后相互交流的产物，因而口译的历史远比笔译的历史悠久。
古代不同民族因战争或通商而接触时一定有过无数传译员，有时甚至无法直接传译，而必须藉助翻译
成另一语言中介再沟通（例如现在中韩沟通时先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各自的语言）。
口译既然是伴随着战争和通商而生，其脉络就是一个协商的场合，那么口译自然不只是忠于原意，而
也必须关注到协商的技巧、说者与译者之间的彼此共识、以及传译者的熟练世故了。
　　在慢长的人类原始社会，原始部落群体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属于各自为政的区域性活动。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自我封闭的社会形态严重阻碍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各部落群体便产生
了跨越疆域、向外发展的愿望，产生了不同语言的民族进行贸易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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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口译与口译人才培养研究》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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