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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翻译教材建设反思：现状、问题与对策∗

东莞理工学院　 龙晶晶　 　 暨南大学　 宫　 齐

　 　 摘　 要　 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现有翻译教材的现状，以此为基础指出翻译教材建设的突出问

题。 针对现存问题，必须重点考虑现实需求，创新教材内容形式，推动翻译教材科学管理，建立完善

审查监管机制，发挥思政价值，并通过开发翻译术语数据库，促进在线资源有效共享，从而在根本上

推动我国翻译教材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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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 ２００６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试点

开办翻译本科专业以来，经历了近 ２０ 年的建设，时至今

日翻译专业在国内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渐趋于成熟，如今

已形成了高职高专、本科硕博的多层次高等教育体系，
但现阶段在学科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教材

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贺爱军、尤其达， ２００９）。 在翻译教材建设方面，随着

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翻译事业迎来了历史

发展的新时期，翻译人才队伍是增强国家翻译能力、构
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基础支撑（杜占元， ２０２２）。
翻译教材作为翻译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重要依托，是加

强高质量翻译人才培养和提升当代译者综合素养的关

键所在。 高质量且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翻译教材能全

面推动翻译学科整体发展，能有效促进形成“教材—学

科”互动发展的良性生态循环，更新学科教学观念，从而

适应我国新时期对翻译人才的旺盛需求（何刚强，
２０１３）。 此外，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

高校、进教材、进课堂（“三进”）工作的开展，翻译教材

的思政功能也日益凸显，其目标便是强化培养过程，打
牢基础，为未来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服务。

但是，目前纵观国内现行翻译教材的编写和出版，
各类教材泥沙俱下，存在诸多乱象，如教材编目混乱、
课本内容片面、层次不清、理论脱离实践等，翻译教材

相关研究亟需深入探讨。 本文将系统梳理国内翻译教

材建设的现状，透视现存教材背后存在的问题，并据此

提出相关解决方案，以期为国内翻译教学研究、翻译教

材编撰与修订提供建议，为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提供

优质学习资源，旨在推动翻译教学与翻译实践的共生

进步，反哺翻译学科建设。

２　 教材与翻译教材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教材建设是核心，它
承担着传递课程理念、表达课程内容的使命（陶友兰，
２０１７）。 教材作为课堂教学的基础教学资源之一，不仅影

响教学计划能否有序实施，更决定着教学质量的高低。
对于教材的定义，学界尚未统一说法，如《中国大

百科全书·教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１９８５）关于“教材”的定义有两种：“一是根据一定的学

科任务，编选和组织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知识与技

能的体系，它一般以教科书的形式具体反映；二是教师

指导学生学习的一切教学资料，包括教科书、讲义、教
学提纲、参考书、辅导材料。 教科书、讲义与教授提纲

是教材整体中的主体部分。” 《教育大辞典》 （上） （顾
明远，１９９８）将教材定义为：“教材是教师和学生据以

进行教学活动的材料，教学的主要媒体，通常按照课程

标准（或教学大纲）的规定，分学科门类与年级顺序编

辑，包括文字教材（如教科书、讲义、教授提纲、图表与

教学参考书等）和视听教材。” 《现代汉语词典》 （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部， ２００２）则将“教
材”定义为：“有关授课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图
片、讲授提纲等”。 除了词典定义以外，很多教育学家

也尝试对“教材”进行界定，如廖哲勋、田慧生（２００３）
认为，“教材”是“以一定育人目标、学习内容与一定学

习活动方式为基本成分而分门别类组成的提供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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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的规范化、程序化、具体化的育人媒介”。 从

上述定义可知，教材的定义随着教材存续形式的变化

而调整，然而其核心要义与外延并无改变———教材是

一种教学资源，适用对象为学生。
然而，何为翻译教材？ 国内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如

方梦之（２０１１）指出，翻译教材是“以培养和提高翻译

技能为主旨、有较为清晰的以教学为导向的编撰线索、
用于翻译课教学的教程”；何刚强（２０１３）指出，翻译教

材是为外语学科开设翻译课而专门编写的，可分为翻

译实践类教材、翻译理论类教材、翻译技术类教材等类

型。 究其根本，翻译教材是为翻译专业学生专门编写

的教学资源，主要涉及翻译基础原理、翻译实践技巧、
翻译理论知识等内容，面向各层次学生群体，由国内外

出版的教学著作。 此外，按照翻译形式，可分为面向口

译、笔译的教材等；按照专业方向和用途，可分为医学

翻译、法律翻译、财经翻译、典籍翻译等。
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集体“走出”国门，翻译研究与翻译教材出版迎来了

良机。 翻译教材的建设事关如何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
发挥好翻译在国际交流中的“桥梁”功用，更加生动地讲

好中国故事，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向全球。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０ 年后出版的翻译教材逾 １０００

种。 然而，目前市面上各类教材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

齐，学界对此缺乏细粒度的梳理与总结，将其笼统归类

为“翻译教材问题”。 目前翻译教材问题大致包含若

干子问题，如翻译教材建设、翻译教材使用、翻译教材

音译、翻译教材术语等问题。 以“翻译教材问题”为关

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得到的相关结果多为“翻
译教材建设问题” “翻译教材编写问题”。 张美芳

（２０１５）、陶友兰（２０１７）、张巍然（２０１８）等对此进行了

探讨，可见目前翻译教材问题的焦点是翻译教材建设。
国内对于翻译教材建设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匮

乏，究其原因是学界对目前市面流通的教材缺少系

统性的回顾，难以掌握市场真实动态，产出的研究难

以切中使用者的难点和痛点，缺乏对现有翻译教材

的全面回顾与梳理，不利于产出高质量翻译教材，阻
碍了翻译专业人才培养。 因此，有必要重新系统考

察国内翻译教材建设现状，综合评估现状，从而提出

针对性改革措施。

３　 国内翻译教材建设现状考察

翻译教材是落实翻译专业教学目的和大纲的载

体，是翻译专业学生了解与掌握翻译理论、实践、技术

等方面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 进入 ２１ 世纪后，随着翻

译和翻译研究重要地位的凸显，以及翻译学学科建设

的逐步形成，学界对翻译教材的重视度也不断提高，并
就此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研究方法和理论也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总体来

看，国内翻译教材相关研究的整体脉络较为清晰，以下

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３． １　 翻译教材整体性研究

关于翻译教材整体性研究方面，国内已有较多学

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批判性吸收

国外翻译理论、提高本土译论在教材中的比重、避免国

内译论产生“失语症” （刘季春， ２００１； 陶友兰， ２０１５
等）。 也有学者针对国内高校翻译教材现状展开了讨

论，主要集中在批判现有教材以及提出设计理念（孙
启勤， ２００８； 郑艳杰， ２０１３； 苗宁， ２０１４； 张巍然，
２０１８； 肖维青等， ２０２１）。 上述学者对翻译教材整体

性研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探明的弊病及解决方案

具有前瞻性，为翻译教材的后续建设发展积累了宝贵

经验。 然而，这些研究往往以单样本或个例作为研究

对象，鲜有学者对自建国以来，特别是 ７０ 年代以来的

翻译教材进行全面梳理，并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缺乏

对翻译教材的整体把握。
３． ２　 专门用途翻译教材研究

近年来，专业翻译教材编写有了较大的发展，大量

专门用途的翻译教材（如医学翻译、法律翻译、财经翻

译等教材）相继出版。 就此许多学者研究了国内专门

用途的翻译教材建设情况。 一些学者聚焦于专业性、
应用性强的专门用途翻译教材，如服装英语翻译、冶金

英语翻译以及典籍英语翻译等（王宏、付瑛瑛， ２００９；
刘娟， ２０１８； 李忠霞、王素雅， ２０２１； 单宇、何苗， ２０２１
等）。 也有研究聚焦英语专业学生所用教材的研究，
如顾维勇（２００７）、岳峰 （２０１７）等。 此外，国内还出现

了我国第一本以搜索为主题内容的翻译实用教程———
《翻译与搜索教程》 （张成智， ２０２２），以及王华树等

（２０２２）编写的《翻译搜索指南》。 此类教材均强调搜

索已成为翻译能力的重要元素，并论述了搜索在翻译

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译中常用的各类搜索手段，是极

少数旨在培养翻译人才具体翻译能力的新型翻译教

材，具有里程碑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上述学者指明了国内翻译教材的

现存问题，但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存在进一步拓

宽的空间，没有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可行措施，难以触

及翻译教材建设的痛点与难点。 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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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图书网站“读秀”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
“卓越网”“当当网”等输入相应关键词（如“翻译教

材”“翻译理论”“翻译概论”“翻译通论”以及“翻译教

程”）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到 １２７２ 种教材，并记录了作

者、出版年份、出版社以及简介等信息。 笔者以十年为

时间跨度对 １９７０—２０２２ 年间的翻译教材数量进行了

统计，结果见图 １❶。

图 １　 １９７０—２０２２ 年的翻译教材数量变化

本文以 １９７０ 年为起点，大致将半个世纪以来的教

材出版分为三个阶段：（１）１９７０—１９８９ 年为第一阶段；
（２）１９９０—２００９ 年为第二阶段；（３）２０１０ 年至今为第

三阶段。 总体而言，国内翻译教材的数量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呈现出陡然增长的局面，这意味着国内翻译

事业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进入繁荣发展局面。
１９７０ 年之前，国内翻译教材数量极少，翻译教材

建设大多数时间处于停滞阶段。 在此期间，出现了颜

惠庆编写的《华英翻译捷诀》、蒋冀振编写的《翻译学

通论》、吴献书编写的《英文翻译的理论与实际》、费道

罗夫编写的《翻译理论概要》、陆殿扬编写的《英汉翻

译理论与技巧》、耿龙明和陆兆泉编写的《翻译教材》
以及编写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间的两本教材，翻译教材建

设犹未起步。
１９７０ 年以后，国内的翻译教材数量稳步增长，至

１９８９ 年时，新增 ３３ 本翻译教材。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国
内翻译教材数量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至 １９９９ 年共

新增 ６８ 本翻译教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共新增 ３２１ 本翻

译教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达到新高，新增数量近乎翻

倍，达到 ５９７ 本。 这一增长态势也表明国内开始重点

关注翻译教材建设，这离不开国内语言服务行业对于

语言服务人才的旺盛需求、翻译专业的开设以及翻译

专业本科生数量的增长。 随着《翻译专业本科教学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的公布与《理解当代中国》各

语种系列翻译教材的问世，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翻译教材数

量迎来一个爆发阶段，前三年的新增量已接近过去十

年总增量的一半，这表明《指南》以新标准、新需求推

动教材精品化，淘汰了一批内容陈旧、编排不合理、存
在较多漏洞的低质量教材。

从编写内容方面来看，翻译理论讲解、翻译技巧以

及相关的翻译实践案例是大多数翻译教材的内容，且
多数教材中的实践内容陈旧滞后，与实际脱节，部分理

论术语的翻译也存在一定问题。 从出版社方面来看，
部分书籍的出版机构较为混乱，而且部分出版物的质

量也存在较大问题，这与出版社把关不严有重要关联。
出版社作为进行有版权物品的出版活动的组织，有责

任及时处理并寻求应对之策，促使国内翻译教材向数

字化、多媒体融合化方向转变。
此外，书籍的总被引用量可以反映书籍的影响力

以及整体质量。 通过从“读秀网”检索的教材被引用

量情况可知（如图 ２ 所示），国内翻译教材总被引用较

高的书籍较少，多数翻译教材引用量不高。 此外，由于

其检索机制限制，检索结果较难区分教材与教辅，因此

本结果仅作参考。
总被引用量在 ２０００ 以上的教材仅有九本；总被引

用量在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的教材有 ２２ 本，在 １０１～２００ 以

及 ２０１～３００ 的分别是 ４１ 本和 １９ 本，其他范围内的参

数都相对较低。 有 ６１１ 本教材出版许久，但其总被引

用量却是零（如图 ２ 所示）。 这说明这些教材自出版

后阅读量较小，出版机构应避免低水平翻译教材的出

版与发行。

图 ２　 翻译教材总被引量图

❶ 由于 １９７０ 年前共计出版 １１ 部，数量极少，故本研究主要讨论

近半个世纪翻译教材的建设情况。 其中 １９００—１９０９ 年、１９２０—１９２９
年、１９３０—１９３９ 年各一部，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年五部，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三部，其
余年代无翻译教材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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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存在问题与分析

通过对国内翻译教材的数量、内容、效果反馈等的

分析，发现国内翻译教材在内容编排、针对群体、存续

形式、核心理念等方面存在部分问题。
４． １　 编排固化，内容陈旧，脱离实际需求

新时代以来，“翻译进入职业化和专业化时代，面临

着人工智能和翻译技术的挑战，成为语言服务行业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陶友兰， ２０１７）。 翻译专业应当“以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内容为翻译内容，以口译和笔译

或机器翻译等为翻译形式，面向文化多样性、经济一体

化、信息全球化的语境，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素养、
创新能力的专业化翻译人才及语言服务人才”（仲伟合，
２０２１）。 自 ２０１９ 年《指南》发布以来，翻译技术尤其是计

算机辅助翻译技术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更

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肖维青、冯庆华， ２０１９）。
《指南》中翻译技术的培养目标为“帮助学生了解翻译

技术的特点、分类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运用各种翻译

技术和工具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技术素养，为其将

来从事相关职业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教育部高等

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９）。
对现有教材内容的分析显示，首先，大部分翻译教

材的内容设置相对保守，流于表面，仅收录了传统翻译

学理论流派的相关成果或是单纯叙述具体翻译技巧，
内容相对枯燥陈旧；缺少翻译技术相关内容与最新动

态，既无常用的 ＣＡＴ（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工具（如
ＳＤＬ Ｔｒａｄｏｓ、 ＭｅｍｏＱ、 Ｄéｊà Ｖｕ 等），也无 Ｔｍｘｍａｌｌ 等新

兴在线翻译对齐平台的介绍，同时也未提及基于虚拟

现实的口译教学平台，总体上难以满足《指南》对翻译

技术素养提出的要求。 其次，翻译技术与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深度结合后，对翻译市场实景产生

了深刻影响，对译员群体产生了全新要求。 因此，运用

传统译论指导翻译实践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翻译市场

需求，翻译理论应该深入探讨翻译实践状况，捕捉市场

动态，相应加入对现代译员综合信息技术素养的探讨，
推动“理论—实践”相互良性发展。 随着高质量翻译软

件的盛行，译后编辑成为现实译员的真实工作形式，传
统理论描述难以适配当代翻译实践形态。 现阶段国内

翻译教材的理论描述和实践指导存在较严重的脱节。
这些教材在内容的编排方式方面也较为固化，其

中多数为纸质书籍，缺少配套音视频、网页、ＰＰＴ 或电

子版书籍等多媒体、数字资源，缺少对新兴信息数字技

术的适配。 新时代对高素质翻译人才的要求决定了创

新翻译教材编排形式的必要性，新的教材应当拓宽知

识领域，促使其向数字化、多媒体化转变，提高教学效

率和人才培养质量。
此外，翻译学科可分为口译和笔译，教材使用者也

可分为不同年级的高校学生和翻译业余爱好者，其需

求也不尽相同。 因此，翻译教材应满足学科发展、人才

培养、市场发展等不同维度的需求。
４． ２　 本土译论患上“失语症”，思政育人功能亟待重视

国内多数翻译教材均存在重视外国翻译理论而忽

略本土创新成果的现象。 由于翻译学科主要发轫于西

方，编者在编写教材时均存在大篇幅介绍国外译论的

倾向，而对国内本土翻译策略与方法着墨较少，国内外

内容比重失衡。
近年来，国内已涌现出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译论

与策略，编者应该重点关注这些成果，取其相对完善、
自洽、本土的译论，将其纳入教材内容，充实本土译论，
提高其影响力和运用度；同时还要重视传统译论的传

承与传播，“传统译论可以借助写得深入浅出的翻译

教材得以广泛传播，因为翻译教材的出版、印刷和传播

数量通常远远高于专著” “要从教材层面进行更正和

创新，要将中国传统译论恰到好处地糅合在翻译教材

中，让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恰到好处地扎根于

新一代学生译员心中” （陶友兰， ２０１５），培养出具有

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译者，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话语和叙事体系，“牢牢掌握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第

一定义权和最终解释权”，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战略需求，加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出去”（杜占元， ２０２２）。
２０１６ 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 鉴于此，新时代翻译教材应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英语读写、演讲和翻译

能力的培养有机融合，发挥翻译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
引导学生系统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学会用中国理论观察和分

析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成就，从跨文化视角阐释中国道

路和中国智慧，坚定“四个自信”。
４． ３　 教材内容冗余重复，用语表达拟欠统一

翻译教材的编撰主要包含两部分，分别是理论阐

述部分和案例分析部分。 翻译教材不仅需要重点描述

理论知识，还需要配置相应的翻译实例，以便于教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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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领会翻译知识。 然而，现阶段国内翻译教材多数

相似程度较高，主要表现为仅改变理论知识编排方式

或者增删一些理论成果，并未做较大改动；部分教材的

翻译案例分析沿用同样或类似的经典案例。 教材内容

的高度重复不仅会造成出版资源的严重浪费，还阻碍

教学研究发展，降低授课质量，不利于翻译人才培养。
同时，在国内翻译教材内容高度相似的背景下，少

数编者为避免重复，会改变部分术语表达；也有编者对

理论了解不深，对术语表述存在偏差，因而造成国内翻

译教材相关专业术语表述混乱。 术语运用能力是教材

编者不可或缺的能力，面对大量翻译术语，编者往往会

因其主观理解而造成术语错用。 究其根本，是国内翻

译研究术语管理不到位。 术语管理包括术语的文件归

档、存储、处理与展示（Ａｕｓｔｅｒｍｕｈｌ， ２００１），指为了满足

术语一致的目的而对术语资源与信息进行管理的实践

活动（王华树、张政， ２０１４）。 因此，翻译术语管理库的

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对术语信息进行系统搜集和

科学整合，形成高质量、准确、统一的信息共享，提高教

材编者的术语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才能有效避免专

业术语错用现象。

５　 翻译教材建设对策窥探

本文针对国内翻译教材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

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建议。 翻译教材建设不仅涉及教材

编者，还涉及出版行业、高校、专业协会、教育管理部门

等不同主体，只有各方重视翻译教材建设问题，形成合

力，才能不断推动翻译教材高质量发展。
５． １　 重视市场需求，创新教材模式

教材内容编排是决定其整体结构的基础，是教材

编者教学理念的物质显化。 优质的教材需要编者综合

考虑不同需求，权衡利弊后编写适合不同人群的翻译

教材。
第一，编者应明确教材的目标人群和专业用途，是

面向高职高专生、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面向翻译专业学

生还是业余爱好者，面向口译还是笔译等。 编者通过

明确使用对象，综合考虑不同受众的学习需求，可通过

问卷调查等形式掌握使用者的知识水平、学习目的等，
从而开展教材编排工作。

第二，“翻译教材如果只讲某些领域的翻译技巧，
仍然不能认为是与职场无缝对接的教材。” （岳峰，
２０１７）编者需要对接社会市场需求，对国内翻译市场

展开调研，深度把握行业需求，针对市场缺口培养翻译

专业人才；同时观察翻译技术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

趋势，增加 ＣＡＴ 软件、在线术语库管理平台、基于神经

网络的在线翻译平台以及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线上口

译教室等内容，使教材呈现最新行业与技术动态。
第三，编者应对最新理论成果保持敏锐，及时更新

理论知识储备与教材内容，用学界最新动态指导翻译

实践，培养符合人才培养标准的高质量语言服务者。
因此，教材编者应该充分考虑教材使用者的多样性，协
调教材内容的传承性与创新性，兼顾理论教学与翻译

实践，更新内容编排顺序，使其充分调动使用者的学习

积极性，更好地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
第四，编者需要依托现代科技，创新翻译教材的存

续形态，学会利用多媒体工具，更新教材形式，不仅需要

编撰纸质版教材，还需要建立电子教材、数据化教案、在
线课程、翻译素材库、翻译试题库等配套数据资料，提高

教材与教材使用者的交互性，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学

习者的不同感官。 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等不同信息模

态，提高学习者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提升学习效率。
总之，编者需要充分更新教材编撰理念，在教材开

发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控教材编写、校对、出版等各个环

节，注重教材开发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５． ２　 强化思政理念，建立监审机制

翻译教材建设问题除了涉及编者外，还涉及其他

相关机构。 从总体来看，“翻译教材之所以存在着鱼

龙混杂现象，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便
于操作的翻译教材评估系统”（曾剑平， ２０１３）。 学界

应该高度重视翻译教材的科学化管理，建立客观有效

的翻译教材评审机制，制订教材质量衡量标准。 完善

的教材管理机制能够避免低质量教材的产生，通过规

范教材的知识性、实用性、创新性、严谨性、整体性、可
读性等方面，辅助产出优质翻译教材。 因此，笔者建议

应尽快成立翻译教材审查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建立

起教材研究、设计、编写、发行、评估为主体的教材研发

编审体系，并以教材编写委员会为主导，结合高校、出
版机构及社会其他相关部门，一起通力合作，最终在我

国形成教材研究—出版发行—投入使用—质量评估—
教材研究的循环运作模式”（吴爱俊， ２０１０）。 只有通

过科学严谨、公开透明的教材审查流程，才能有效避免

内容重复、缺乏新意、机械堆砌、材料过时的低质量翻

译教材流入市场，从源头减少低质量教材产生。 通过

建立有序科学的翻译教材研发体系，从根本上提升翻

译研究质量和学术成果水平。
翻译教材建设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基础性工程，

在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和较高政治敏锐度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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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翻译人才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因此，在发挥课

程思政价值方面，翻译教材应在帮助学生提高读写、演
讲与翻译能力的同时，帮助其掌握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提高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的能力，使其成为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和专业本领的

高素质国际化外语人才，自觉做到坚定“四个自信”，
并进一步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政治、思想、理论和情感认同。
５． ３　 发挥在线翻译数据库功用，促进资源共享

翻译术语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关键，建立国内统一科

学的术语库有利于高质量教材建设。 翻译术语数据库

涉及理论知识的梳理、整合和管理等方面，是“互联网 ＋
翻译学”相结合的数据工程，“适用于数字化时代知识再

现、信息传播、认知思维发展的需要，是知识资源深度管

理的工具”（苗菊、宁海霖， ２０１６）。 综观国内外最新的

翻译理论流派，涌现出不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成果，
如结构主义翻译流派、后殖民翻译流派、文化学派、译介

学、变译学等，这些创新成果涉及相对庞杂的翻译理论

专门术语。 翻译理论的不断蓬勃发展决定了翻译术语

理解使用的复杂性，为了避免翻译教材术语错用、误用

等问题出现，学者、高等院校、教育部门、出版公司等主

体应该加强合作，积极与信息技术人才深度合作，加快

开发科学统一的翻译术语数据库。 “术语知识库是开展

知识服务的基础资源”（宋培彦等， ２０１４），在线数据库

能够有效提高教材编者获取资源的信度与效率，在共享

优质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大大提升教材编撰速度，产出

符合各方需求的高质量教材。 因此，科学统一的翻译术

语体系能够有助于解决国内教材术语表述不一、理论知

识错用、中英表达偏差等问题，从编撰源头的根本提升

翻译教材的整体水平，促进翻译教学质量提高，“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Ｓ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６　 结语

我国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语言服务行业

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与挑战，作为输出高质量双语交流

人才的关键环节，翻译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而翻译教

材恰恰是翻译人才学习理论知识、习得实践技巧、提高

综合素养的核心关键。 重视国内翻译教材建设不仅有

利于满足社会对高质量双语人才的迫切需求，更能提

升本土翻译研究理论水平，加快完善中国翻译话语体

系。 本文从国内翻译教材的系统梳理入手，基于对翻

译教材现状的探析，指出翻译教材研发与翻译教材使

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过推动翻译教材编撰和

翻译教学活动的互动适应，提倡构建翻译教材审查制

度，发挥教材思政育人功能，制定优质翻译教材标准，
创立在线共享翻译术语数据库，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翻

译教材建设实践。 概而论之，虽然国内翻译学科建设

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仍需不断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

教材建设经验，及时更新国内外翻译学界的最新学术

成果，以期产出满足时代需求的高质量翻译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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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ｗ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ｏｒ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Ａｓｌｉｂ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２０１０（４）．

［ ３ ］　 杜占元． 推动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在中国译协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Ｊ］． 中国翻译， ２０２２（３）．
［ ４ ］　 方梦之． 中国译学大辞典［Ｚ］．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２０１１．
［ ５ ］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Ｚ］．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 ６ ］　 顾维勇． 析几种商务英语翻译教材及其译例［Ｊ］． 上海翻

译， ２００７（１）．
［ ７ ］　 何刚强． 彰现特色、知行并举———本科翻译专业教材编

撰应处理好五个关系［Ｊ］． 上海翻译， ２０１３（２）．
［ ８ ］　 贺爱军，尤其达． 翻译专业建设的世纪回眸与前景展

望———《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述评［ Ｊ］． 外
语界， ２００９（２）．

［ ９ ］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

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

［Ｍ］．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１０］　 李忠霞，王素雅． 有色冶金应用翻译人才培养探究———评

《冶金专业英语》［Ｊ］． 有色金属（冶炼部分）， ２０２１（３）．
［１１］　 廖哲勋，田慧生． 课程新论［Ｍ］．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１２］　 刘季春． 调查与思考———谈建立我国翻译教材的新体系

［Ｊ］． 中国翻译， ２００１（４）．
［１３］　 刘娟． 服装英语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评《服

装英语翻译概论》［Ｊ］． 印染助剂， ２０１８（２）．
［１４］　 苗菊，宁海霖． 翻译技术的知识体系化演进———以双语术

语知识数据库建设与应用为例［Ｊ］． 中国翻译， ２０１６（６）．
［１５］　 苗宁． 翻译教材建设的实然诊断与应然设计［Ｊ］． 中国出

版， ２０１４（１５）．
［１６］　 单宇，何苗． 科技翻译教材评价模型与难度量化分析

［Ｊ］． 当代外语研究， ２０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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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宋培彦，王星，李俊莉． 术语知识库的构建与服务研究

［Ｊ］．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１１）．
［１８］　 孙启勤． 翻译教材改革的讨论［ 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Ｓ１）．
［１９］　 陶友兰． 翻译传统译论的战略传承与传播：翻译教材建

设视角［Ｊ］． 上海翻译， ２０１５（４）．
［２０］　 陶友兰． 我国翻译教材建设与翻译学学科发展［Ｊ］． 上海

翻译， ２０１７（６）．
［２１］　 王宏，付瑛瑛． 试论典籍英译教材的编写———以本科翻译

专业教材《中国典籍英译》为例［Ｊ］． 中国外语， ２００９（２）．
［２２］　 王华树，张政． 翻译项目中的术语管理研究［ Ｊ］． 上海翻

译， ２０１４（４）．
［２３］　 王华树，刘世界，张成智． 翻译搜索指南［Ｍ］． 北京：中译

出版社， ２０２２．
［２４］　 吴爱俊． 变译理论带给翻译教材编写者的新启示［Ｊ］． 语

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２０１０（４）．
［２５］　 肖维青，冯庆华． 《翻译专业本科教学指南》解读［Ｊ］． 外

语界， ２０１９（５）．
［２６］　 肖维青，赵璧，冯庆华．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翻译本科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翻译教学指南》的研制与思考［Ｊ］．

中国翻译， ２０２１（２）．
［２７］　 岳峰． 职业笔译教材的编写理念与实践［Ｊ］． 上海翻译，

２０１７（６）．
［２８］　 曾剑平． 英汉翻译教材研究：理论与实践［Ｍ］． 南昌：江

西高校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９］　 张成智． 翻译与搜索教程［Ｍ］．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２２．
［３０］　 张美芳． 探索翻译教材建设，促进翻译专业教育———《我

国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理论构建与对策研究》述评［Ｊ］．
上海翻译， ２０１５（２）．

［３１］　 张巍然． 大学英语翻译教材编写的困境和对策［Ｊ］． 出版

发行研究， ２０１８（７）．
［３２］　 郑艳杰． 翻译教材编写中的方法论［Ｊ］． 中国科技翻译，

２０１３（２）．
［３３］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

［Ｚ］． 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５．
［３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部． 现代汉语词典

［Ｚ］．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３５］　 仲伟合． 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翻译专业教学指南》的

几点看法［Ｊ］． 当代外语研究， ２０２１（５）．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科研招标项目“中美机构性翻译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
ＣＴＳ２０２２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６
通讯地址： ５２３８０８ 广东省东莞市 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龙）

５１０６３２ 广东省广州市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宫）

■■■■■■■■■■■■■■■■■■■■■■■■■■■■■■■■■■■■■■■■■■■■■■■■■

语言服务与翻译国际传播策略研究论坛
暨《“译学家”翻译教学与实训平台（本科版）》产品发布会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教

育技术专业委员会联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季

“译学家”报告厅———“语言服务与翻译国际传播策略研

究论坛”暨《“译学家”翻译教学与实训平台（本科版）》
发布会成功召开。

一、 开幕式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教授应邀为大会致欢

迎辞。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教授、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原校长仲伟合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

学院首任院长柴明熲教授作为特邀专家为本次论坛致开

幕辞。

黄友义教授指出高层次翻译需要的六项条件及 ＤＴＩ
培养方案和学科建设的规划。 仲伟合教授介绍了翻译学

科发展的六个阶段、专业人才培养的三个层次、学科的五

大背景以及未来翻译学科的发展要求。 柴明熲教授回顾

了上海市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发展历

程和主要任务。

二、 主旨报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院研究中心主任赵军峰教

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术语的翻译策略：
立格与传意”。 他从大的时代背景出发，讲到中国特色法

治术语的翻译传播困境、中国特色法治术语的新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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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Ｇ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１ ＆ ＧＯＮＧ Ｑｉ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２３８０８，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６３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ｂ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００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ｆａｃ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ｒｅ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ｓ ｏｌｄ ａｎｄ ｏｕｔｄａ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ｕｔ ｏｆ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ｉｇｉ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２ ） Ｔｈｅ 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ｃａｎ “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ｒｙ ｗｅｌｌ”； （３） Ｍａｎｙ ｌｏｗ⁃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ｌａｇｉａｒ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ｏｒ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ｒ
ｅｖｅ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１）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ｅｔ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