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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智能时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形态立体化教材。 基于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特征，
本文指出立体化教材是未来翻译教材的发展样态。 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应依循内容立体化、形式立体化和服

务立体化原则，注重体现翻译教材的思政性、针对性、时效性、互动性和衔接性特征，打造由主教材、在线课程、
动态教材、资料平台、电子课件、课程论坛等六大模块构成的立体化教材，以推动我国“新文科”背景下的翻译

教学模式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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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翻译教材在翻译教学中至关重要，它既是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又是学生学习的主要

内容（庄智象 ２００７：１０２）。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推动了教育教学技术的全面

升级。 微课、慕课（ＭＯＯＣ）、私播课（ＳＰＯＣ）、翻转教学、混合式教学、微学习、移动学习等新型

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纷纷涌现，引发了翻译课程教学理念的深刻变革。 为了满足时代发展需

求，翻译教材也应从传统的纸质模式向数字式、多元式立体化模式转型，建成新形态的立体化

翻译教材，而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与研究目前在我国尚未受到重视。 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未

来翻译教材的发展样态———立体化模式，着重论述我国立体化翻译教材的建设原则、特征及实

现路径。

２．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界定与时代需求

２． １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概念界定

“立体化教材”概念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西方教育界，当时被称为“综合性教材”，现
已发展为“开放式教材” （Ｆｒｙｄｅｎｂｅｒｇ ＆ Ｍａｔｋｉｎ ２００７）或“协作式数字教材” （Ｇｒöｎｌｕｎｄ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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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等形式，主要指包括纸制品、磁带、光盘、网络资源和其他介质的“学习包”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ａｃｋａｇｅ）。 我国在 ２００２ 年“高等学校立体化教材建设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立体化教材”，教
育部在研讨会上宣布了“立体化教材”建设的基本思路（刘振天 ２００２：４５），自此“立体化教材”
概念正式进入我国教学界。 “立体化教材”统一、准确的定义仍未形成，但概念的基本界定相

对一致。 一般认为，立体化教材是以传统纸质教材为基础，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科学整合多媒

体、多形态、多层次的教学资源；立体化教材的内容包括纸质书、数字资源、资源平台三部分

（徐晔 ２０２１：３３）。
立体化翻译教材是基于现代翻译教学理念，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资源库的支撑，以平面教材

为主教材和基础，以多媒介、多模态、多维度的教学资源为主要内容，以立体式服务为保障的新

型综合体翻译教材。 翻译教材的主体应为 “教学中教材的编写者和使用者” （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 立体化翻译教材改变传统的知识“单向”传授方式，将编者、教师和学生连接起来，形
成良性互动，促进教师智慧教和学生智慧学的教学模式改革。

２． ２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时代需求

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和时代性较强的课程，涉及领域广、模态多。 立体化教材对翻译教学与

实践具有明显优势，符合翻译教材的发展方向，原因主要有两点。
（１） 人工智能催生立体化翻译教材。 人工智能催生新业态和新职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出现了新的变化，高等教育进入“人机互动”时代。 “人机互动”要求高等教育更加智能化和智

慧化。 作为信息技术的产物，立体化翻译教材能将翻译教学与人工智能有机融合，确保“人机

互动”模式下翻译课程的智能教学效果，以适应“新文科”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因此，基
于翻译能力构成的理论研究成果，传统纸质模块和在线动态电子数据库模块组构的新形态翻

译教材建设是翻译教材的发展趋势（张志新 ２０１７：１５１）。
（２） 新型教育模式呼唤立体化翻译教材。 我国正处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型阶

段，高等教育的根本特点由集体化、标准化逐步转向个性化、差异化。 自主学习、个性化在线学

习和虚拟课堂教学将取代集体化实体课堂教学成为主流教育教学模式（王竹立 ２０１８：７６）。 传

统翻译教材的教学资源滞后，授课方式单一，无法满足智能时代翻译教师混合式教学模式和学

生个性化学习模式的需求。 立体化翻译教材模态多样、更新及时、互动性强，符合个性化学习

者的要求与特点，将成为智能时代智慧翻译课堂的重要教学载体。

３．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建设原则与特征

３． １ 建设原则

教育部 ２０１９ 年颁布的《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①。 立体化教材是教学活动的第一手教学资

源，是现代教学技术引领教学创新的重要推手。 任何翻译教材的编写都离不开基本的指导原

则（Ｎｉｋｏｕｌｉｔｃｈｅｖａ ２００２：２６５），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１） 内容立体化。 教材内容立体化是指教材内容要有全方位拓展和延伸（庄智象，黄卫

２００３：１１），涵盖学科或行业的主体知识。 当前我国主流翻译教材所选案例通常侧重文学翻

译，较少涉及应用文体翻译，而我国翻译实践历程已从宗教翻译、文学翻译进入产业化翻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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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产业化翻译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主要是指金融、贸易、能源、生物、医疗、机械等产业领域

的翻译实践。 据中国翻译协会（２０２１）推出的《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２０２０）》，信息技

术、教育培训和知识产权为排名前三的产业化翻译领域。 翻译教材的内容立体化便是拓展和

延伸教材内容，紧跟翻译市场需求，实现重心转移，将多维领域的应用型翻译作为教材的主要

内容。 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系统的动态翻译案例库，对纸质教材内容进行有效补充，形成

包含文本案例、音频案例、视频案例等的多模态翻译数据库，立体化拓展翻译教材内容。
（２） 形式立体化。 智能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数字化”转型，在教育领域表现为“数字

化学习”，即师生通过数字教学资源开展教学活动。 由此，翻译教材的形式应突破传统纸质媒

介的局限，积极探索新型活页式纸质教材，“开发多媒体、流媒体、移动终端等载体，将文字、插
画、照片等静态形式与音频、视频、ｆｌａｓｈ 等动态形式的教学资源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实现多介

质的深度融合，发挥不同介质教材的功能和优势”（韩玲，张琛 ２０２０：５２）。 各介质、各模态间的

关联与互补塑造翻译教材的立体化形式。
（３） 服务立体化。 教材服务于教学，是达成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Ｃｕｎｎ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 １９８４）。

传统教材向使用者提供的服务是一次性、终结式的，立体化翻译教材的服务则以纸质教材出版

为起点，依靠网络平台提供立体化服务。 这种服务可以理解为纸质教材的“售后服务”，它全

方位、多渠道地将翻译数字资源和互动信息提供给师生，确保以各种介质形式储存的教材内容

畅通共享。 换言之，“立体化服务贯穿教材使用的全过程，为教材使用者持续提供基于教学资

源的增值服务”（韩玲，张琛 ２０２０：５３）。 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中，服务的立体化程度直接影响

翻译教材内容和教材形式的立体化程度。
３． ２ 教材特征

立体化教材集数字化资源于一体，具有可听、可视、可练、可互动的优势。 打造立体化翻译

教材，不是简单地罗列叠加各类数字资源，而是通过精心设计和科学编排，呈现联系紧密、交互

性强的融媒体教材，以革新翻译教学模式，推动翻译教学转型。 为此，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需

要体现五个特征。
３． ２． １ 思政性

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２０２０ 年度）》指出，高校应尊重各

专业课程的特殊性，探索思政教育与各学科专业课程教学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①。 培养新时

代高水平翻译人才是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的使命与职责，因为“翻译的过程也是价值主张、价
值传播的过程”（程维 ２０２１：５８）。 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应注重在媒介素材的选取、讲解、分析

和总结中体现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将具有课程特色的翻译道德、翻译伦理、翻译标准、国家翻

译意识、文本规范意识、目的语责任意识、语言服务意识、民族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如盐入水地

融入教材内容，既体现翻译教育体系中翻译人才培养的知识导向，又重视价值观在翻译教学中

的引领作用（覃军 ２０２３：８９）。
３． ２． ２ 针对性

教材的使用主体是学生，着眼于学生用户的特点和需求开发教材是确保教材使用价值的

关键（李翠平 ２０１７：７４）。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针对性是指依据学生用户群体的特征对教材进行

智慧设计，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注重学生翻译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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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下大学生适应数字媒介、青睐指尖学习等现状，翻译教材建设可配套开发相应 Ａｐｐ 或

课程弹幕，对配套在线翻译课程进行图文化、视觉化打造，使学生对教材产生亲切感，提升翻译

学习兴趣和动力。 此外，教材编写应针对学生层次不同、翻译基础各异的特点，对“教、学、做、
练、测”各个部分的内容进行分梯度、分体裁、分板块的多元化设计，在翻译内容的组织上突出

实践性和选择性，提供内容全面、类型多样的翻译案例，助力翻译课程的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

学习。
３． ２． ３ 时效性

立体化翻译教材的时效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教材内容须与时俱进，紧跟行业动向。 我国已进入产业化翻译时期，翻译教材建设

须对接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精选翻译行业中活跃领域的翻译案例作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特别要

利用立体化资源的优势，确保超链接平台的翻译案例及时更新，通过“在建中用”和“在用中

建”，打造时代感强、案例鲜活的翻译教材。
其二，教材中的翻译标准与技巧须符合时代需求。 国内大部分翻译教材以传统的“忠实”

为首要翻译标准，但产业化翻译一般要求译者能够根据不同的文本体裁、文本目的和译文受

众，采取摘译、缩译、改译、综译、译写等策略处理原文。 翻译教材要采用前沿、适切的翻译标准

与技巧以有效指导当下的翻译实践。
其三，翻译技术须融入教材。 智能时代 ＡＩ 技术的运用致使职业边界日渐模糊，各行业专

业人士越来越多地借助翻译技术进行翻译。 因此，将翻译技术有效融入教材章节（不是单独

成章讲解）的意义举足轻重，是确保翻译教学与行业并轨的基础保障，也是“无技术不翻译”时
代翻译教学的基本要求。

３． ２． ４ 互动性

建构主义认为，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以互动、合作方式对意义进行建构的过程（ Ｊｏｎｅｓ ＆
Ｂｒａｄｅｒ⁃Ａｒａｊｅ ２００２：１）。 由此，学习的过程不是单向知识传授，而是多维的互动体验。 立体化翻

译教材凭借互联网高效、共享、便利的优势，可建立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内容的互

动平台，将翻译课堂中“讲授→习得”教学模式转变为“参与→习得”教学模式，真正贯彻“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教师与学生富有成效地使用教材，并与教材有效互动，是教材建设的

最终目标（Ｇｒａｖｅｓ ２０１９：３３９）。 借助立体化翻译教材的互动平台，教师可以使用翻译慕课开展

混合式教学，或利用教材论坛开展理论研讨、翻译争鸣、译文词云分析、最佳译文评比等活动，
营造情境化互动教学环境。

３． ２． ５ 衔接性

立体化翻译教材对静态、动态翻译教学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形成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嵌入

式、交互式的新形态翻译教材（苗宁 ２０１４：２８），而翻译教材的关联与交互依赖于衔接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纸质教材与富媒体资源的衔接。 立体化翻译教材将纸质教材阅读与移动终端阅读

衔接，运用互联网技术促成传统阅读、平面阅读和网络阅读结合，实现纸媒翻译资源与数媒翻

译资源的融合共享。
其二，教材呈现端与教材编写端的衔接。 立体化翻译教材依托“云＋网＋端”平台，将教材

呈现端（活页书、慕课、动态教材等）与教材编写端（数字资源后台、教师发布端等）衔接融合，
通过不同介质传递教学资源，实现个性化资源获取和教学资源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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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教师端与学生端的衔接。 通过教材的平台数据共享，教师和学生可实现有效互动，
促进教师智慧教学和学生智慧学习。

４． 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的实践路径

立体化翻译教材以纸质教材为依托，运用互联网平台建设扩充各种翻译教学资源，构建翻

译理论与实践关联、翻译在线课程与各形态资源互补的多层次教学机制。 也就是说，立体化翻

译教材以“纸质教材为依托，同步建设多种类型数字化资源，形成相互配套、相互支撑、互为一

体的多元立体结构”（王丽 ２０２１：１１４）。 根据翻译课程的特点，立体化翻译教材一般由主教材、
在线课程、动态教材、资料平台、电子课件、课程论坛等六大模块构成（见图 １），各个模块的内

容与功能分述如下。

图 １　 立体化翻译教材构成

４． １ 平面教材宏观统筹

平面教材即纸质教材，在立体化教材中占据主教材的地位，是立体化教材的基础与依托。
由于平面教材通常更新缓慢，平面翻译教材编写应主要涵盖翻译基本定义、翻译本质、翻译分

类、翻译过程、翻译标准、翻译原理、翻译与文化、英汉语言差异、翻译常用方法等结构、内容和

价值相对稳定的核心内容与“硬知识”，以构建内容完备、知识系统的主教材。 平面教材内容

和模块的设计须具有统筹立体化教材全局的功能，通过网址、二维码等超链接技术有机关联在

线课程、动态教材、资料平台、电子课件和课程论坛，实现纸质教材与云端教材之间的自然过

渡，达到纸网立体交互目的。
需要强调的是，平面教材不是指传统教材添加二维码的教材，而是分模块、分维度设计的

教材，比如在“热身”板块添加翻译案例链接（微课、音频等），在“翻译知识”板块添加慕课链

接，在“翻译技术”板块添加术语库链接，在“课后反思”板块添加互动论坛链接等。 平面教材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教学设计，不再是独立的教学资料，而是整个立体化教材的中心枢

纽，是教材实现立体化的根本基站。
４． ２ 在线课程深度融合

在线课程是平面教材的配套视频课程（Ｏｒｅｍｕｓ ２０１３），由系统的慕课和碎片化的微课组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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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目的是突破平面教材“硬知识”的局限，借助直观、可视、多模态的优势对翻译概念、方法

与技巧进行诠释、分析、演绎与拓展。 翻译在线课程的内容设计应紧扣平面教材，但绝不是

“新瓶装旧酒”，简单重复照搬平面教材的内容，而是平面教材内容的拓展与延伸。 在线课程

的制作要结合移动终端学习的特点，把握精炼性，内容要简；把握开放性，选题要严；把握互动

性，趣味要浓；把握多模态性，形态要新（覃军，向云 ２０２０：７１）。 翻译在线课程还可借助跨服务

器技术开通弹幕功能，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实时互动”。 简言之，翻译在线课程“以数字方式多

方位、多角度呈现教学内容，实现学习的跨时空性”（王林 ２０１６：７７），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在立

体化教材中发挥助力器的作用。
４． ３ 动态教材有效补充

动态教材相对静态平面教材而言，处于副教材的位置。 动态教材是电子教材，紧跟时代步

伐，关注翻译行业前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因而能够弥补平面教材的不足。 新时代语境下，由
于语言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翻译类型、翻译标准、翻译策略、文本性质、翻译主体、译者角色、翻
译伦理、翻译服务范畴等内容都会发展变化，翻译教育领域需要对这些变化作出回应（任文

２０１８：９５）。 动态翻译教材可以充分利用其数字性，打破平面教材束缚，定期更新、补充内容。
科研和教研是创新性教材、教学资源建设的重要来源（王林 ２０１６：７６）。 动态教材也可以及时

吸收翻译领域最新科研和教研成果，调整和升级内容。
４． ４ 资料平台巩固拓展

翻译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促使翻译知识向翻译能力转化。 这一转化过程离不开充

足的翻译实践，因此立体化翻译教材须含有较大库容的翻译案例库和在线题库。 翻译案例库

建设由教材开发者、出版社编辑共同把关，分主题、分模块、分层次建设理论联系实际的数据资

源，具体可以是定期更新的成功翻译案例，也可以是经典的原文 ／译文对比体悟，以巩固课堂所

学，拓展翻译知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在线题库建设应改变传统的测试模式，设置分梯度、分
章节、分文体、分类型的开放性翻译试题，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利用“大数据”学情跟踪技术实

现数字化伴随性评价。 由于资料平台提供在线数据，检索便利、运行顺畅、更新及时、共建共享

是打造立体化翻译教材资源库的基本要求。
４． ５ 电子课件可视表达

电子课件是基于主教材配套设计的教辅资料，它的主要功能是对教学内容进行诠释、演
绎、分析与总结。 立体化翻译教材中的课件要充分利用文字、图片、图表、动画、音频、视频等多

种模态，发挥各模态的功能优势，全方位、多角度地传递教学内容，展现翻译过程，解释翻译现

象。 课件制作不能简单复制教材内容，须注重构思与设计，使教学内容要点化、形象化、结构

化、动态化和可视化。 课件要符合翻译知识立体、多维、动态的网络传播形式，突显技术引领学

习的优势，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自主学习，提升翻译教学质量（覃军，
向云 ２０２０：７２）。

４． ６ 课程论坛反馈答疑

教材是据以掌握知识的手段，但不与他人沟通，单凭教材不能掌握所有知识（钟启泉

２０１９：６）。 这表明，立体化教材应利用课程论坛平台建立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学生与内容互

动的翻译学习共同体（见图 ２）。 如果说传统的翻译教材是知识的单向传授，立体化翻译教材

则打破常规，搭建了教材开发者、编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沟通平台。 平台可分模块设计，
设置讨论反馈、知识共享、协同学习等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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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课程论坛“学习共同体”构建模式

　 　 在讨论反馈区，学生可针对平面教材、动态教材和在线课程内容提出意见与建议，或者就

相关翻译案例发帖开展讨论。 教师亦可就教学内容发布主题讨论帖，启迪学生思想，践行“教
师是互动源头，学生是互动主体”的教学理念。 在知识共享区，师生可分享翻译语料，交流翻

译经验，展示成功的翻译案例。 在协同学习区，学生可相互答疑解惑，互助处理翻译学习中的

问题，亦可开展翻译项目合作、同伴互评等交互式活动。 课程论坛以线上平台为基础，通过提

供互动交流、互相促进的学习场景，使翻译知识在共享理念下得到广泛应用，进而被学生内化

吸收。
在立体化翻译教材的六大构成模块中，除纸质媒介的主教材外，其余材料均以电子形式呈

现。 这就要求呈现电子材料的平台兼具网页版入口和移动端入口（Ａｐｐ），甚至可以开发小程

序端口，做到全平台打通，确保良好的用户体验。 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以纸质媒介为基础、以
ＰＣ 媒介和移动媒介为支撑、教学设计一体化、教学形式多元化、媒介模态多样化的交互式立体

化翻译教材。

５． 结语

智能时代的教材正逐步由纸媒向数媒转型。 翻译教材开发者和编写者应打破传统平面教

材的认知藩篱，利用互联网立体化思维和人工智能技术，整合教学资源，开启交互模式，构建动

态、新型的立体化翻译教材。 混合式教学是智能时代教学改革的必然走向之一。 立体化翻译

教材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教学设计，引领翻译教学从“记忆者”培育模式转向“思考者”和“探索

者”培育模式，符合成果导向教育（ＯＢＥ）理念，满足“新文科”背景下学生自主性、个性化和协

同式学习的需求。 我国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当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高校教师和出版社应主动

顺应“新文科”建设要求，深入了解和掌握立体化翻译教材的设计策划理念，积极拥抱新技术，
整合技术、工具和资源，参与构建符合时代需求、高质量立体化翻译教材，有力推动翻译课程教

学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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