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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30 academic papers on the research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which are included in CNKI in recent 20 years (1995~2014), 
and the following four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1) There ar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papers on Japanese translation teaching method from 1995 to 2009, and its correlated 
studies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2010; (2)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study is not 
enough, 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s so limited; (3) The papers mainly on the translation 
teaching method are not dominant in numbers; (4) The researchers in the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ies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is field, and there is no correlate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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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听、说、读、写、译是外语学习的五项技能，在高校专业外语本科教学当中，把培养学生翻译

能力作为主要目标的翻译课通常设置在高年级阶段（三、四年级）。鲍川运（2009）认为“本科翻

译教学是翻译教学和翻译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本科翻译教学实际上是翻译的启蒙和基础

的阶段，因此，教学法对本科翻译教学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研究生层次的翻译教学。”刘和平（2009）

也指出，“大学本科翻译教学是学习翻译的启蒙阶段，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把学生领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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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学生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截至目前，王树槐、栗长江（2008）对国内外近年出现的 11 种翻

译教学方法进行了述评，刘倩、郑声滔（2012）对近 15 年国内翻译教学方法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然而，这两份研究探讨的几乎都是英语翻译教学法，关于我国高校日语专业翻译教学法的综述性研

究尚属空白。那么，日语翻译课上究竟使用了哪些教学法，这些教学法具有什么特点，起到了怎样

的作用，为了弄清这一系列问题，笔者对近 20 年（1995—2014 年）收录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

库里的相关学术论文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试图指出该领域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希望能为今

后的日语专业翻译教学提供一定参考。 

 

1 调查对象和研究方法 

 

   这部分将对本文的调查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说明。 

 

1.1 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分别以“日语翻译课”、“日语翻译教学”、“日语笔译”、“日语口译”、

“日语翻译”作为检索词，前后五次利用全文检索的方式对 1995 年至 2014 年 1的所有论文进行检

索，结果分别得到 29 篇、73 篇、71 篇、296 篇、1761 篇论文，后经阅读筛选，得到符合本次调查

研究条件的论文共计 30 篇。图 1 为各年份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 

 
 

 

 

 

通过图 1可以看出，1995—2003 年这 9年间，关于日语翻译课教学法的论文数量为 0，说明在

这一阶段该研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直到 2004 年才出现了 1 篇关于翻译课教学法的论文，但此

后的几年里论文总处于时有时无的状态，并且数量极少，说明该研究仍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从

2010 年开始，该领域研究论文数量增加，2014 年达到 9 篇，说明大家正在逐步意识到教学法在日

语翻译课上的重要性以及进行该项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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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二十年各年份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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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里写到“翻译课指口笔译两种课型”。由于笔译课

教学和口译课教学在方法上有所区别，因此本文将所有 30 篇论文分成两类，即笔译教学法类和口

译教学法类 2。论文数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笔译类、口译类翻译教学法论文数量及百分比 

分 类 笔译教学法类 口译教学法类 

论文数量（百分比） 19（63%） 11（37%） 

 总  计 （百分比） 30（100%）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笔译教学法的研究多于口译教学法的研究，占到整体的六成之多。不过，

笔者通过阅读论文发现，以上 30 篇论文当中并非所有论文都是以论述翻译教学法为主的，有些论

文是在论述翻译教学改革 3时部分涉及到了教学法内容，这些论文与主要论述翻译教学法的论文数

量及比例如下。 

 
 

表 2  主要论述翻译教学法与部分涉及翻译教学法的论文数量及百分比 

分  类 主要论述翻译教学法 部分涉及翻译教学法 

论文数量（百分比） 18（60%） 12（40%） 

 
 

通过表 2可以看出，主要论述翻译教学法的有 18 篇论文，占总数的六成，另外 12 篇论文只是

在论文的部分章节对翻译教学法进行了论述。 

另外，大部分论文通篇只论述一种教学法，但是也有个别论文涉及到两种或三种教学法，以下

将按照笔译教学法和口译教学法两大类进行分析和论述，出现一篇论文中涉及多种教学法时会加注

说明。 

 

2 笔译教学法 

 

本文在王树槐、栗长江（2008）和刘倩、郑声滔（2012）两份研究的基础上将国内日语笔译教

学法大致分为 9 种，分别是批评比较法、过程翻译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翻译语料库教学法、功能

主义翻译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交际教学法、语篇翻译教学法、全程交互性翻译教学法。 

 

2.1 批评比较法 

 
阐述批评比较法的论文共 4篇，其中实证研究 0 篇。 

批评比较法是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指定的翻译练习后，以分组讨论的形式，对参考译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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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译文及组员的译文进行评价、比较，从而修改和完善译文的翻译教学方法。采取这种教学法，

“可以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可以让学生相互修改译文，对他人的译文提出批评，激

发学生积极思考。”（车才良、温素美，2012：219） 

岳晟婷（2013）提出让学生将自己的译文与优秀译文进行对照，让学生“在对照中发现优秀的

措辞和描写手法，在对照中发现自己可以提高和改进的地方”，从而促进学生翻译水平的提高。陈

知武（2014）指出“尤其是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可以通过讨论式教学方法，与学生互动，反复推敲、

相互比较大家的译文。”任敬军（2007）提到的“正误翻译对比”、“多版本译文比较”、“同学讨论，

师生辩论”都属于批评比较法的范畴。 

 

2.2 过程翻译教学法 

 
阐述过程翻译教学法的论文 5 篇，其中实证研究 2 篇。 

过程翻译教学法“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重在培养学生

的翻译意识，提高翻译能力；不强调翻译结果而侧重描写与解释翻译过程”（刘倩、郑声滔，2012：

43）。熊娟（2009）的主旨是探索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日语翻译教学新模式，笔者认为其采用的教学

法其实就是过程翻译教学法。该研究以演讲辞的翻译为例，详细介绍了过程翻译教学法的应用，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1）课前准备；（2）课堂分析讨论；（3）翻译实践；（4）译文讨论与点评；（5）

修改。李晓霞（2014）在探讨语言习得路径对日语翻译教学的启示时指出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弊端，

提出在翻译时“要允许学生犯错，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大胆质疑，及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我

们要做的是关注翻译过程，探究形成各种疑问的原因。……评论的重点不在于对与错，而在于产生

这种多样性译文的各自的思维过程。”赵小平（2012）在探讨日语翻译教学法改革时也指出“教师

负责引导学生注意翻译过程，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帮助学生认识可以使用哪些翻译手段和方法”。

彭佳（2009）在探索如何把“日本文化理解”“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这一理念融入教学当

中时采取了过程翻译教学法，通过学期末的问卷调查发现学生们对这种授课形式认可度高、评价好。

王星（2013）将合作学习的模式引进汉日翻译课堂，“合作学习下的翻译教学的核心是学生、教师、

翻译任务三者的有机结合，……教师通过创建合作与讨论的平台，引导学生通过体验和建构翻译过

程，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最终培养他们的译者能力和译者素养。”该论文通过

实证研究的方法指出翻译课的合作学习对学习者产生了积极影响。 

 

2.3 项目教学法 

 
阐述项目教学法的论文共 4篇，其中实证研究 0 篇。 

项目教学法也称作任务教学法，周晓冰（2014）认为该教学法“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

础上的一种教学方法，主张教师将教学内容隐含在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项目中，以完成项目任务

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在完成项目的动机驱动下，通过对项目进行分析、讨论，明确任务涉及

的知识内容、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主动应用，在自主探索和

互动协作的学习过程中，找出完成任务的方法，最后通过项目的完成实现意义的建构。”该研究还

指出项目教学法的几个关键环节：项目下达、项目实施、项目完成、项目展示及评价。张桂丽、李

欣（2010）也阐述了项目教学法在翻译课上的应用，并指出该教学法“从教学开始就将学生摆在了

中心位置，……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强调成就满足感。”张睿（2013）在翻译课改革初探

中提到了三种教学法，其中之一就是项目教学法，他指出该教学法“强调教学只是创造条件，通过

完成教师布置的一系列任务，达到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自信心。”黄丽敏（2013）也涉及三个教学

法，其中之一就是项目教学法，指出“教师设计任务时应结合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选择贴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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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际的交际情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2.4 翻译语料库教学法 

 
阐述翻译语料库教学法的论文共 1篇 4，不属于实证研究。 

李晓霞（2014）提到了翻译语料库教学法，具体做法是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要求每个学生在进

行课堂讨论之后把自己的最终译文进行归纳总结，并及时上传至数据库，形成学习者语料库。另外，

教师还根据该校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有针对性的建立了专题语料库，其内容涉及电子、鞋业、石材、

旅游、网路技术、经贸，供学生随时查阅和学习，积累专业术语。王树槐、栗长江（2008）曾指出

“长期追踪学习者语料库可以反映教学的难点、学生的行为变化和进步，或检查某一教学方法的有

效性。……翻译教学中……最可行的是专题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就某一具体领域的翻译，可以

让学生使用因特网、报纸杂志、百科全书、参考书以及其他特殊文献，合作构建专题语料库。”李

晓霞（2014）中的专题语料库是由教师建立并提供给学生使用的，笔者认为今后还可尝试让学生也

参与到语料库建设当中。 

 

2.5 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 

 

阐述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的论文共 2篇，其中实证研究 0 篇。 

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指导下的一种教学法。“功能主义认为，翻译教学首

先是‘功能原则’，即译文本所要达到的功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翻译能力的获得首先要通过翻译

述要（brief）、源文本分析、翻译问题的系统解决来引导；之后再考虑翻译单位、翻译错误分析、

译文充分性评价。翻译的要求是‘功能+忠诚’，是充分性（adequacy）而不是等值性（equivalence）。”

（王树槐、栗长江，2008：136）姚绚文（2013）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日语笔译课程教学

模式，并介绍了课程设计：在本科第三学年第二学期开设每周 3 课时的笔译课，授课内容为第 1

学时进行翻译技巧讲解，第 2 学时按照各类文书分类解析其功能、用法、异文化差异等，第 3 学时

对学生的作业案例进行讲解分析，纠正语法、语用错误，强化讲授效果。这份研究只是介绍了功能

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日语笔译课程教学模式的操作程序，对于效果如何并未谈及。 

 

2.6 探究式教学法 

 

阐述探究式教学法的论文共 1 篇，不属于实证研究。 

石光（2012）提出了探究式教学法，该教学法强调探究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及实践

能力。具体的应用过程为：（1）选用实践性强的翻译材料；（2）创设探究式的学习情境；（3）课前

布置翻译材料，课上组织讨论；（4）注重答疑，及时恰当进行总结。该研究还指出在日语翻译教学

中探究式教学法应该把握好几个要点：（1）认清学习主体，找准教师角色，严格奉行这一准则；（2）

学生是学习的主动探究者，教师是学习氛围的制造者；（3）师生在日语翻译课堂上开展有效合作。

“探究式教学法的应用已经多年，取得了可喜的教学成果。尤其在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习惯的养成上

功不可没。”（石光，2012：120）但是这一结论并不是经过实证研究后得出的，属于经验总结。 

 

2.7 交际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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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比较大家的译文。”任敬军（2007）提到的“正误翻译对比”、“多版本译文比较”、“同学讨论，

师生辩论”都属于批评比较法的范畴。 

 

2.2 过程翻译教学法 

 
阐述过程翻译教学法的论文 5 篇，其中实证研究 2 篇。 

过程翻译教学法“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重在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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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教学法 

 
阐述项目教学法的论文共 4篇，其中实证研究 0 篇。 

项目教学法也称作任务教学法，周晓冰（2014）认为该教学法“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

础上的一种教学方法，主张教师将教学内容隐含在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项目中，以完成项目任务

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在完成项目的动机驱动下，通过对项目进行分析、讨论，明确任务涉及

的知识内容、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主动应用，在自主探索和

互动协作的学习过程中，找出完成任务的方法，最后通过项目的完成实现意义的建构。”该研究还

指出项目教学法的几个关键环节：项目下达、项目实施、项目完成、项目展示及评价。张桂丽、李

欣（2010）也阐述了项目教学法在翻译课上的应用，并指出该教学法“从教学开始就将学生摆在了

中心位置，……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强调成就满足感。”张睿（2013）在翻译课改革初探

中提到了三种教学法，其中之一就是项目教学法，他指出该教学法“强调教学只是创造条件，通过

完成教师布置的一系列任务，达到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自信心。”黄丽敏（2013）也涉及三个教学

法，其中之一就是项目教学法，指出“教师设计任务时应结合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选择贴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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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交际教学法的论文共 1篇 5，不属于实证研究。 

    黄丽敏（2013）提到的交际教学法，内容包括模拟真实工作任务及工作过程；组织学生去翻译

公司参观，了解翻译行业的素质要求；与相关政府企业合作，进行会议、旅游等翻译实践活动；组

织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日语翻译、演讲比赛。通过交际教学法培养学生了解异文化的文化体系及养成

良好的交际能力。 

 

2.8 语篇翻译教学法 

 

阐述语篇翻译教学法的论文共 1 篇，不属于实证研究。 

张秀梅（2014）介绍了语篇翻译教学法的实施方法：首先让学习者在课堂上进行现场翻译，翻

译前教师根据需要进行说明和引导，主要包括宏观上的理论引导和微观上的常用表达的说明；接下

来进行小组讨论，各小组互换译文，并从教师那里拿到译文，课后组织讨论并撰写分析报告；最后

是报告演示和译文修改。根据这篇论文所阐述的内容，笔者认为该教学法实质上和过程翻译教学法

并无太大区别，但鉴于该研究对“语篇”翻译的强调，故单独列为一类。 

 

2.9 全程交互性翻译教学法 

 

阐述全程交互性翻译教学法的论文共 1 篇，不属于实证研究。 

孙乃玲、张永义（2010）提出了全程交互性翻译教学法，并且指出了该教学法的种种意义，比

如“有利于以学生为中心体现在整个翻译教学过程当中；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活、用活翻译知识结构，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养成良好的翻译素质；也有利于教师便与参与讨论，及时了

解学生需要学到什么样的知识、通过哪些实践活动、达到什么目的、喜欢什么样的翻译作品、翻译

中难点或困难是什么等等。”但是，该研究并没有说明全程交互性翻译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是如何

运用的，令人读后对该教学法仍然不能全面理解。 

 

3 口译教学法 

 
通过以上对日语笔译教学法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笔译教学法多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运

用，而口译教学法则不同于笔译教学法，整体来看经验谈的内容较多，而且对教学法的命名不统一，

自由性较大。笔者通过阅读内容，将出现在研究中的主要口译教学法归纳为四种，即：模拟教学法、

多模态教学法、交互式口译教学法、意义建构教学法。以下依次进行阐述。 

 

3.1 模拟教学法 

 

阐述模拟教学法的论文共 6篇，其中实证研究 0 篇。 

模拟教学法也被称作情景教学法，即模拟实际的口译现场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张守祥、薄红

昕（2004）建议把现代化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模拟出仿真工作环境，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李明玲（2010）提到模拟的场景除了旅游接待场景外，“还可以引入会议翻译以及宴会致辞翻译等，

模拟的形式可以是商务谈判、座谈会、新闻发布会以及采访等。……通过会议训练，可以让学生克

服紧张情绪，锻炼学生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李梦瑜（2014）在教学实践中对模拟训练全程录像，

并在训练结束后请参加训练的学生观看录像，发现自己在行为举止方面的问题，敦促其改正。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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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014）以“入职典例”翻译为例，介绍了实施模拟教学法的 5 个步骤：课前预习、课堂集中发

表、观摩翻译案例、翻译模拟实践与教师点评、反复修改。赵立红（2012）还建议“通过不定期邀

请日语外教和周边的日企口译专家来教学现场互动点评”，“营造良好的口译模拟环境”，“激发学生

学习日语的兴趣。”陈安丽、杨秀云（2010）在模拟会议现场时整个过程由学生完成，扮演中方发

言人的学生的母语得以巩固发展，扮演译员的学生的翻译能力得以提高。 

 

3.2 多模态教学法 

 

阐述多模态教学法的论文共 1 篇，不属于实证研究。 

多模态教学法是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指导下的一种教学方法，彭新勇（2014）指出多模态话语

分析理论的观点是“认为课堂上所有的交际活动都必然呈现多模态，良性的课程、教学和评估都要

围绕学习环境的模态特征来进行。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

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就是教学中的多模态话语。”该研究通过一段口译教学录

像，详细介绍了口译课堂的多模态运用，并且探讨了课前自主学习的模态选择和课堂教学中多模态

的协同，同时指出应避免模态资源的滥用和课堂教学的泛娱乐化倾向。 

 

3.3 交互式口译教学法 

 

阐述交互式口译教学法的论文共 1 篇，不属于实证研究。 

孙乾坤，李想（2014）提出了交互式口译教学法，受到“交互式语言教学法”的启发，认为“日

语口译教学亦属于语言教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应该体现交互式语言教学法的特点，让学生有更多

机会能够主动参与到口译课堂中，通过各种互动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日语口译水平。”但是该研究

对于教学法的具体实施步骤、应用程序论述较少，只是在教学实践的部分提到了充分利用媒体资源

和实现人机结合的课堂两项内容，令人对该教学法不能全面理解。 

 

3.4 意义建构教学法 

 

阐述意义建构教学法的论文共 1 篇，不属于实证研究篇。 

意义建构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一种教学法。沈美华（2014）先介绍了建构主义教学理

论，指出“该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

主动建构。……建构主义把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作为学习环境的四原则”，因此在教学实

践当中，运用了情景教学法、多媒体手段、模拟口译等方法。 

 

3.5 其他 

 

蔡蕾（2013）在教学方法改革中尝试了换位式教学法、实践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等多种教学

方法，并且以接龙游戏为例介绍了换位式教学法。李艳（2012）介绍了要点重现法、传达法、小鸟

口述法、记忆力强化训练法和笔记训练法等五种方法。笔者认为以上方法以侧重技巧训练为主，在

教学实践中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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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通过对近 20 年（1995－2014 年）收录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里的关于中国高校日语

翻译教学法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得出该领域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具体总结如

下： 

   （1）2009 年以前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少，2010 年开始论文数量逐渐增加，说明从 2010 左右

开始，该领域研究开始逐渐受到关注。 

（2）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同时实证性研究很少。有些研究只是提出某种新的教学法，并

强调该教学法在教学中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教学法的具体实施步骤、应用程序论述较少，令人对

该教学法无法全面把握。在研究的广度方面，英语类翻译教学法里提到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法、翻译

档案教学法、翻译卷宗写作教学法、信息交流教学法、回译类翻译教学法等方法在日语翻译课教学

法研究当中没有反映，说明这类教学法还没有应用于日语翻译教学，今后值得尝试。另外，实证研

究少这一结论与对国内英语翻译教学法进行述评的刘倩、郑声滔（2012）得出的结论一致，印证了

实证研究实施困难这一事实。“实证性研究并不是翻译教学研究中唯一科学的研究方法，但适当运

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要比单纯的论述更能说明问题。”（刘倩、郑声滔，2012:45）因此，今后的翻译

教学法研究应当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证性研究。 

   （3）以日语翻译教学法为核心主题进行阐述的论文 18 篇，只占到本次分析对象的六成，还有

四成的论文是在综合性论述翻译课教学改革等内容里涉及到了翻译教学法。可以说，翻译教学法的

专门性研究还不够深入。 

    （4）外语类大学进行的专业外语教育是国内外语教育领域的领头羊，起到引领方向的作用。

但是就笔者的观察发现，但在本次调查中，没有看到外语类大学研究人员关于翻译教学法的研究，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高校日语翻译教学法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一事实。 

    今后，笔者会继续关注国内日语翻译教学法研究，同时关注其他语种翻译教学法研究，并尝试

将多种翻译教学法应用于日语翻译教学中。 

                          

                        注    释 

 
1 2014 年的数据并非全年，而是截止到本文搜集资料之日 2014 年 10 月 25 日。 
2 分类时同时参考了论文标题和内容。在标题中明确出现“口译”或“笔译”字样的分别被划分为  

  口译教学法类或笔译教学法类。还有一部分论文标题中使用的是“翻译”一词，对这部分论文通  

  过内容判断其为口译教学法类或是笔译教学法类。 
3  比如陈知武（2014）、黄丽敏（2013）等就属于这类论文。 
4 该论文已在过程翻译教学法部分作为数据出现过，故统计论文总数时应将此文排除。 
5  该论文已在项目教学法部分作为数据出现过，故统计论文总数时应将此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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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通过对近 20 年（1995－2014 年）收录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里的关于中国高校日语

翻译教学法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得出该领域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具体总结如

下： 

   （1）2009 年以前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少，2010 年开始论文数量逐渐增加，说明从 2010 左右

开始，该领域研究开始逐渐受到关注。 

（2）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同时实证性研究很少。有些研究只是提出某种新的教学法，并

强调该教学法在教学中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教学法的具体实施步骤、应用程序论述较少，令人对

该教学法无法全面把握。在研究的广度方面，英语类翻译教学法里提到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法、翻译

档案教学法、翻译卷宗写作教学法、信息交流教学法、回译类翻译教学法等方法在日语翻译课教学

法研究当中没有反映，说明这类教学法还没有应用于日语翻译教学，今后值得尝试。另外，实证研

究少这一结论与对国内英语翻译教学法进行述评的刘倩、郑声滔（2012）得出的结论一致，印证了

实证研究实施困难这一事实。“实证性研究并不是翻译教学研究中唯一科学的研究方法，但适当运

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要比单纯的论述更能说明问题。”（刘倩、郑声滔，2012:45）因此，今后的翻译

教学法研究应当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证性研究。 

   （3）以日语翻译教学法为核心主题进行阐述的论文 18 篇，只占到本次分析对象的六成，还有

四成的论文是在综合性论述翻译课教学改革等内容里涉及到了翻译教学法。可以说，翻译教学法的

专门性研究还不够深入。 

    （4）外语类大学进行的专业外语教育是国内外语教育领域的领头羊，起到引领方向的作用。

但是就笔者的观察发现，但在本次调查中，没有看到外语类大学研究人员关于翻译教学法的研究，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高校日语翻译教学法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一事实。 

    今后，笔者会继续关注国内日语翻译教学法研究，同时关注其他语种翻译教学法研究，并尝试

将多种翻译教学法应用于日语翻译教学中。 

                          

                        注    释 

 
1 2014 年的数据并非全年，而是截止到本文搜集资料之日 2014 年 10 月 25 日。 
2 分类时同时参考了论文标题和内容。在标题中明确出现“口译”或“笔译”字样的分别被划分为  

  口译教学法类或笔译教学法类。还有一部分论文标题中使用的是“翻译”一词，对这部分论文通  

  过内容判断其为口译教学法类或是笔译教学法类。 
3  比如陈知武（2014）、黄丽敏（2013）等就属于这类论文。 
4 该论文已在过程翻译教学法部分作为数据出现过，故统计论文总数时应将此文排除。 
5  该论文已在项目教学法部分作为数据出现过，故统计论文总数时应将此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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