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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日历

课程名称 笔译理论与实践

课程代码 2400131 课程性质 必修

主讲教师 吴霜 2017 —2018 学年第 学期

辅导教师 学院

授课对象 2017级翻译硕士

周

次

上课

方式

时

数
授 课 内 容

课外阅读和书面的作业 学习检查
参考书名

和章节时数 内 容 检查方式 所需时间

1. 面授 3

笔译理论与实践概

述+

翻译理论（一）什么

是翻译

2 笔译基础理论
课上讨

论
20 分钟

5、7、

11、14

2. 面授 3

翻译理论（二）如何

理解翻译中的“意

义”

2 笔译基础理论
课上讨

论
20 分钟 7

3.
国 庆 放

假
2 笔译基础理论

课前练

习

4. 面授 3
翻译理论（三）翻译

实践中的理解
2 笔译基础理论

检查练

习
30分钟 7

5. 面授 3

计算机辅助翻译入

门及平行文本在翻

译中的运用

2 CAT基础

课前及

课后练

习

30分钟 8

6. 面授 3
翻译实践（科普翻译

英译汉+汉译英）
2 科普翻译 练习 1小时 2、4

7. 面授 3

科普翻译练习

翻译实践（新闻翻译

英译汉）

2
科普翻译及新闻

翻译
练习 1小时

2、4及
讲义

8. 面授 3

翻译实践（新闻翻译

汉译英）

新闻翻译练习

2 新闻翻译 练习 1小时 讲义

9. 面授 3
翻 译 技 巧 及 应 用

（一）
2 翻译技巧 练习 1小时

5、9、
10、15

10. 面授 3
翻 译 技 巧 及 应 用

（二）
2 翻译技巧 练习 1小时

5、9、
10、15

11. 2 期末考试

时数

教学计划

全总

学时

期数

学时分配 每

周

时

数

讲

授

实

验

习

题

考

核

教学计划 32 3
实际上课 29 20 7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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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可以掌握非文学领域英汉笔译基本翻译知识，具备利用计算机及互联网在真实语

境下的翻译实战能力，以及一定的译文鉴赏能力。

二、 授课方法和方式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旨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翻译理论与技巧以及基本的计算机辅助翻译知识。通过大量

实践练习让学生提高真实语境中的英汉、汉英笔译能力。要求学生在翻译练习中学会使用译者注以帮助自身

更好地确定译文的准确性，同时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翻译过程。翻译技巧的传授结合了学生的翻译实践，让

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技巧在实践方面的运用，以突出翻译技巧的实用性。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展开任务式教学，

以小组讨论、个人演示翻译过程等形式授课。需用多媒体教室。

三、 成绩评定方式

演示 10% 平时作业 40% 期末笔试 50%

四、 教材和必读参考资料

1. 陈宏薇. 《高级汉英翻译》[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2. 方梦之.《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翻译》[M].北京：国际工业出版社，2011.

3. 傅伟良.《英文合同写作指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5. 何刚强. 《笔译理论与技巧》[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6. 加纳.《加纳谈法律文书写作》[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7. 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 李长栓.《非文学翻译》[M]. 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9. 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10. 刘宓庆. 《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11. 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12. 平卡姆.《中式英语之鉴》[M]. 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13. 施佩.《国际商务合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14. 思 果. 《翻译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15. 孙致礼，周晔.《高级英汉翻译》[M]. 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

任课教师 年 月 日

教学院长 年 月 日

注：

1. 此教学日历由授课教师填写，教学院长签字后执行，学院留存一份。

2. 任课教师应将教学日历提供给上课的研究生，课程完成后填写实际上课的学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