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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特色院校 MTI 教育之困境

截至 2014 年全国翻译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共

计 206 所， 其中行业特色院校大都是第三批及以后

获批的培养单位。 作为 MTI 培养单位的石油类行业

特色院校有四所，分别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西南石油大学和西安石油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与西南石

油大学同是第三批（2010 年）获批的 MTI 培养单位，
西安石油大学则是第五批（2014 年）获批的 MTI 培

养单位。 上述行业特色院校的 MTI 教育由于办学时

间较短，目前尚处于摸索阶段，所面临的困境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1）培养职业型翻译人才的能力与素质可以通过

课程设置体现其培养模式的特点 [1]，然而，囿于 MTI
学生跨院、跨专业学习的种种障碍以及有限的师资

力量，一些与行业特色密切相关的课程无法开设，即

使开设了，其课程设置也不尽科学合理，以致培养方

案最终很难真正体现行业特色。 表 1 是四所石油类

院校的 MTI 课程设置中的方向特色课程情况。
如表 1 所示，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和西安石

油大学外，其他两所高校的课程设置均未能凸显学

校的行业办学特色与学科群优势，因此无法满足社

会及企业对石油专业翻译人才的需求。 虽然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和西安石油大学开设的石油特色课程

占所开课程比例约 1/3， 但也存在必修课与选修课

比例失衡以及重复开课的情况。 虽然西安石油大学

提供了较多的方向特色选修课程，但其培养方案规

定学生只需修满 10 个学分，而其他非石油类选修课

多达 13 门，且包括第二外国语以及跨文化交际、模

拟会议传译、翻译项目管理等颇受学生青睐的限定

选修课程，这不利于鼓励学生选修方向特色课程。
（2）师资短缺是目前我国 MTI 培养单位面临的

普遍问题。MTI 培养要求专业教师具备翻译实践、翻

译教学及翻译研究三种能力，要求配备双师型教师

以及行业导师[2]。 然而，目前我国高校 MTI 教师大都

由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内部自我培养或调配解决， 缺乏

丰富的外语口/笔译实践经验，因此在 MTI 教学中难免

力不从心。行业特色院校亦然，而且纯文科的背景造

成 MTI 教师不仅对学校行业特色的认知度不高，在如

何将 MTI 教学与行业特色相结合方面也有诸多疑惑。
（3）上述石油类院校翻译硕士研究生绝大部分来

自普通院校，且其中一部分是非外语类专业的毕业

生，因此较之那些外语类或外语作为传统优势学科

的院校，石油类院校 MTI 生源质量存在先天不足。
以笔者所在高校近三年的 MTI 招生情况为例（如图

1 所示），2013~2015 三年间我校 MTI 的招生规模逐

渐扩大，虽然生源质量有所提升，但是来自普通本科

浅析行业特色院校翻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
困境及对策

———以石油类院校为例

淳 柳 王学栋

摘要：以石油类院校为例指出行业特色院校翻译硕士（MTI）研究生教育目前面临多种困境，分析其坚持

特色办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提出进行科学发展定位，优化 MTI 课程设置；推进多管齐下，建立适应 MTI
培养特点的师资队伍；课内课外协同育人，强化 MTI 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 MTI 教育与翻译专业资格考试的

衔接，提升学生的职业胜任力等若干建议。
关键词：行业特色；翻译硕士 MTI；石油类院校；研究生

作者简介：淳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讲师，青岛 266580；王学栋，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副

院长，教授，青岛 266580。

DOI：10.16750/j.adge.2016.11.008

研究生培养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编号：15CX04051B）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