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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建设总体情况 

（一）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本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按语种设立六个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英语口译、日语笔译、日语口译、朝鲜语笔译、德语笔译。 
研究方向 设立时间 

英语笔译 2009年 

英语口译 2009年 

日语笔译 2015年 

日语口译 2015年 

朝鲜语笔译 2015年 

德语笔译 2021年 

研究内容包括涉海翻译、文学翻译、应用翻译、会议口译、学

术翻译、典籍翻译。通过汉语与英语、日语、朝鲜语、德语的对比

及相互翻译，探究语言之间的转换方法和规律，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语言服务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依托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充分发挥中国

海洋大学海洋学科综合优势和办学特色，跨英日韩德四个语种设立

六个方向（英语笔译、英语口译、日语笔译、日语口译、朝鲜语笔

译、德语笔译），对接海洋强国战略与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方略，满足“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求，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

野，精通中西文化，具备双语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语言服务人才。 

（三）学位标准 

依据翻译专业学位特点和国家相关文件，结合本专业学位的办

学定位，制定了严格的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和文件，如《中国海洋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

工作细则》，在选题要求、形式与规范、论文外审等方面做出明确

要求，并严格执行，保证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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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要求 

选题应突出实践性，要求学生从真实的口笔译实践或语言服务

实践中寻找课题。选题须与培养方向相吻合，可从涉海题材、会议

口译、应用文本、文学、学术以及典籍领域选择其一，也可以选择

应用翻译市场分析、翻译项目管理、翻译与国家海洋战略的关系、

翻译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调查或研究。 

2. 形式与规范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可采取翻译实践报告、翻译实习报告、

翻译实验报告、翻译调研报告、翻译研究论文五种形式之一。 

翻译实践报告：笔译专业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难度适当、

独立完整的单个（可以是整部作品的节选）或同一主题和风格的多

个汉语或外语文本的翻译实践。翻译文本的选择要求必须为首译，

译出或译入语言不少于 2 万汉字，并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写出

不少于 0.8 万个外语单词的分析报告。口译研究生就特定话题进行模

拟口译或对自己承担的口译任务进行描述与分析，其中包括不少于 2

万个汉字或外语单词的口译录音转写，并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写出不少于 0.8 万个外语单词的分析报告。 

翻译实习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在语言服务业的项

目经理、项目译员和项目审校等相关岗位实习之后，就实习过程写

出不少于 1.5 万个外语单词的实习报告。报告可以是项目经理实习报

告、项目翻译实习报告、项目审校实习报告等。 

翻译实验报告：在导师的指导下就某个或者某类翻译问题展开

实验，分析实验结果，写出实验报告。字数不少于 1.5 万个外语单词。

实验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实验选题的缘由、实验所依据的理

论、实验的研究目标、简要的实验过程、较详尽的相关文献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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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准确的实验数据和结果；对实验数据和结果的分析，合理

的结论等；必要的参考文献。 

翻译调研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对翻译政策、翻译产业和

翻译现象等与翻译相关的问题展开调研与分析，内容包括任务描述、

任务过程、调研结果分析以及调研的结论与建议等。不少于 1.5 万个

外语单词。 

翻译研究论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翻译的某个问题进行研

究，写出不少于 1.5 万个外语单词的研究论文，须符合《中国海洋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的统一要求及学院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的各项要求。 

3. 论文外审 

提交论文须通过双盲评审，盲评程序执行学校的统一要求。具

体流程请参照《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细则》。 

（四）特色和优势 

本专业学位的特色与优势在于一流的学科依托、高端的实践平

台、优质的生源质量、丰富的校外资源。作为国家“双一流”A 类

建设高校，我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与海洋学科均拥有一级学科博士

点，处于同类学科前列。同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海洋发展研

究院”、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区域研究基地“韩国研究中心”、中国

外文局研究基地“沙博理研究中心”落户我校，并与海洋科学与技

术国家实验室等 13 家企事业单位共建联合培养基地，聘任兼职导师

67 人。构建了开放的课程体系和双主体的育人机制，实现了教学与

实践、专业与行业、质量提升与 CATTI 职业资格考试的整体设计与

有效衔接，形成了鲜明的涉海翻译、文学翻译等优势；生源优良，

近五年的报录比例达 13:1，其中国内一流大学生源 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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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建设借力优势学科。专业依托的外国语言文学在全国第五

轮学科评估中获 B+等级，密切相关的海洋学科获 A+等级，较高的

学科水平保证了专业培养的质量与水准。本专业学位拥有教授 21 人，

博士生导师 10 人，其中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1 人，

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 1 人。 

2.人才培养依托高级别平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

洋发展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韩国研究中心”，中国外文局研

究基地“沙博里研究中心”，山东省教育厅“文学翻译创新团队”

均设在我院，为翻译专业建设、学生实习和实训提供了良好平台。 

3.涉海特色见成效。已出版全国涉海高校规划系列教材 4 部，涉

海英语翻译系列教材 3 部，获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

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7 项，其中重点 2 项，中华学术外译 7 项，

全国翻译教指委年度项目 1 项，多个项目已转化为课程，有效地将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培养学生的资源。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 

（一）基本条件建设 

1. 师资队伍建设 

师德师风建设与导师责任制落实总体情况：遵循师德建设基本

规律，创建“三德铸魂”师德阵地，建设“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的教师队伍，面向全体教师推行“三德”思想工程。注重课程创新，构

建跨学科、多语种硕博贯通课程体系、国际化导师组育人体系。注

重业务精进，实行“青年教师成长计划”，制定目标、学习计划，

在教师队伍中实现知识体系化、价值化、素养化、能力化的“四化”

内在驱动精神。注重治学求实，促进教师优良的师德师风养成；建

立党政班子听课制度、教学督导制度和教学质量反馈制度，确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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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师资队伍规模、结构，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成立导师组，

发挥团队培养作用。导师组由具有博导、硕导资格的正、副教授为

主，同时吸收外事与企事业部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翻译人员。

严格实行双导师制，即学校教师与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水平的资

深译员或编审共同指导。本专业拥有校内师资队伍 69 人，其中教授

21 人，副教授 22 人，讲师 28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51 人。目前已经

与 6 家单位合作建立了外语实践基地或翻译实践基地，聘用校外导

师 67 人，其中党政机关 10 人，企业单位 42 人，其他单位 15 人。

67 人中正高级职称 9 人，副高级 15 人，中级职称 37 人，初级职称

6 人。整体师资队伍合理，校内师生比达到 2.8，校外师生比 2.88。 

2. 科学研究 

2022 年，本专业学位点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标志性成果，

在重要奖项、科研论文与专著、高级别课题立项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其中“基于价值引领的外语学科‘五协同’育人模式创新与

实践”荣获山东省第九届教学成果一等奖。 

专著出版与代表性论文发表情况：2022 年该专业学位教师和学

生共出版专著 3 部，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 74 篇，其中 SSCI、AHCI

期刊论文 24 篇。现将 SSCI、AHCI 期刊论文、AB 类论文列举如下： 

序号 名称 出版社/论文级别 

1  
To whom do I write? Chinese EFL test-takers’ 

conceptulis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ir audience 

in the Aptis Writing test 

Asses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Writing of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Springer) 

2  
Action Ascription and Action Assessment 

Ya-Suffixed Answers to Question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什么是会话分析》 上 海 外 语 教 育 出 版 社  

4  《第二语言习得新发展研究》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5  《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 外 文 出 版 社  

6  
Masked Translation Priming with Concreteness of 

Cross-Script Cognates in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by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An ERP Study 

F r o n t i e r s  i n  

P s yc h o l o g y ( S S C I 三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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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anguage Dominance Influences Bilingual Lexical 

Selection Quantitatively but not Qualitatively in 

Language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Lingua(A&HCI 一区） 

8  
Word knowledge and word usage: a 

cross-disciplinary guide to the mental lexic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二区) 

9  
WEBB 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Vocabulary 

Studies (Routledge: London, New York, 2020) 
RELC Journal(A&HCI 一区） 

10  
Review of Introducing English for Research 

Publication Purpose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A&HCI 一区） 

11  Advances in interdisciplinary language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A&HCI 一区） 

12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SSCI 一区） 

13  
Multilingual Singapore: language policies and 

linguistic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A&HCI 一区） 

14  
Dynamic Development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a Young Chinese EFL Learner 

Frontiers in Psychology（SSCI 三

区） 

15  The Ambiguity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Southern Africa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A&HCI 二区） 

16  
Discourse Processes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A Post-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Southern Africa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22 年

第 5 期）（A&HCI 二区） 

17  
African-American English: Structure, History and 

U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2 年第 5 期）

（A&HCI 一区） 

18  
Correlated Metadiscourse and Metacognition in 

Writing Research Articles: A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2 年 11

期）SSCI 三区 

19  
Use of Apology Strategies in Emails by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Evidence Based on Naturally 

Occurring Dat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SCI 三

区) 

20  
Chinese EFL learners’ apology strategies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Applied Pragmatics 

21  

Testing the Representational Deficit Hypothesis: 

From the Aspect of Chinese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Affixation ‘-s’ for Third Person 

Singular Verbs and Plural Nou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SCI 三区 

22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and students’ academic 

engage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njoyment and boredom as mediator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SCI 三

区 

23  
Improving learner reflection for TESOL: 

Pedagogical strategies to support reflectiv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HCI 二区 

24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Southern Africa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A&HCI 二区 

25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Bias: 

Migration in the British Press 
Journalism 

26  
Politics, Ethnicity and the Postcolonial N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Caribb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SCI

一区 

27  Power plays in action formation: the TCU-final Discourse Studies,24（4）：49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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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 ba （吧）in Mandarin Chinese conversation SSCI 三区 

28  The handbook of speech perception Phonetica SSCI 三区 

29  

The Myth of Shangri-La and Its 

Counter-discourses: (Anti-)Utopia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HCI 二区 

30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充实启动研究 A 

31  
知识翻译中的译者选择——以 caus-词汇的地方

性生成与世界化再传播为例 
B 

32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范式的嬗变与融合 B 

33  
英语二语“直接宾语/主语”类花园路径句加工

的时间进程 
B 

34  英语 If 条件句的条件极化的基础条件和限制 A 

35  作为汉语言语交际话题过渡讯号的‘欸’ B 

36  不同情感语境对二语反语加工的影响 B 

37  
阻抗诊疗建议的会话常规：疑问语气类重复型他

人修正发起 
B 

2022 年获批高级别课题 10 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 项，教育部人文

社科一般项目 4 项，山东省项目 2 项。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1  
作为研究方法的东亚，作为实践课题的韩国学：中

国韩国学核心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推广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2  结果事件的语言编码和语义糅合的类型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3  隐喻视译加工建模研究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4  
任务复杂度对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习得影响的研

究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5  话语标记语演化的词汇语用机制研究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6  汉语自然会话中话轮末尾语气词的会话分析研究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7  《 颐 和 园 》  中 华 学 术 外 译  

8  
国 家 主 导 发 展 与 社 会 乡 村 变 迁 --独 龙 江

实 践  
中 华 学 术 外 译  

9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海洋话语体系重构与传播优化

研究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 

10  汉英双语者诗歌阅读的认知机制 山东省自然科学规划 

3.教学科研支撑 

支撑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硬件设施：学院拥有优越的

教学设施，设有专门资料室、口笔译实验室，供学生研讨、录屏、

录像、视频会议等。建有本地化与计算机负责翻译的专门实验室，

设有神经语言学实验室，用于探究口笔译过程中的大脑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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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先进的同传实验室用于口译相关教学和实训，另有计算机网络

实验室 4 间，用于学生培养和口笔译实践。 

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本专业学位点充分发挥科研与专业实

践方面的优势，形成了“行业需求导向+学科平台支撑+企事单位联

合”的专业实践培养模式。搭建立了青岛市外办、青岛海洋科学与

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等 13 个翻译硕士联合培养基地，分布于青岛、

北京和上海等地，充分满足学生不同的实习需求。 

4.奖助体系 

本专业学位点建立了完善的研究生奖助制度体系。根据《外国

语学院研究生学习奖学金评审细则》，开展奖学金申请。研究生学

习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8000 元/生，奖励人数为该年级硕士研究生人数

的 40%，每年获奖人数近 35 人。根据《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评定实施细则》，全日制脱产学习的研究生可申请国家奖学金。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 

（二）人才培养 

1. 招生选拔 

一流的海洋学科与高端的涉海平台吸引了大批优质生源。五年

来的报录比例为 13:1，其中国内一流大学生源占 20%，推免生占 15%。

本年度 MTI 专业录取 87 人，其中推免生 21 人，占 24%。2021 年度

翻译专业共招生全日制学生 87 人，授予硕士学位 93 人。 

依据专业学分特点建立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分别制定了翻译

硕士英语、日语、德语、朝鲜语四个语种的招生简章和招生考试大

纲。要求考生具备进行 MTI 学习所要求的外语水平，掌握 MTI 考生

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翻译与写作等方面技能。招生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考生经过一系列严格选拔后方能录取。 



 

 9 

2. 思政教育 

立足翻译课程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实际情况，深入开展翻译教

学研究活动，全面提升教师教学研究能力和课程建设能力。本年度

外国语学院获批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省级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

重点项目 1 项、省级普通高等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 门，我院杨

连瑞教授荣获“2022 年度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持续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加强学院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强课

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将育人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深入挖

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

讲育人”，学院课程思政中心围绕“三进教育”与对外话语传播和

外语人才培养举办研讨和交流活动 4 次。注重多种形式开展翻译教

学，实施“本科生学术训练计划”等多种翻译教学方式，鼓励高水

平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翻译研究项目；将慕课、微课、

翻转课堂等新型课程和教学模式进一步引入翻译课堂教学，开设《翻

译技术》《计算机辅助翻译》等课程，切实提高教师的信息化教学

能力和学生运用翻译技术的能力。 

3. 课程教学 

做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的动员工作，持续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

和实践能力。本年度获取 CATTI 二级笔译资格证书共 24 人，三级口

笔译资格证书 13 人，获教学资格证书 13 人。 

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情况：本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依据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以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颁发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性培养方案》《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 程指南》等文件，结合区位

特点与学校优势，经过十年的教学实践探索形成。本学位点以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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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口笔译能力提升为核心，构建

了由公共课（6 学分）、基础课（8 学分）、专业课（14 学分）、跨

学科课（6 学分）、实践环节（7 学分）与毕业论文写作要求有机结

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开设的核心课程包括 “翻译概论”“笔译理论

与技巧”“口译理论与技巧”“中国语言文化”，四门课程的任课

教师由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构成。 

教材建设、案例库建设情况：本专业学位教学团队已经发开了

相关教材 5 部，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和学生的现实需求，正

在积极开发新时代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材 3 部。团队已经研发出 22

个教学案例库。案例库建设强调问题意识与实践导向，与课程教学

严丝合缝，所有案例均生发于翻译实践与教学，经反复验证，精心

凝练而成，已编制支撑“笔译理论与技巧”“口译理论与技巧”“文

学翻译”“汉日语对比分析”等课程的教学案例库。“笔译理论与

技巧”教学案例由中国外文局委托课题转化而成，“汉日语对比分

析”“同声传译”“口译理论与技巧”“文学翻译”案例库分别入

选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山东省国外语言学学会优秀

教学案例库、中国海洋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为保证翻

译案例的应用质量，学院定期邀请校外导师与校内督导共同参与案

例教学点评，评选出优秀教学案例与案例库。所建案例库广泛运用

于专业课堂教学、翻译行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以及口笔译学生的

翻译竞赛与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与社会效益。 

4. 导师指导 

建章立制，多措并举，构建了高水平口笔译专业导师队伍建设

机制。细化聘任标准，加强培训力度，按照本专业建设规划制订翻

译硕士导师遴选条件和培训办法，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并重，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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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力和翻译实践能力兼顾，师德师风考查和教书育人业绩综合

考评。从六个培养方向聘任了经验丰富、成果扎实、责任心强的校

内外导师队伍。 

关心青年教师，实行传帮带，导师梯队结构合理。制订青年教

师成长计划，资助青年教师参加翻译硕士培训班，推行教授传帮带，

组建了博士生导师、教授领衔，中青年博士为主体，发展潜力大的

六个导师团队。制订青年教师成长计划，资助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前

沿研讨会、学习研讨班和全国翻译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派一

线教师参加翻译资格口译笔译考级的试卷评阅，及时分享考试和学

习经验。定期举行校内校外导师经验交流会。 

5. 实践教学 

获批校级的中国海洋大学与中国大洋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

设资助 10 万元，建设期 3 年。 

本专业学位非常强调实践教学和产教融合，将“专业实践”设

置为必修环节，共 7 学分。建立了严谨、高效的专业实践管理体系，

实践任务明确，实践指导有效，实现实习基地与学生培养的双赢和

可持续性发展，成效突出。建立了多样化和常态化的实习平台，英

语、日语、朝鲜语、德语四语种建立翻译实习基地 13 个，包括会议

口译、新闻翻译、法律翻译、文学翻译，分布于青岛、北京和上海

等，既充分考虑了实习领域和内容的差异化，又兼顾了实习所在地

的多样性，充分满足学生不同的实习需求。 

6. 学术交流 

利用各种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开展翻译合作与交流。学院与美

国北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日本广岛大学、韩国高丽

大学、德国波恩大学、澳门大学等 30 多所海内外高校建立并保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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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系，长期聘任英美日韩等国外籍专家 21 人，不定期举办线上线

下讲座，参与暑期学校培训项目。定期召开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及研

究生论坛，为翻译专业学生提供学术交流机会。 

本年度共派出境外交流生 12 人，其中翻译学博士生两名，分别

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国女王大学进行联合培养一年。同时持续

推进“引进来”政策，夏季学期开展“国际课程周”活动，邀请 3 名国际

知名专家讲授线上学术前沿课程。 

学位点于 2022 年 11 月举办“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路径

与方法”系列讲座，旨在深入探究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路径

与方法，助推我校翻译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讲座信息如下： 

时间 
腾讯 

会议号 
讲座题目 主讲人 主持人 

11月 16日 

9:50-12:00 
665672896 翻译实践中的文化因素与“创造” 

任斌 

德语一级 

翻译 

齐冬冬 

11月 17日

14:00-16:3

0 

225831707 

基于对外传播要素的翻译错误分类

和案例分析——以浙江电视台国际

频道英文译审为例 

陈科芳 

教授 
贺爱军 

11月 18日 

17:00-19:3

0 

475850770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看翻译（学

位）论文的选题 

王建国 

教授 
任东升 

11月 21日 

17:00-19:3

0 

715759512 “三进”与翻译人才培养 
黄友义 

译审 
杨连瑞 

11月 25日 

15:00-17:3

0 

283180545 
如何培养能讲好中国故事的笔译和

口译人才 

宋协毅 

教授 
修德健 

11月 27日 

14:00-16:3

0 

434271759 时政文本外译的难点与技巧 
李丽秋 

教授 
李光在 

7. 论文质量与学风建设 

近五年，六个培养方向五届毕业生共完成学位论文 327 篇，其

中翻译实践报告 307 篇、翻译研究论文 20 篇，论文全部进行盲评，

在教育部学位中心智能论文送审服务平台外审得 A 人数比例达到



 

 13 

74.32%，论文质量优良。论文写作体现出三大特色：首先，选题基

于翻译实践问题，具有将强的应用性。学位论文均聚焦于翻译过程

中的实际问题，选取紧跟时代前沿、具有时代特色、符合社会需求

的课题，包括涉海翻译、文学翻译、社会文化翻译、政府工作报告

翻译、网络翻译等各个方面，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关注海洋科技、

法律、经济、医学、文化产业等领域的现实和热点问题，应用性突

出。其次，问题解决成效显著，应用价值高学位论文从选题开始全

面把关，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提供

了前沿科技、学术研究、经济动态、人文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

最新资讯和科研资料，有效解决了相关领域受语言限制资讯获取不

及时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企事业单位解决了发展方向与战略规

划等重要问题，译文被中国社科院采用，应用效果显著，具有较高

行业应用价值。 

2022 届毕业生共完成学位论文 103 篇均用外语撰写，所有学位

论文全部由教育部学位中心智能论文送审服务平台送审，进行盲评。

2022 年，外审得 A 人数比例达到 23.3%。除了盲评，2022 届硕士研

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工作结束后，学院英语系论文工作小组对学位论

文进行评审、推荐，确定 5-8 篇论文为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优秀毕

业论文，并进行表彰。 

加强学风建设，严格写作规范，强调论文质量，注重创新。通

过研究生新生入学第一课，增强学生对我校 MTI 人才培养全过程的

理解，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提前做好规划。通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英文版本的对照学习以及典型例句分析，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

“讲好中国故事”的翻译能力。通过开设《学术道德与规范》《硕

士学术论文写作》等专门课程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学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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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学术精神、写作规范。通过加强 CATTI 执业资格考试，培养学

生钻研、拼搏精神，提高翻译能力。 

8. 管理服务 

为了保证翻译人才培养成效，成立了中国海洋大学翻译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下设 MTI 教育中心，由院长担任中心主任，

翻译学博导担任常务副主任，配备专职秘书 1 人，专职管理人员 2

人，保证本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高效运转。 

设立翻译人才经费，大力支持高级别项目培育，高级别论文奖

励，为翻译人才培养保驾护航。 

9.就业发展 

2022 届翻译专业毕业研究生就业率 99.02%，就业主要去向是机

关（13.86%）、高等教育单位（7.92%）、中初教育单位（13.86%）、

其他事业单位（1.98%）、国有企业（6.93%）、三资企业（6.93%）、

其他企业单位（48.51%）等。毕业生从事与专业学位相关工作的占

比较大，大部分毕业生流向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符合专业

学位人才培养的应用性目标。从用人单位意见反馈来看，翻译专业

毕业生能够运用专业知识与相关技能解决用人单位在实际工作尤其

是翻译工作中的问题，表现优异，直接或间接地为用人单位的绩效

与发展做贡献，充分肯定学院对翻译专业学生的培养教育。从毕业

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来看，毕业生对当前从事的工作及用人单位满

意度较高，对自身职业发展前景的期待值也较高，与此同时，他们

对学院翻译专业的教育质量与水平也给予充分肯定另外，除了就业，

仍有不少毕业生选择升学，前往国内外高等院校继续进行本专业的

深造。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问题与持续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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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2021 年度中存在问题，我们在本年度进行了推进，取得了

预定效果。目前尚存在的问题：目前大部分高校 MTI 的修业年限为

3 年，我们学校为 2 年，因此在学分修读、开题、论文答辩等方面时

间紧迫，有些工作必须放在假期进行，影响了任课教师和导师的正

常作息，也妨碍学生出国防学、攻读学位计划。 

2023 年，本专业学位点将围绕学生职业资格考试、翻译能力提

升、规范日常管理等方面展开，具体分述如下： 

1. 适时召开会议，邀请专家讲解翻译职业资格考试相关内容，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翻译能力。加大校外导师的聘任与管

理，邀请校外导师联合开课或开展系列讲座。 

2. 加强校企合作，切实做好学生的实习工作，规范实习内容和

实习管理。 

3. 争取专业学位教育的专项投入，用于学生培养、教师激励。

学院出台相关政策，用于奖励学生及指导教师全国性翻译竞赛获奖、

译作/著发表等标志性翻译实践成果。适时成立翻译/演讲/写作竞赛指

导团队，指导学生参与校外竞赛。 

4. 加强过程管理，监管学生的翻译实践，做好对学生的形成性

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