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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刊发的 5篇文章共同凸显出研究外语教学的一个完整流程 :从现有教学模式和方法反思

(王建华 ,蒋苏琴 )开始 ,经过外语教学中具体现象研究 (赵龙武、杨杰 ,汤富华、马越 ) ,最后实现具体现

象研究成果的模式化 (匡芳涛 )。或许 ,这一整体性思考将有利于我国外语教学探索的进一步推进。

基于记忆训练的交互式口译教学模式实证探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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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提 　要 :口译教学的挑战性在于提高学生口译技能。本文力图建立记忆型交互口译教学模式 ,旨在解决译员口译记

忆难的问题 ,同时对已有的口译教学模式进行现代教学理念和现代科技手段下的革新设计。记忆型交互口译教学模式

的探索性实验研究结果令人满意。实验数据表明 ,应用此教学模式训练学生 3个月之后 ,学生口译时的信息传递完整

性、准确性、口译流利度和自信心发生显著变化。实践证明 ,此教学模式是科学的、可行的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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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 to the In teractive M odel of

O ra l In terpreta tion Tra in ing Test Ba sed on Chunk M em ory
W ang J ian2hua

(Renm 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challenge of oral interp retation training for English major students lies in memory imp rovement. This paper aim s at ex2
p loring a new interactive model of oral interp retation training based on memory training to address the memory p roblem for

students. This model searches for innovative designing for the p resent training model under the aid of modern training concep ts

and technology. Satisfactory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Data from the test have shown that source information was interp reted in2
to the target information with significant change in fullness, accuracy and fluency with higher confidence for the interp reter after

three months of training with the new interactive model based on chunk memory. The test p roves that the new model of training is

scienti2fic, viable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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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我国与世界各

国的经济贸易和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 ,高水平

的口译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但是近年来 ,尽

管高校口译教学水准已经有了显著提高 ,口译教

学质量的提高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 ,口译课

教学缺乏系统科学的教学大纲 ,口译教学的质量

评估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口译教学应该着力

培养学生何种技能 ,等等。现有口译理论表明 ,记

忆是口译的关键环节 ,记忆技能的训练则是口译

技能训练的关键 ,尤其是短时记忆技能的训练。

口译互动式教学是口译教学的一种有效教学模

式。其主要思路、方法和目的涉及到教学方式和

学习方法等全方位的变革。教师是学生成长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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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者 ,而学生本人才是成长的主体。因此 ,口译教

学的模式应该建立在建构学生主动能力基础上 ,

技能训练应该成为口译教学模式的重点。基于

此 ,笔者提出“记忆型交互口译教学模式 ”。

现行《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 》

(2000)把口译课列为英语专业技能课程 ,对口译

课教学提出的要求是 ,让学生先“能担任外宾日

常生活的口译 ”,结业时“能担任一般外事活动的

口译 ”。在其附录 1“英语专业课程描述 ”中 ,对口

译课作了如下描述 :“口译课是为高年级学生开

设的英语基本技能课程。通过讲授口译基本理

论、口译背景知识和训练口译的基本技巧 ,使学生

掌握口译的基本理论和专题连续传译的技能 ,初

步学会口译记忆方法、口头概述、口译笔记及公众

演讲技巧 ,以求学生能准确、流畅地进行汉英口

译 ”(刘银燕 张姗姗 2009: 74)。可见 ,大学口译

课程是以学生的基本技能训练为基础、为主的训

练课程 ,其中重要的是口译的记忆技能训练。刘

和平认为 ,口译教学的目标是“掌握双语思维的

转换和交流技能 ”(刘和平 2005: 100)。他对口译

训练目标的具体阐述是 ,“ (1)能够准确理解并翻

译 (3 - 5分钟左右 /单元 = 160 - 200字词 /分钟 )

叙述、论证和描述语体的讲话 ; (2)掌握记笔记的

技巧 ; (3)能够集中精力听讲 ,并利用大脑强记语

篇意义 ; (4)具有良好的应变能力和心态 ”(刘和

平 2001: 31)。从刘和平提出的 4个训练目标可

以看出 ,口译教学要提高准确理解和翻译能力 ,而

准确性来自记忆能力 ,笔记技巧是为了辅助性提

高口译记忆能力 ,强记语篇意义和良好的应变能

力都和记忆能力有关。

总之 ,口译教学要以基本技能训练为任务 ,以

记忆训练为中心 ,以提高学生的记忆和语际转换

能力为目标 ,全面提高学员的口译能力 ,从而顺利

实施大学口译教学。基于此 ,笔者结合多年的口

译教学和实践经验 ,创造“基于记忆训练的交互

口译教学模式 ”。具体来讲 ,该模式以记忆训练

为中心 ,以交互训练为形式 ,以实现学员的全面口

译能力为目标 ,全面能力包括学员的自信心、口译

准确性、流利性和信息的完整性。

2　记忆型交互口译教学模式
2. 1建构主义理论与交互口译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是“对自主学习最好的理论阐述 ”

(刘金侠 2009: 119) , “建构主义认知理论强调人

的学习提高能力 ,学习者通过内因和外因相互作

用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 ,从而使自身

认知结构得到发展 ”, “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在‘调

节 - 发展 - 新调节 ’的无限循环中不断丰富、提

高和发展。建构主义认为 ,学习是一个信息建构

的过程 ,是信息认知加工的过程 ,是学习者主动建

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 ”( Piaget 1981: )。这个过

程要通过学习者的主动建构活动才能实现 ,强调

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应有积极的作用。建构主义

反对知识的机械传授 ,注重学生加工理解知识的

方式 ,因此建构主义提出学习应该“以学生为中

心 ”的理论。译员的口译能力建构也是强调译员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口译对译员的记忆能力、分析

能力、理解表达能力和语际转换能力要求较高 ,这

4种能力主要依靠自我知识建构 ,通过不断训练

获取。训练过程以学生为中心 ,突出培养学生的

信息获取和记忆能力。在此过程中 ,知识的自主

获取能力培养要结合教师的帮助、引导。建构主

义理论下的自主知识获取原则包括 3个方面。

(1)要求正确定位师生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对知

识学习的互动性效果的认定建立在正确的师生关

系基础上。此理论认为 ,学习是学习者在一定社

会情景下借助他人帮助而实现意义建构的过程。

学生是学习信息加工的主体 ,是意义建构的主动

者。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知识的导航者 ,

而不是知识的传授与灌输者。“以教师为中心 ”

的传统模式必须让位于“以学生为中心 ,发挥教

师的指导与引导作用 ”(欧阳建平 张建佳 2009)

的新模式。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不仅要求学生由

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

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而且要

求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

构建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 ”(何克抗 1998: 23)。

在进行语言课堂互动活动时 ,我们倡导“以学生

为中心 ”并不是排斥教师主导 ,只是教师的主导

作用体现在帮助学生主体上。学生一旦实现了意

义建构 ,也就达到了教学目标。口译课堂的训练

和口译知识的传授需要以学生为中心 ,老师起到

督导和“教练 ”的作用即可。 (2)强调情境任务型

活动。所谓“任务型活动 ”,指人们在学习、理解、

体会语言之中开展的一系列操练活动。“建构主

义理论认为 ,学习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即

‘情境 ’相联系的 ,在实际情景中学习 ,可以使学

习者能利用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

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的知识 ,从而赋予新知识以

某种意义。”(何克抗 1998: 24) 该教学方式基于

完成一定语言交际任务 ,是一种语言教学法。这

种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 ”(史玮璇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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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春 2007: 144)与合作学习 ;重视学生的互动学

习 ,这种互动既包括学生之间的互动 ,也包括师生

之间的互动。所谓“互动式教学 ”,是在教学中教

与学双方交流、沟通、探讨 ,在彼此平等、彼此接纳

的基础上 ,通过师生课前掌握的相关知识信息的

沟通和交流 ,通过双方各自表述和双向辩论 ,达到

不同观点的碰撞、交融 ,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 ,

拓展创造性思维 ,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

学方式 ( Kalyuga et a l. 2003)。口译教学过程中

的记忆训练和视译训练、听写训练和概要提取训

练都是这种教学模式的必然要求。 (3) 强调自主

建构与主体间合作。建构主义寻求有效的高级学

习策略 ,即学习者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

入相同教学内容的学习 ,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

同一问题的多方面认识和理解。其教学过程主要

包括呈现基本情境、随机进入学习、发展思维训

练、小组协作学习、学习效果评价 ,从而提升学员

综合运用双语知识和技能的活动。“技能的训练

由认知 (感悟 )到掌握有一个内化过程 ,有一个从

知识到能力的形成过程 ,技能意识从潜在的自在

状态到能动的自为状态 ,翻译实践是变化的关

键。”(刘和平 2001: 19)口译教学引进建构主义教

学模式 ,旨在引导学生探索训练方法并丰富学生

的训练方法 ,伙伴训练和人机训练都是为了提升

训练策略和训练效果。

2. 2记忆型交互口译教学模式建构

互动式口译教学新理念是基于口译训练设备

的升级而建构起来的。现在的口译设备都能够提

供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直接在同传或交传机平台

上训练 ,在口译训练过程中可以录音并回放。记

忆型互动式口译教学模式结合现代教学理论及先

进教学设备 ,以建构主义理论的情境任务学习为

核心 ,创设体现遵循认知技能的训练规律 ,教师讲

解技能训练步骤和训练方法 ,同时示范训练任务 ,

学生通过自我构建训练和交互训练了解技能要领

和训练评估标准。整个训练模式主要包括训练任

务和训练形式 ,记忆训练贯穿全部训练任务 ,交互

训练为主要训练形式。技能训练流程具体体现

为 :通过视觉或听觉通道获取信息 →选择和加工

记忆信息 →记忆和存储信息 →分析理解记忆信息

→整理和分类记忆信息 →表达和重述记忆转换信

息。以口译学员参与为中心的记忆型互动式教学

模式遵循如下认知建构过程 :学员主动参与 →伙

伴式合作训练 →自主建构记忆的知识体系 →主动

运用记忆知识。乔纳森 (Jonassen)认为 ,“知识来

源于环境的交互作用 ,学生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

获得知识 ,知识必须通过学生的主动建构才能获

得 ”(Jonassen 1993: 350)。这一理论确定 : (1)以

学生为中心的自学自悟到教师辅助性的创设情景

和设计教学 ; ( 2)以学生的自主交流和伙伴训练

到教师的认真组织和分类指导 ; ( 3)以学生的自

主归纳、回顾整理和查找错误到教师辅助的反复

训练和归纳总结 ; (4)从学生的自主训练和尝试

评价到教师的解决问题和当堂矫正的基本结构 ,

体现互动教学理念强调的互动师生关系和主体互

动关系。90分钟的口译课堂互动式教学可以分

解如下 :长时记忆的知识及其回顾训练 (20分钟 ,

含短语、句型训练 ) ,短时记忆训练 (40分钟 ,专题

知识训练 ) ,伙伴训练 (30分钟 ,复述训练、听写训

练、口译笔记训练、视译训练、双边训练和多边训

练 )。短语、句型训练和专题知识训练重在训练

已学过的知识 ,是回顾和巩固性训练 ,每个学期学

生要训练 20个左右的专题 ,如关于黄山、开普敦、

版权或大英博物馆等专题知识 ,回顾训练属于长

时记忆训练。短时记忆训练包括句子到段落的复

述训练、听写训练和记取要点与信息连接点的笔

记训练以及视译训练 ,视译要训练段落的分割和

记取能力。伙伴训练包括 2人组合的双边训练和

3人组合的多边训练 ,前者重在训练课堂记忆和

表达能力 ,后者重在训练学生发现信息记忆错误

和遗漏的能力。

整个训练模式包括以下内容。 (1)学生自主

尝试和自我感悟 ,达到理解和有效记忆。充分发

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改变以往被动、单纯的听记

法 ,让学生在记忆、听说实践训练中自悟。自悟实

际是内化的理解 ,“理解是记忆的基础 ,离开了理

解 ,一切无从谈起 ”(陈振东 2008: 51)。笔者在课

堂上采用视译 ,在视译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理解

原文主题和细节的能力 ,在视译同时允许学员做

笔记 ,学生边读边翻译。通过这种训练 ,学生逐渐

体会到如何分配注意力。在视译训练中 ,学员逐

步提高快速记忆能力。在复述训练中 ,既有短句

复述训练 ,也有长句和段落的复述训练。短句复

述训练重点要求学员尽可能准确复述原句 ,从而

提高记忆的准确性 ;在长句和段落复述训练中 ,要

求学员在尽可能转达原意的情况下 ,用自己的语

言复述 ,这一阶段的复述是在训练理解之后的记

忆 ,要求学员抓取关键词的同时最大程度转述细

节语义。视译理解记忆能力对同传和交传译员都

很重要。 (2)学生相互交流和相互训练 ,加强记

忆重述的流利性。以合作伙伴为基本形式 ,翻译

老师呈现的语句 ,鼓励伙伴训练 ,让学生自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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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体验、参与学习全过程 ,促使他们主动获取知

识。教师预见性地创设情景 ,重点是激发学生内

在的求知欲望。在口译教学过程中 ,力求实现口

译场景模拟的成功 ,学生表现主要在于内在的学

习自主性。教师辅助性地认真组织和纠正指导 ,

教师在学生合作、思考、口译实践过程中 ,应鼓励

学生大胆口译 ,并将学生通过实践、体验和纠错等

获得的合适口译表达方式作为信息记忆的重点内

容。口译记忆能力的提高在不断的听译练习中获

得 ,准确的口译结果在不断的纠错中从不够准确

到最佳口译。玛丽雅娜 ·勒德雷 (Marianne Le2
derer)这样定义成功的口译 :“翻译中既没有语言

错误 ,也没有方法错误。每个人都清楚什么是语

言错误 ,至于方法错误 ,主要指过分的语言对应翻

译。”(Lederer 2001: 35) (3)学生自主归纳和反思

总结 ,提升记忆的准确性。在学生自主训练中 ,及

时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反复训练 ,以形成知识网

络 ,启发学生用最短的时间总结记忆本课的主要

内容、重点短语和用到的口译技巧。教师引导性

地推动学生反思、归纳、总结 ,有针对性地分层指

导学生 ,主要指导口译流利度、准确性、完整性和

自信心较差一点的学生 ,并对所学知识进行小结。

伙伴训练要求两个学员构成稳固的团队 ,一起对

练 ,包括听写记忆对练、复述对练、视译对练和交

传对练。对练重在互动 ,一方复述 ,另一方记录复

述的遗漏信息和错误信息 ,从而提升对方的准确

性。在反复的交互对练中 ,提高口译记忆的效率。

通过视译和听写以及复述训练 ,提高长时记忆中

信息的提取速度。“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记

忆中信息检索和提取的速度和可能性取决于记忆

的激活程度 ,而激活程度又取决于记忆使用的频

率和使用的新近程度。换言之 ,练习越多 ,练习的

时间越近 ,信息提取速度就越快。要提高对长时

记忆中信息提取的速度 , 不仅要加大练习的

‘量 ’,还要注意练习的深度 ,即信息的‘处理深

度 ’,也就是说 ,只有深入而有意义的练习才能有

效地增强记忆 ,提高信息检索和提取的速度。”

(仲伟合 王斌华 2009: 84)所以 ,各种伙伴训练必

须以记忆为目标的任务型训练为前提。 (4)学生

自主练习和自我评价 ,巩固口译记忆的效果。自

我评价机制包括以下 4个方面。首先 ,在课堂练

习中 ,让学生运用所学的口译训练方法 ,进行口译

实践并翻译每个句子 ,边翻译 ,边录音 ,边练习 ,边

师生间或伙伴间相互纠错。其次 ,将新记忆的语

言短语和句式运用于各种具体情境中 ,巩固、应用

新记忆的语言知识。教师检查学生学习目标的达

成度 ,对训练中暴露出的误译和翻译不足及时矫

正。再次 ,引导学生初步运用口译长时记忆的思

维方式去观察翻译 ,培养初步的口译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建立学生自我成长、自我评价和自我纠

错心理机制。每位学生在伙伴互动和与老师互动

中 ,与其他同学的口译结果比对 ,自省自己的口译

发挥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这种互动能够有效

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投入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

聪明才智。学生在这种多边互动与协作性群体活

动中 ,不仅在口译技能上得到培训 ,更重要的是学

会了与人合作 ,获得了在复杂的交际环境下处理

信息的能力。这种合作分享的精神也是一名优秀

口译工作者必备的素质。”(陈振东 2008: 50)最

后 ,自我评价要求教师引导学生从 4个方面评价

口译质量 ,分别是口译信息传递的完整性、准确

性、流利度和自信心。Seleskovitch提出的口译标

准是达意、通顺 ;鲍刚用“全面、准确、通畅 ”概括

“适合我国国情的口译标准 ”(鲍刚 1998: 259) ;

国内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口译标准是李越然提出的

“准、顺、快 ”;王斌华综合各家观点 ,提出口译质

量标准应为“准、整、顺、快 ”(刘银燕 张珊珊

2009: 76)。综合这些口译质量标准 ,笔者提出口

译训练标准 ,在完整性、准确性和流利性提高的基

础上 ,再提出自信心的提高。作为教师 ,要发现学

生口译的问题 ,当堂矫正。同时 ,鼓励学生课外自

觉进行与课堂教学有关的语言信息翻译积累与总

结 ,自主合作进行视听翻译或口译实践活动 ,练习

听力训练中获取宏观信息的能力等。

3　实施原则和培养目标
语块型互动口译教学模式包括如下实施原则

和培养目标 ,即强调学生自主性和合作性 ,目标是

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 ,不仅要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而且要有效地培养学生运

用知识的能力。

3. 1强调团结互助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记忆型交互口译教学强调伙伴训练 ,学生构

成的训练伙伴不只是课堂上发挥伙伴训练的优

势。在课后 ,伙伴之间也可以构成稳定的训练小

组 ,进行课后训练。评价学生时 ,注重一个小组的

整体进步 ,使教学活动成为教师、学生、教材、环境

之间的多边多向的信息传递活动 ,突出学生之间

的相互作用 ,由此培养学生团结协助的精神 ,加深

合作意识 ,达到互动的最佳效果。在伙伴合作训

练中 ,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培养学生对口译完整

性的认识能力 ,从而提高概括信息的获取能力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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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员的口译记忆效果。“学习本质上是一个互

相协作的过程。在口译教学中 ,教师与学生的互

动 ,学生与学生的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口译

技能的构建 ,而且能够减轻学生的紧张心态 ,让学

生在轻松有序、活泼愉悦的学习环境中增进学习

的热情。”(陈振东 2008: 50)

3. 2以自主训练为基础 ,培养学生的语言积

累和记忆能力

记忆型交互口译教学是以学生自主训练为基

础的一种教学模式 ,学生首先发现口译教材中的

常用短语和固定表达 ,准确完整地理解内容 ,抓取

文章的主要内容。在训练过程中 ,学生有意识总

结和积累口译材料中的常用短语。短语的记忆和

运用对于口译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都是

前人在翻译过程中总结的语言重点和语言难点的

规律化表达方式。通过互动式口译教学训练 ,提

高口译记忆技能。在反复的自主训练中 ,加强学

员的信息逻辑化训练。信息逻辑化训练不仅要记

住逻辑线索 ,还要找出关键词。“关键词可以是

源语讲话中出现的重要信息词汇 ,也可以是译员

自己归纳的最能概括源语信息的词语 ,还可能是

给译员留下深刻印象的特殊用语。只要能激活这

些关键词和逻辑线索 ,译员便能回忆起整段话的

含义。”(雷天放 陈菁 2009: 38) 可见 ,学员只要

在自主训练中反复训练概要信息和关键信息点的

记忆能力 ,学员口译的准确性就会提高。

3. 3通过培养口译交际能力 ,提高口译概括

记忆能力

情景创设法是培养和锻炼学生口译能力的有

效方法 ,由于伙伴训练要求用口译方式进行交际

训练 ,教师要设置合理情境 ,模拟口译场景 ,运用

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口译训练。同时 ,情境任务

安排是提高情境创设能力和记忆技能的有效手

段 ,复述、听写和视译都是提高记忆能力的有效情

境任务。当前 ,多媒体口译同传设备功能更加强

大 ,学员和老师可以一对一或一对多进行口译训

练。学员之间也可以一对一或一对多进行口译训

练。设备本身提供同传和交传的训练功能 ,在老

师的监控平台处 ,有多功能录音系统 ,任何一个学

员的口译情况老师都可以录下来 ,同时 ,录下来的

有声材料 ,老师还可以反复地回放。“多媒体同

传设备还可以随意组合学员进行口译的模拟场景

训练 ,进行角色的扮演。先进的多功能同传设备

使得口译的训练效果明显提高 ,学员的进步更加

明显。”(王坦 高艳 1996)与此同时 ,要提高口译

表达能力 ,必须培养学生中英文的正确表达能力。

“翻译的高级阶段表现为把一种文化的内涵用另

一种语言完善地表达出来 ,这就要求翻译者正确

理解并表达对两种语言在文化上的细微差异、完

整性与多样性。这就要求学生熟悉两种语言的不

同的语言文化习惯。”(陈振东 2008: 52)加强学生

对不同文化知识的长时记忆是培养学生口译交际

能力的必需。

3. 4利用新技术推动交互口译的发展

当前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视频和音频技术

的广泛应用使得口译训练能够得到各种会议口译

现场视频和音频作为有效的教学课件 ,这些教学

课件有最好的直观性和高效性。“口译博客 ”为

教师搭建了一个主动教研的网络平台 ,博客之间

还可以“留言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教师与学员之

间的互动互助 ,为师生提供了自由和平等交流的

平台。“口译博客 ”为师生提供了知识与信息交

流的平台。因为“口译博客 ”群上的博客会同时

涵盖所有学科 ,每位教师通过博客可以达到对不

同学科知识的学习 ,从而达到较宽的知识面 ,口译

学生需要知识面的扩充。另外 ,“口译博客 ”可以

使教师为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练习材料 ,这样 ,学

生可以在网上直接下载并进行口译练习 ;同时 ,学

生还可以把自己总结的双语短语和固定句型贴到

口译博客中去 ,达到语言信息共享。

学生在课外可以在口译专业网站或“博客 ”

上做大量的练习 ,也须要得到不断的规范化指导。

口译专题网站和口译“博客 ”往往设立交流讨论

平台。这些网络平台所提供的口译信息可以使学

员快速掌握口译常用词汇、短语和句型 ,从而大大

提高口译的准确性和流利度 ,同时还可提高学员

的自信心。

4　训练效果实验研究
通过对某高校英语专业三年级 52位学生在

学期前后进行问卷调查和口译能力测试 ,对于实

验组和参照组 ,前测实验材料均选自外文出版社

《英语口译实务 3级 》中的两段汉语和两段英语

短文 ,经过两位资深译员评定难易度相当 ;后测实

验材料都采用《英语口译实务 2级 》中的两段汉

语和两段英语短文 ,经过两位资深译员评定难易

度相当。口译结果由两位口译专家从完整性、准

确性、流利度 3个角度进行评定。自信心变化情

况通过 5级量表测试。在一个学期的口译训练

中 , 26位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的为参照组 ,另外 26

位采用记忆型互动口译教学模式的为实验组。学

生经过不同教学模式 3个月训练之后 ,实验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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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的前测和后测数据 T检验结果表明 :口译信

息传递的完整性、准确性、流利度和自信心变化显

著 ,而参照组 26位学生前测和后测没有显著变化。

数据显示 ,从 26个被试两次实验测试结果的

T检验来看 ,口译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统

计处理结果表明 :通过对被试的录音分析 ,发现被

试信息传递准确性和完整性发生显著变化 , T检

验结果 :信息完整性的 T = - 1. 32, P <. 015,完整

性主要考察被试对所翻译材料信息点的传递的全

面性 ;准确性的 T = - 3. 44, P <. 001,准确性主要

考察被试的信息点翻译的正确性。另外 ,译员的

流利度发生显著变化 , T检验结果 T = 11. 67,

P <. 000,流利度主要考察被试在口译给定材料

时语速的一致性和节奏性 ,没有突然的停顿出现 ,

同时语速比较一致 ,则断定流利度高。问卷统计

结果发现 ,被试在口译过程中自信心发生了显著

变化 , T检验结果 T = 13. 00, P <. 000。被试的自

信心考察包括被试口译时是否紧张 ,是否因觉得

困难有放弃翻译的念头等指标。从前测实验和后

测实验 T值的显著变化可以判断 ,被试口译自信

心显著提高。

5　结束语
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记忆型交互口译教学

模式 ”应用到口译课堂教学中 ,不仅使学生的整

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且使每位学员在口译

完整性、准确性、流利度和自信心 4个方面发生了

显著变化 ,这表明“记忆型互动式口译教学模式 ”

是有效的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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