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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新疆大学概况



1 2 3 4 5

1924-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

1935-新疆学院

1960-新疆大学

1997-“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2017-首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新疆大学历史沿革



27个
学院

学科

建设

师资

队伍

学生

构成

合作

交流

专业

建设

办学

条件

9个学科门类
14个博士学位授予一级学科
36个硕士学位授予一级学科

3个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

专任教师1927位
高级职称教师953位
博士学位教师801人
国家及教育部等人才项目70余人

95个本科专业
29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本科22070人
硕士11270人
博士880人
留学生163人

18所国内一流高校
27个国家80所高校

红湖校区
5150亩    友好校区

博达校区

新疆大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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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人才培养现状



本科专业：英语
  俄语
  阿拉伯语

第一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俄语
第二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英语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英语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

翻译硕士授权点

2个科研平台

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区域研究中心
自治区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117人：专职教师

942人：学生

    652人  - 本科生     
    290人 - 研究生

研究生教育 科研平台

师资条件和人才培养本科教育

外国语学院概况



    本学位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托外

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全疆最早的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位点），2011

年起开始招收翻译硕士（英语笔译

方向），2012年开始招收俄语口译

方向研究生，2013年增设俄语笔译

方向。

学院专业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专业学位点旨在培养新形势下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德、智、体全面发

展，熟练掌握语言和跨文化交际知识，具备

译学理论、译术技巧、文学与文化修养，借

助于大数据、翻译软件及语料库开展高效语

言服务的能力，服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

建设现实需要，具备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一带

一路”经贸往来及文化对外交流需要的高层

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人才。

翻译人才培养目标



翻译人才培养情况 & 人才培养环境建设 

师资队伍（42人）

硕士生导师 36人

高级职称 30人

博士学历 32人

海外经历 21人

人才培养（224人）

学术型硕士 英语+俄语 14人

专业型硕士
俄语口译 37人

俄语笔译 38人

英语笔译 135人



• 邀请4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1名新疆翻译方面专家为研究生授课5门次；

• 专业学位研究生27人次参与16项科研项目；

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不断增强

翻译人才培养特色



    聚焦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外语优势，以实际行动服务

国家和地区安全需要，积极参与涉疆资料翻译，助力有关部门和机构

进行涉疆相关工作，在对冲国外涉疆舆论中发挥积极作用：

• 40余人参与边疆治理与文献研究中心资料翻译工作，翻译9部苏联时

期有关民族问题书籍；

• 27人次为乌鲁木齐边检站、自治区外办、商务厅等企事业单位提供

语言培训、翻译服务，获得社会高度认可。

社 会 服 务 能 力 不 断 增 强

翻译人才培养特色



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问题

Ø 笔译实训不能满足教学
需要；

Ø 一般笔译实训室对环境
建设要求高

1

Ø 学生的实习实践周期长，
实习单位较分散；

Ø 不易掌控学生实习实践
效果

2

Ø 由于涉疆翻译实践对数
据安全性要求较高，一
般的在线或辅助翻译软
件存在数据库端口的安
全隐患

3

信息化能力待提升    实习实践效果待保证    数据安全性能待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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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ranslate辅助翻译教学与实践



iTranslate 特点

    iTranslate由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服务器位于中国境

内，有严格的数据安全保护机制，并且获得国家三级等保认证，任何个人在未

授权状态下无法获得任何用户数据，让学生在翻译时可专注于翻译本身，无需

担心所翻译文件信息泄漏的问题。

iTranslate平台的安全性保障



iTranslate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与实践平台

完全自动化的翻译
机器是翻译的主体

机器辅助译者完成翻译
人是翻译的主体

机器翻译（MT）计算机辅助翻译（CAT）



译后编辑 计算机辅助翻译 应用翻译记忆库 应用术语库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出现为技术赋能语言行业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语言服务的

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机遇、变革和挑战。

新时代语言服务行业对翻译人才的新要求

能够在机器翻译系统预

先翻译之后，进行高效

的人工编辑和审校

能够发挥人作为翻译主

体的作用，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提升翻译效率

能够建立译员的专属

翻译记忆库，为计算

机辅助翻译打下基础

能够建立高质量的术

语库，保障翻译行文

的一致性

翻译人才培养需求



iTranslate 特点

支持多种常见

的办公文档格式

无论上传任何一种格式，

iTranslate最终导出的格式都

有两种可以选择：

1.和源文件相同格式的目标

语译文

2. pdf格式的相应译本



iTranslate 特点

融合智能的翻译记忆技术和精准

的机器翻译引擎，智能学习术语、

语料、译者个人翻译风格特征，

为译者在翻译时提供专业、全面

的信息参照，实现人机协同。

融合翻译记忆与机器翻译技术



    iTranslate自带海量语料库，系统涵盖通用领域共10万个句子对的

中英语料库，语料库规模大概有150万字左右。该10万条记忆库跟随系

统免费提供。

“ 
”

iTranslate 特点
海量、高质的语料库



iTranslate 特点

    除内置的语料资产外，

支持创建无限数量的翻译记

忆库和术语库，并支持对记

忆库和术语库进行导入、导

出、编辑、搜索等操作，供

教师和学生维护个人语言资

产，进行翻译实践。

语言资产 – 记忆库



iTranslate 特点

语言资产——校本特色语料库

自使用iTranslate以来，学生通过翻译实践共创建174个语料库，内容涵盖兵团术语库、西辽历

史等语料，形成了富有校本及地域特色的语料库。



iTranslate 特点
教学内容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教师｜教学

教师使用作业、班级管理等功能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学生｜练习

学生通过CAT翻译实践完成布置的作业，将所学知识
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反馈给教师。

教师｜备课

教师通过内置的教学资源，进行备课。

教师｜反馈

教师批改学生的作业，给出评价和提升方向。

教学资源 作业发布 班级管理

我的作业 我的班级

辅助翻译 语言资产
作业批改

教师教师

教师 学生



学生翻译训练

使用情况 使用数量

发布翻译任务 4

提交翻译作业 359



教学实践情况

教师利用iTranslate系统提供的翻译素材进行备课，节省教师寻找教学所用翻译素材的精力。教师通过

iTranslate系统及时批改与反馈作业，提高学生翻译水平与质量。成绩统计与分析帮助教师直观管理教学。

教学资源    作业管理 学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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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翻译人才培养思路



未来翻译人才培养计划

Ø 进行师资力量的补充和培养，鼓励教师参加语言服务企业的考

察及研修，培养“双师型”教师；

Ø 进一步拓展学院和政府、企业的合作项目，在项目中切实提升

学生翻译实践能力；

Ø 校企合作建设翻译实践基地，打造翻译学科特色实训室，培养

高质量应用型翻译人才。



感谢聆听

新疆大学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