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译能力量表讲座练习题与参考文献 

 

一、判断题：根据理解，对讲座所涉及的知识内容进行判断 

１．笔译是以源语文本为输入对象，目标语文本为输出产品的跨

文化语际中介活动。（√） 

２．从认知过程来看，笔译涉及对源语文本的识别/提取、概括/

分析、批判/评价。（√） 

３．笔译能力的六大要素包括双语交际能力、翻译策略能力、翻

译知识、百科知识、心理生理主观因素、工具使用与研究能力六

个子能力维度。（√） 

４．笔译能力量表描述的能力级别是从１级到９级。（×） 

５．笔译能力量表只适用于学校教育，不适用于行业机构。（×） 

６．笔译能力量表将有助于翻译教学与测评，也可以为翻译教师

发展提供指导。（√） 

 

二、填空题：熟悉活动练习，判断描述语的级别  

１．判断以下描述语的级别 

Ａ．能翻译商业评论文章，译文表达准确、连贯。______ 

Ｂ．能翻译语言浅显的演讲稿，准确传达原文观点和事实性信息。

______ 

（A.7级 — B.5级） 

２．判断以下描述语的级别 



Ａ．能翻译描写性文本中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再现原文修

辞效果。______ 

Ｂ．能翻译描述数据和图表信息的文本，再现原文细节信息。

______ 

Ｃ．能翻译语言浅显的场景描写，译文再现原文空间方位、自然

环境等信息。______ 

（A.7级 — B.6级 — C.5级） 

３．判断以下描述语的级别 

Ａ．能翻译篇幅短小的科普文章，译文传达原文的主要信息。

______ 

Ｂ．能翻译生活用品的包装说明，译文用词准确。______ 

（A.6级 — B.5级） 

 

三、开放题：听众对于量表的问题与反馈 

１．开放题一：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框架下的笔译能力参数框架是怎样的？为何说笔译能力

量表是具有兼容性和灵活性的？ 

 

参考思路： 

详见第一讲ＰＰＴ 

 

２．开放题二： 

MTI汉译英笔译课程教学目标应该怎样设计？ 

 

参考思路： 

请参见案例中教学目标设计的具体步骤，具体研究方案如下： 

 

步骤 1：设定最近发展区（CSE 笔译量表的级别+实际学生能力水平=设定教学目

标） 

步骤 2：撰写教学目标（CSE笔译量表中选取的教学内容和笔译策略+Bloom认知



动词选择） 

步骤 3：评价教学目标实现（CSE笔译量表中的微观译文评价五要素） 

 

３．开放题三： 

CSE下翻译教材的内容框架是怎样的？ 

 

参考思路： 

详见第三讲课件最后一页 

 

４．开放题四： 

笔译知识量表还有哪些应用？ 

 

参考思路： 

1 应用于教师发展 

2 应用于译员评价 

3 应用于招聘过程 

4 应用于 CATTI等大型测试 

 

５．开放题五： 

如何研发科技文本笔译测试评分量表？ 

 

参考思路： 

请参见案例应用部分的研发步骤，具体研究方案如下： 

第一，列出科技文本测试任务的特征和语境； 

第二，仔细阅读笔译能力总表和分量表; 

第三，选取符合科技文本特征的描述语； 

第四，根据科技文本测试目的，调整描述语； 

第五，形成初步的评分量表，并验证； 

第六，开展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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