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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 

合作培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硕士学位课程招生简章（研究方向：翻译学） 

（一）报考条件  

1．考生应是澳门永久居民并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2．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者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学士学位相当的

学位或同等学历，年龄一般在 40 岁以下。 

3．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4．有两名副教授（含）以上或相当于副教授或以上职称的学者的书面推荐。 

（二）报名时间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港、澳、台学生报考的有关规定。 

（三）报名地点及方法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局。 

报名时考生须交本人居住地身份证副本；近期正面半身免冠同一底片的二寸

照片两张；学士学位证书副本(应届毕业生可于录取前补交)或同等学历文凭；大

学本科学位的成绩单。 

（四）考试 

1. 初试科目 

（1）二外葡萄牙语、二外法语、二外日语或二外西语 

（2）基础英语 

（3）普通语言学（含语言学常识与翻译实践两部分） 

三门考试均为笔试。各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三小时。 

2．初试时间、地点 

时间：按教育部规定 

地点：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局指定地点 

3. 参考书 

（1）考试科目普通语言学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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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教程》（修订版），胡壮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冯庆华主编，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2）考试科目二外葡语、二外法语、二外日语或二外西语的主要参考书： 

澳门理工学院二外葡语授课教材 

《大学法语简明教程》，薛建成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中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现代西班牙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五）复试时间、地点 

初试合格者，进入复试。 

复试方式：通过视频进行英语口试。 

时间：2020 年 5 月 31 日之前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视频会议室 

（六）录取 

根据考生的报名资料、考试成绩及体检结果综合评核后，确定录取名单。录

取结果于 6月中旬由北京语言大学通知考生本人。 

（七）入学 

新生于 9月中旬前报到入学。具体时间由北京语言大学在“入学通知书”中

注明。新生应按时报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书面向学校请假，无

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报到地点：澳门理工学院 

交费：含学费、相关费用两项，学费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12,000 元； 

相关费用包括教师自北京至澳门的往返旅费、在澳门授课期间的市内交通、

住宿费及其它费用，该费用由学生均摊，每人每年约需交人民币 17,000 元。每

年开学初（9月）交纳上述费用。 

（八）学习年限 

学生的课程学习期限为两年，论文写作及答辩时间为一年，共计三年。因学

分未能修满、未能通过论文答辩以及其它个人原因无法完成学业者可申请延期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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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延期最长不得超过三年。延期毕业者须另交论文开题、论文指导及答辩费用，

每年每人为人民币 12,000 元，及其它相关费用。相关费用包括教师自北京至澳

门的往返旅费及其它费用，该费用由学生均摊，每人每年需交人民币 17,000 元。

每年开学初（9月）交纳上述费用。 

（九）学位 

1．学位授予条件：课程学习合格、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可获相应的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证书。 

2．学位授予及毕业证书颁发地点：北京语言大学。  

（十）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培养通晓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并能熟练从事英汉－汉英翻译工

作的高层次人才。通过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使学员在翻译实践及与翻译研究学

科关系十分密切的语言学、文学、文化理论的主要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不仅系

统学习翻译的理论及实际操作方法，而且了解对翻译有很大影响的当代语言学理

论和文学、文化理论。 

毕业学生去向的可能选择包括：(1)从事在英汉－汉英翻译方面要求具有较

高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工作；(2)从事要求具有扎实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大

学英语教学工作；(3)申请攻读世界知名大学与语言及翻译研究相关的博士学位；

(4)从事翻译研究及其它相关工作。 

（十一）论文选题范围 

1.英汉翻译实践与理论 2.汉英翻译实践与理论 

3.口译实践与理论 4.翻译理论研究 

5.翻译批评 6.翻译与文化研究 

7.文学翻译研究 8.翻译与语言研究 

9.其他与翻译相关的选题 

（十二）教学计划 

1. 学制: 课程学习年限为两年（共计 24 个月），期间按要求修完所有课程。 

课程学习结束后可以在第三年（共计 12 个月）开始撰写学位论文，并进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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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论文需用英文撰写。 

2. 总学分:研修 12 门学位课程，共 36 学分。 

每门课程 60 学时，其中：面授 40 学时，授课语言为英、汉双语。面授结

束后进行该门课程的闭卷考试，时间为三小时，由授课教师监考；自学 20 学时，

自学材料由授课教师提供，学生必须按教授要求自学完成，并须完成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文章。每门课的综合成绩由作业、课堂讨论、课程考试或课程论文三

部分组成，各部分的分数比例由授课教师决定。 

学位课程全部及格后方能进行学位论文撰写工作。学位论文撰写前须确定导

师，在导师的指导下，先完成论文提纲，并通过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是第二学年的 5月底或 6月初。开题组成员由北京语言大学

的三名导师和澳门理工学院的两名导师共同组成，开题方式为视频复试，地点暂

定在北京语言大学。 

3. 学位论文  

（1） 第四学期根据学生的选题为学生指派论文指导老师。 

（2） 第五、六学期为论文撰写时间，论文最后完成时间为 4月 30 日。 

学位论文完成后，学生须赴北京语言大学参加论文答辩（交通、食宿费自理）。 

（十三）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 学时 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 学时 学分 

高级英汉翻译 60 3 笔译方法论 60 3 

高级汉英翻译 60 3 语义学导论 60 3 

实用文体翻译 60 3 文体学 60 3 

口译 60 3 西方文论 60 3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60 3 文学翻译 60 3 

翻译理论与批评 60 3 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6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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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课程主讲教师（均为全职教师） 

科目名称 主讲教师 

1．高级英汉翻译 李越（副教授、博士） 

2．高级汉英翻译 陈光明（博士） 

3．实用文体翻译 姚虹（副教授、博士） 

4．口译 卢宁（讲师、博士在读） 

5．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沈素琴（副教授） 

6．翻译理论与批评 姚虹（副教授、博士） 

7．笔译方法论 刘和平（教授、博士） 

8．语义学导论 张旭（讲师、博士） 

9．文体学 王振亚（教授、博士） 

10．西方文论 龚璇（副教授、博士） 

11．文学翻译 刘丹（副教授、博士） 

12．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陆薇（教授、博士） 

 

（十五）其它 

本硕士学位课程班招生人数最低为 10 人，不足 10 人原则上不开班；课程负

责人为高明乐（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主任）。有关详情可与北京语言大学研

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电话：86-10-82303470 

邮政编码：100083 

招生专业目录可在北京语言大学主页上查询，网址为：http://www.bl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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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课程开设及学分分配计划 

 

 

 

 

 

 

 

 

 

 

 

 

 

 

 

 

澳门理工学院与北京语言大学合办 

外语语言学及应用语用言学专业硕士学位课程 

课程及科目介绍 

课程介绍 

翻译研究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已经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它以

实践为基础，但却与语言学、文学、文化等人文学科在学理上关系十分密切，是

一门典型的跨学科的学科。本课程以翻译实践为出发点，注重应用性知识技能的

教授，兼顾翻译理论及相关语言学、文学、文化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主要研究

方向包括：1）英汉翻译实践与理论；2）汉英翻译实践与理论；3）口译实践与

理论；4）翻译理论研究；5）翻译批评；6）翻译与语言研究；7）文学翻译研究；

科目 种类 学分 

高级英汉翻译 必修 3 

高级汉英翻译 必修 3 

实用文体翻译 必修 3 

口译 必修 3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必修 3 

翻译理论与批评 必修 3 

笔译方法论 必修 3 

语义学导论 必修 3 

文体学 必修 3 

西方文论 必修 3 

文学翻译 必修 3 

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必修 3 

论文 必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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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翻译与文化研究。 

专业必修课介绍 

高级英汉翻译 

本课程涵盖各种语篇和体裁，涉及文学、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教

授全文翻译和新闻编译、摘译、节译等常用技巧，使学生能熟练运用工具书和各

种资源查找翻译所需背景资料和专有名词，能以 300 字/小时左右速度翻译中、

高等难度的英文材料，能评析本人和他人的翻译作品。 

高级汉英翻译 

本课程从汉英翻译的理论及技巧出发，辅以定量的翻译实践，主要侧重汉英

翻译技巧；同时涉及多种文体，如公文文体、新闻文体、广告文体、科技文体和

文学文体等，帮助学生理解中英文文化及语言的差异，培养其翻译意识，使其了

解各种文体的风格差异并掌握基本的汉英翻译方法。 

实用文体翻译 

本课程为英汉互译实践课，以当代功能派理论为指导，使用多种真实英汉语

篇作为翻译实践材料，包括旅游、商贸、科技、法律以及公关宣传等各行各业的

实用文体，以培养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为目标，使其具备良好的翻译职业素养。 

口译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含旅游、经济、贸易、教育、体育、科技、医疗等专

题。通过对学生进行口译基础知识的讲解，如口译记忆、笔记、数字表达等，帮

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口译工作的方式原理和基本技能，胜任中等程度以上的中英文

交替传译任务。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本课程以现有语言学理论以依据，从语义、语法、语篇、语用等角度，对英

语和汉语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引导学生提高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的敏感

度，更加准确地辨识翻译文本中潜在存在的问题，并找到可能有效的翻译方法解

决问题。 

翻译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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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旨在帮助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了解翻译学科的性质、理论流派以及研

究方法，掌握论文写作的基本技能，能查找文献资料并进行综述，了解论文写作

的基本格式，制定论文写作计划，撰写论文大纲或开题报告，按要求撰写学术论

文。 

笔译方法论 

本课程着重讲解、讨论在当今时代下的笔译实践的步骤与方法以及作为职业

的笔译的内容与方法。本课程采用模块式教学，分为七大知识模块：1、笔译入

门；2、笔译理念；3、笔译职业；4、笔译实践；5、翻译质量与翻译服务质量；

6、笔译项目管理；7、面向翻译的术语学。 

语义学导论 

介绍有关意义研究的基本原理，同时也从逻辑、语用和认知等视角出发来考

察意义在这些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本课程试图培养学习者初步地掌握利用所

学知识独立分析和研究语义问题的能力。 

文体学 

本课程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文体学的定义、对象、范畴以及文

体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二部分为实践部分，结合大量实例，分别从字系、语

音、词汇、句法四个方面讲解英语中创造不同文体效果的语言手段；第三部分介

绍新闻、广告、法律、科技英语等四类主要功能变体以及英语小说在字系、语音、

词汇、句法方面的文体特征。本课程对翻译学生识别文本文体、选择和确定翻译

风格和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文论 

本课程介绍俄国形式主义、 新批评、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

等文学理论，旨在帮助学生了解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和发展历程并掌握运用理论

分析文本的技巧，要求学生结合文学理论进行文本解读。本课程内容有利于学生

提高对翻译文本的理解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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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 

本课程为翻译硕士研究生的笔译技能训练与实践课程，目的在于加深和强化

学生英汉互译的基本功，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多种翻译策略，提高其对翻译策略的

识别能力和运用能力。本课程着重培养和训练学生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加强其对

不同文学体裁和文体的敏感性和语篇分析能力；二是提高其对多种典型问题的识

别能力与应对策略，从而提高学生实际的翻译操作水平。教学方法主要包括（1）

自省式学习法：学生通过书写翻译日志，总结、分析翻译策略的运用，评价译文

效果；（2）两人小组合作学习法：借助小组讨论的形式，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改进译文质量。同时，组织课堂讨论、对照阅读、译文评析与修改等教学活动。 

 

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本课程主要涉及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对比，如西方作家与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

和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

（尤其是英美两国）的接受与所产生的影响。本课程将文学置于文化、社会背景

之下进行对比研究，探讨文学和文化作品在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中在本土

和域外所遭遇的情况，试图发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本课

程将为翻译学的文化翻译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