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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Embrac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 the Age of Digital Humanity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School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at Badr University in Cairo, titled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 the Age of 

Digital Humanity”, marked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ongoing dialogue about the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language, and humanistic values. Held on October 26–27, 

2024, the conference brought together scholars, researchers, and activ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explore how digital advancements can foster inclusivity while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rapid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umanities   

One of the central themes of the conference was the imperative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umanities disciplines. Keynote speaker Professor Ruslan Mitkov’s 

presentati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underscored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and AI in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Mitkov highlighted the evolution from rule-

based systems to generative AI, emphasizing both the capa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His insights reinforced the idea that while AI can 

enhance efficiency, human expertise remains indispensable in navigating linguistic 

nuances, ambiguity, and cultural context.   

The conference also addressed the need for integrating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into academic curricula. Recommendations included developing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programs in digital humanities, equipping students 

with skills for emerging roles like AI translators and prompt engineers, and promoting 

bias-free AI technologies. These measures are critical to preparing future generations 

for a labor market increasingly shaped by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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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 Digital Spaces   

Another focal point was the role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promot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Discussion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ng safe digital 

environments for marginalized groups and minorities, as well as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AI developers to mitigate biases in data and algorithms. Professor 

Sameh El Ansary’s presentation on corpus-based language teaching exemplified how 

empirical approaches, such as using real-life language data, can bridge gaps in 

traditional pedagogy and foster more inclusive learning experiences.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earchers from diver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with 57 papers presented in multiple languages, most of them 

published in this issue—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conference’s commitment to 

inclusivity. The inclusion of voices like Italian poet Domenico Pisana (we publish in 

this issue his valuable lecture),  and scholars specializing in underrepresented 

languages underscored the value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academic 

discourse.   

Charting a Path Forward: 

The conference concluded with a call for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AI 

developments, ethical AI practic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o ensure 

technology's role as a tool for empowerment. Professor Zain A. Hady’s article, “The 

Internet from the Age of Innocence to the Age of Decadence: A Study in the Digital 

Postcolonialism,” further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societal impacts of digital evolution. 

The imperative to safeguard humanistic values while embracing AI's potential was 

underscored. 

The insights from this conference serve as a crucial reminder that the digital 

age must be guided by principles of diversity, inclusion, and human oversight. By 

align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with equity, we can build a future that 

authentically reflects the richness of our global community. The success of this 

conference reaffirms academia's vital role in shaping inclusive digital landscapes, 

urging us to carry forward its lessons and ensur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ligns with 

understanding, respect, and inclusion. 

 

 

The Editorial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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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翻译教学与译者培养的影响：现况与挑战 

" الترجمة وإعداد المترجمين: الواقع والتحديات  دريسأثر ا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على ت  " 

Hager Ahmed Abd Elsatar 

dr.hagerelsherif@gmail.com  

 :الملخص

الترجمة   في عملية  إلى تحول جذري  أدى  مما  وثيقًا،  ارتباطًا  بالترجمة  التقنية  ارتبطت  الأخيرة،  السنوات  في 
الذكاء   دمج  بعد  سيما  لا  الترجمة،  صناعة  على  عميقًا  أثرًا  الاندماج  هذا  ترك  وقد  وجودتها.  وكفاءتها 

التطورات   (AI) الاصطناعي أكثر  أحد  ليصبح  الترجمة،  الابتكار الفي  وبفضل  المجال.  هذا  في  ثورية 
التكنولوجي المستمر، شهد هذا المجال تقدمًا سريعًا، مما جعل عملية تحويل النصوص بين اللغات أكثر كفاءة  

 .ودقة من أي وقت مضى

تهدف هذه الدراسة إلى استكشاف دور تقنيات ا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في تدريس الترجمة وإعداد المترجمين، من  
وتدريب  الترجمة  تعليم  على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ذكاء  تأثير  وتقييم  تطرحها،  التي  والتحديات  الفرص  تحليل  خلال 
المترجمين. كما تسعى إلى تحديد التحديات الحالية واقتراح استراتيجيات لتحسين الكفاءة والجودة في الترجمة،  

 .بما يساعد المترجمين على التكيف مع متطلبات عصر ا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علاوة على ذلك، تناقش الدراسة المخاطر المترتبة على استخدام التقنية في الترجمة، مثل قضايا الخصوصية،  
على   الرقمية  الأدوات  على  المفرط  الاعتماد  تأثير  إلى  بالإضافة  الترجمي،  السياق  ودقة  الثقافية،  والحساسية 
الفعالة  التوازن بين الاستفادة  لتحقيق  الدراسة عددًا من الاستراتيجيات  للمترجمين. وتقترح  المهارات الأساسية 

 .من التقنية والحفاظ على جودة الترجمة البشرية، مع التأكيد على أهمية الترجمة التعاونية بين الإنسان والآلة

 .تقنيات الترجمة، ا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مناهج الترجمة، الترجمة الآلية، دور المترجم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摘要：  

            

近年来，技术与翻译紧密结合，导致翻译过程和质量效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这种结合对翻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AI）融入翻译后

，成为现代翻译领域最具革命性的进展之一。得益于不断的技术创新，该领域

取得了快速进展，使得文本在语言之间的转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效

和精准。 

       

本研究旨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教学与译者培养中的作用，分析其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评估人工智能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养的影响，识别当前面临的挑

战，并提出优化策略，以提高翻译效率与质量，并帮助译者更好地适应人工智

能时代的需求。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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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研究还讨论了使用技术进行翻译所带来的风险，包括隐私问题、文化敏

感性和翻译语境准确性方面的挑战，以及译者过度依赖数字工具可能对其核心

技能产生的影响。本研究提出了一些策略，以在技术的有效利用和保持人工翻

译质量之间实现平衡，并强调人机协作翻译的重要性。 

关键词：翻译技术、人工智能、翻译教材、机器翻译、翻译者角色  

研究方式 :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技

术在翻译领域的应用现状，探讨其在翻译教学和译者培养中的实际影响。同时

，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与翻译实践，分析人工智能工具与传统翻译方法的融合

情况，并通过对比分析，评估人工智能在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方面的优势与局

限。 

一、文献综述： 

1.1人工智能的定义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旨在创建能够模拟或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和软

件系统。人工智能的目标是让计算机能够完成通常需要人类智能的任务，如理

解自然语言、视觉感知、决策制定和解决问题。以下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详细介

绍，包括其定义、组成部分、应用领域和未来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是指通过开发算法和计算模型，使计算机能够执行类似于人类智能的

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学习、推理、计划、理解自然语言、感知和行动。人工智

能可以分为两大类： 

1.狭义人工智能（ANI）： 

• 定义：专门设计用于执行特定任务的系统，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或机

器翻译。 

• 实例：苹果的Siri、谷歌翻译、亚马逊的Alexa。 

2.通用人工智能（AGI）：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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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具有全面认知能力，能够理解、学习和应用知识，处理广泛的任

务，类似于人类的智能。 

• 挑战：通用人工智能尚未完全实现，仍然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目

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人工智能的定义是：以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为主

要研究对象，开发具有人类智慧的机器或系统，认为人工智能是“深度监督机

器学习”的代名词，而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0）认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
iv《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

产业应用篇（2018）》指出，人工智能是指通过机器对人类的思考进行持续的

感知和模拟，从而达到与人类 

智慧相当的程度，并可将其分为硬件支持层、产品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
iv，而钟义信（2017）则将人工智能定义为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涉及数据

分析、信息提取等技术。
iv朱巍等（2016）认为，人工智能是指可以模仿人类思维活动的智能机器或系统

，其涵盖的研究领域包括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等多个方面。
iv此外DomingosP（2015）指出，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特

定算法建立模型并对新数据进行判断。 

 

1.1.2人工智能翻译： 

            

郭明阳等人（2021）在《人工智能在机器翻译中的应用研究》中提到，人工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指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

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翻译（AI翻译）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

学习，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自动转换。这项技术通过模拟人类的语言理解和

生成能力，自动将源语言文本翻译成目标语言文本。 

1.2机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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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器翻译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一个分支,注重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一种人类语

言(源语言)到另外一种人类语言(目标语言)的自动翻译或转换 "。iv 

      机器翻译主要是指由计算机进行的翻译,而计算机 

辅助翻译则强调人类在计算机的辅助下进行的翻译。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机器翻译 

系统能够完美替代人工翻译工作。iv 

 
       

机器翻译指计算机程序将一种书写形式或声音形式的自然语言翻译成另一种书

写形式或声音形式的自然语言。
iv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显现出互为镜像、互为嵌入和互为信息的人机关系趋势。 
iv因此,目前机器翻译会和人工译员一起协同工作。 

但是,在这种协作翻译的关系中,以前简单的“机器辅助翻译” 

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人工智能交互翻译(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active translation, AIIT) 所取代,这是翻译技术能力的进步。iv 

 

1.3人工翻译 

     

传统意义上，人工翻译的过程是人工译者集理解、分析、选择及再创造为一体

的综合过程，是大脑思维活动的过程。iv 

    简单可以说人工翻译（Human 

Translation）是指由人类译者利用自身的语言能力、文化背景知识和翻译技巧

，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这一过程强调对原文的深刻理

解和对目标语言的准确表达，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流畅性和文化适应性。 

    

在翻译过程中，人工译者需要根据现有的原文，结合译者自身掌握的源语和目

标语文化背景知识，在理解原文的语言意义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加工创造。

这个过程中，译者用到的主要是传统的纸质双语词典、相关书籍等翻译工具。

人工翻译的过程完全依靠译者，是一种人为控制翻译质量的方式。因此，译文

质量也与译者自身的翻译水平息息相关。iv 

根据《现代语言学》期刊中的一篇文章，人工翻译是通过人工方式将原文转换

为译文的过程。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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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翻译的优势在于译者能够理解复杂的语境、文化差异和隐含意义，从而提

供高质量的译文。然而，与机器翻译相比，人工翻译可能在速度和成本方面存

在劣势。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常常将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相结合，以发挥各

自的优势。 

二、AI时代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教材相关的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翻译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

临新的挑战。机器翻译技术的普及显著提升了翻译工作的效率，但这也对译员

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加强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变得尤为

重要和紧迫。高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肩负着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翻

译专业人才的重任。 

    

值得一提是现有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主要原因是：（1

）技术变革加速：随着人工智能、机器翻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未能及时更新，学生缺乏应对这些新工具的技能。（2）跨

学科能力的缺乏：当前的培养模式主要专注于语言和翻译技巧，而忽视了对跨

学科知识的培养，尤其是在技术、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理解。（3）全球化与本

地化的冲突：全球化加剧了跨文化交流的需求，翻译人才不仅需要具备语言能

力，还需要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而现有的培养模式对这一方面的重视不够

，因此急需进行改革和创新，提升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

他们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还能更好地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现在翻译人才面临的问题是：  

• 传统教学模式：课堂讲解和书面练习虽然在语言学习和翻译基础学中发

挥了作用，但在提升学生实际翻译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当

前的翻译人才缺乏一些重要的技能。 

• 机器翻译技术：虽然机器翻译技术在精准度和效率上取得了显著进步，

并且对人工翻译的地位造成了冲击，但它在理解和翻译语言中的文化、

情境和情感方面仍不如人工翻译，下列？会提供说明这个问题的应用例

子。 

尽管机器翻译技术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

，在面对复杂语境、语义深奥或专业领域文本时，翻译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

，特别在阿汉文学和诗歌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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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提一个例子说明这个一段，例如： 

  

 من روائع المتنبي 

 أبلغ عزيزا فى ثنايا القلب منزله 

 أني وإن كنت لا ألقاه ألقاه   

 وإن طرفي موصول برؤيته  

 وإن تباعد عن سكناي سكناه

 يا ليته يعلم أني لست أذكره   

 وكيف أذكره إذ لست أنساهُ  

 يا من توهم أني لست أذكره  

 والله يعلم أني لست أنساه  

 إن غاب عني فالروح مسكنه  

 ivمن يسكن الروح كيف القلب ينساه؟

  

用机器翻译翻译成汉语时翻译结果就这样： 

Microsoft Translator Google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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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家中心脏病发作。 

如果你不放它,我会放它。  

当我看到他时  

如果你离我家很远 

如果他知道我没有记住他。  

我怎么会忘记,因为我没有忘记。  

谁说我不记得。  

上帝知道我没有忘记。  

失去我的灵魂是可怜的。  

心灵是如何忘记的? 

告诉内心深处亲爱的人他的家 

 即使我不能见到他，我也会见到他 

我的四肢与他的视野相连 

即使他离我的住处很远，他仍然有人居住 

 我希望他知道我不记得他 

如果我不忘记他，我怎么能记住他呢？ 

噢，你以为我不记得他了 

天知道我不会忘记他 

如果他不在我身边，灵魂就是他的居所 

谁住在灵魂里，心怎么会忘记他？ 

Reverso Baidu 
在他家的心脏的褶皱中通知亲爱的 

如果我不扔， 

双方都与他的愿景有关。 

如果我们远离我们的住所， 

我希望他知道我不记得他。 

我怎么提它，因为我不会忘记它？ 

我不记得他了。 

上帝知道我不会忘记他。 

如果他想念我，灵魂就是他的家。 

谁居住在灵魂里。心是怎么忘记的？ 

 

亲爱的心底告诉他的家 

如果我不把它扔下来 

双方达成共识 

如果远离我的住所 

希望他知道我没有提到他 

如果我没有忘记它，如何记住它？ 

谁幻想我不记得他 

上帝知道我不会忘记他。 

如果他离开了我，灵魂就是他的家。 

谁居住在灵魂中，心灵如何忘记它？ 

 
ChatGPT Ya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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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在我心中的挚爱， 

尽管我未曾与你相见，我依然感觉与你相遇。 

我的眼眸总是能见到你的身影， 

即使你远离我的住所，你依然住在我心间。 

但愿他明白，我从未忘记他， 

如何能忘记他，我从未停止思念他。 

你以为我不再想起他， 

可上天知道，我从未忘记他。 

即使他不在我的身边，他却居住在我的灵魂里， 

住在灵魂中的人，我的心怎么会忘记他呢？ 

告知亲爱的在他家的心脏的褶皱 

 即使我没有遇见他，我也遇见了他  

我的结局与他的异象相连  

如果你搬离我的公寓 

 我希望他知道我不记得他  

如果我不忘记他，我怎么能记得他呢？  

哦，谁想到我不记得他了？  

天知道我没有忘记他  

如果他想我，灵魂就是他的居所  

谁住在灵魂里，心怎么忘了他 
人工翻译   DeepL 
告知致亲，我的心他永远的家 

无论我能不看到他，我总能感应到他 

我的视线与他永远相连 

尽管我们身处不同之地，但我们的灵魂相互依偎 

但愿他明白，我不会忘记他 

他不会会成为我的回忆，因为我没有忘记他 

那些以为我忘记他的人 

真主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如果他不在我身傍 

我的灵魂仍然是他的家 

因为住在灵魂里的人 

心怎么会忘记他！
iv
 

告诉亲爱的人他心中的家 

 虽然我没有遇见他，但我遇见了他  

我的四肢与他的视线相连  

即使他远离我的居所 

 只要他知道我不记得他。 

如果我不忘记他，又怎能记得他？ 

想象我不记得他的人  

上帝知道我没有忘记他。 

如果他不在我身边，灵魂就是他的居所  

他住在灵魂里，心灵怎能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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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这些程序和应用程序（如Microsoft Translator、Google 

Translate、DeepL、Yandex和Baidu）进行翻译比较的原因有几个，涉及到它们

的普及性、广泛使用以及所采用的不同技术： 

1. 普及性和广泛使用 

Google Translate和Microsoft 

Translator是全球最著名的翻译工具之一，支持多种语言，并且在全球

范围内使用广泛。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在不同领域使用它们。 

Baidu 

Translate和Yandex分别在中国和俄罗斯更为知名，因此比较这些系统的

翻译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2. 翻译技术的差异 

Google Translate和Microsoft 

Translator采用神经机器翻译（NMT）技术，依赖深度神经网络更好地理

解上下文并提高翻译的准确性。 

DeepL被认为在翻译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欧洲语言之间，

采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Baidu 

Translate和Yandex的翻译风格可能略有不同，因为它们专注于各自地区

的语言（俄语和汉语），这为其翻译系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技术维度

，区别于西方系统。 

不同翻译工具对句子的翻译有不同，主要体现在用词和表达的差别上。 

以下是对比几种机器翻译的结果以及人工翻译的分析 

一、 对 Google Translate 和人工翻译的分析： 

منزله） القلب  ثنايا  فى  عزيزا   :Google Translate（أبلغ 

“告诉内心深处亲爱的人他的家” 

Google Translate: 

直译了“告诉内心深处亲爱的人他的家”，但未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情感和意

图。原文的含义是告知心中亲近的人，即使看不见他，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 

        人工翻译: 

更准确地传达了原意，“告知致亲，我的心他永远的家”表达了深情和心灵

的联系。（ألقاه ألقاه  لا  كنت  وإن   :Google Translate（أني 

“即使我不能见到他，我也会见到他” Google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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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了原文的意思，但表达上较为生硬，未能完全体现原文的意图。人工翻

译: 

通过“感应到他”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深层情感，显示了心灵上的联系。（

برؤيته  موصول  طرفي   ，”Google Translate: “我的四肢与他的视野相连（وإن 

Google Translate: 

直接翻译“我的四肢与他的视野相连”显得不自然且误解了原意。四肢不应

与视野相连，人工翻译: 

“我的视线与他永远相连”更贴近原文的情感，表达了目光上的联系。（  وإن

سكناه سكناي  عن   :Google Translate（تباعد 

“即使他离我的住处很远，他仍然有人居住” Google Translate: 

直译了原文，但未能传达诗意和情感上的联系，导致表达不自然， 

人工翻译: 

通过“我们的灵魂相互依偎”更准确地传达了即使身处不同地方仍保持心灵

上的接触的含义。（أذكره لست  أني  يعلم  ليته   :Google Translate（يا 

“我希望他知道我不记得他” Google Translate: 

直译了原文，但这与原意不符，原文实际上是在说愿他明白，我不会忘记他

أنساه  ）。 لست  إذ  أذكره   :Google Translate（وكيف 

“如果我不忘记他，我怎么能记住他呢？” Google Translate: 

直译了原文，表达不够流畅且与上下文不符，原文实际上是在说他不会成为

我的回忆，因为我没有忘记他。（أذكره لست  أني  توهم  من   :Google Translate（يا 

“噢，你以为我不记得他了” 这句翻译相对准确，但上下文不够完整。（

أنساه لست  أني  يعلم   ”Google Translate: “天知道我不会忘记他（والله 

直译了原文，基本准确。（مسكنه فالروح  عني  غاب   :Google Translate（إن 

“如果他不在我身边，灵魂就是他的居所” 直译了原文，基本准确。（  من

ينساه؟ القلب  كيف  الروح   :Google Translate（يسكن 

“谁住在灵魂里，心怎么会忘记他？” 直译了原文，基本准确。 

Google Translate: 

翻译准确性不足，常因直译和上下文理解不足导致表达不自然，未能完全传

达原文的情感和诗意。 

人工翻译: 

更好地理解和传达了原文的情感和上下文，通过自然流畅的语言表达了深层

次的含义。 

对比和分析 

1.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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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Translate：有些翻译偏离了原意，例如 

“我的四肢与他的视野相连” 

与原意不符。整体翻译有些不自然，并且与上下文不符。 

人工翻译：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情感和意图，例如“我的视线与他

永远相连”符合原意。 

2. 上下文理解： 

Google 

Translate：在上下文理解方面有所欠缺，导致一些翻译无法有效

传达原文的情感。例如， 

“即使他离我的住处很远，他仍然有人居住” 

与原文的意图不符。 

人工翻译：对上下文的理解较好，能够准确传达情感，例如“尽管

我们身处不同之地，但我们的灵魂相互依偎”。 

3. 语言流畅性： 

Google Translate：翻译有时显得生硬，不够流畅。例如， 

“我希望他知道我不记得他” 显得与上下文不一致。 

人工翻译：翻译更加流畅自然，准确表达了原文的意图和情感：“

愿他明白，我不会忘记他”。 

Google Translate 出现问题的原因 

1. 直译和字面翻译： Google Translate 

常常倾向于逐字翻译，这可能导致不自然的表达和误解原意。 

2. 上下文理解不足： 

机器翻译系统在处理复杂的文学句子时，可能无法全面理解上下文，

从而导致翻译的准确性下降。 

3. 文化和情感的处理： 

机器翻译可能无法有效捕捉和传达文化背景和情感细节，影响了翻译

的自然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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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虽然人工翻译更能理解和传达语言的细微差别和文化背景，却机

器翻译在这些方面常常存在不足。 

二、 对 ChatGPT和人工翻译的分析： 

（ عزيزا فى ثنايا القلب منزله أبلغ ）ChatGPT: “亲爱的，在我心中的挚爱” 

ChatGPT: 

这里翻译的是第三人称，未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情感和意图。原文的含

义是告知心中亲近的人，即使看不见他，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人工翻译: 

更准确地传达了原意，“告知致亲，我的心他永远的家”表达了深情和

心灵的联系。（ ألقاه  أني ألقاه  لا  كنت  وإن  ）ChatGPT: 

“尽管我未曾与你相见，我依然感觉与你相遇” ChatGPT: 

直译了原文的意思，但表达上较为生硬，未能完全体现原文的意图。人

工翻译: 通过 “感应到他” 

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深层情感，显示了心灵上的联系。（ طرفي موصول    وإن

 ”ChatGPT: “我的眼眸总是能见到你的身影（برؤيته

，翻译显得不自然且误解了原意。人工翻译: 

“我的视线与他永远相连” 

更贴近原文的情感，表达了目光上的联系。（ سكناي    وإن عن  تباعد 

 ”ChatGPT: “即使你远离我的住所，你依然住在我心间（سكناه

ChatGPT: 

直译了原文，但未能传达诗意和情感上的联系，导致表达不自然， 

人工翻译: 通过 “我们的灵魂相互依偎” 

更准确地传达了即使身处不同地方仍保持心灵上的接触的含义。（ ليته    يا

أذكره  يعلم لست  أني  ）ChatGPT: “但愿他明白，我从未忘记他” ChatGPT: 

这次翻译很好，表达原文的意思。（ أنساه    وكيف لست  إذ  أذكره  ）ChatGPT: 

“如何能忘记他，我从未停止思念他。” ChatGPT: 

这次翻译也很好，表达原文的意思。（ أذكر  يا لست  أني  توهم  همن  ）ChatGPT: 

“你以为我不再想起他，” 

这句翻译不太准确，而且上下文不够完整。（ لست    والله أني  يعلم 

 ”。ChatGPT: “可上天知道，我从未忘记他（أنساه

直译了原文，基本准确。（ مسكنه  إن فالروح  عني  غاب  ）ChatGPT: 

“即使他不在我的身边，他却居住在我的灵魂里” 

直译了原文，基本准确。（ ينساه؟  من القلب  كيف  الروح  يسكن  ）ChatGPT: 

“住在灵魂中的人，我的心怎么会忘记他呢？” 

直译了原文，基本准确。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Volume 6, Issue 2, January 2025 

203 
 

 

 

 

结果：ChatGPT翻译比谷歌翻译好，但不如人工翻译, 

在上下文理解方面有所欠缺，导致一些翻译无法有效传达原文的情感。 

  

ChatGPT翻译不准确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 语境理解不足：翻译系统有时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源文本的深层含义或

隐含的情感，尤其是在涉及文化背景或诗意表达的情况下，如：（   أبلغ

 。”ChatGPT: “亲爱的，在我心中的挚爱（عزيزا فى ثنايا القلب منزله

2. 语言结构差异：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句子结构、语法和表达方式上有很

大的差异。直接翻译可能会导致一些意义或语气的丧失，如：（ وإن    أني

ألقاه ألقاه  لا   :ChatGPT（كنت 

“尽管我未曾与你相见，我依然感觉与你相遇”。 

3. 多义词和表达：某些词语在不同语境下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如果没有

上下文或其他线索，翻译系统可能无法正确选择最合适的译词，如：

（ برؤيته  وإن موصول  طرفي  ）ChatGPT: 

“我的眼眸总是能见到你的身影”。 

4. 文化差异：阿拉伯语诗歌中常常有许多文化和宗教背景，而这些可能

在中文中没有直接的对应，导致翻译时无法完全保留原有的韵味和情

感，如：（ أنساه  والله لست  أني  يعلم  ）ChatGPT: 

“可上天知道，我从未忘记他。”，（الله）翻译成“天”。 

5. 情感表达：诗歌等文学作品往往包含深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在不同

语言中的表达方式可能不同，直接翻译有时难以传达原文的情感深度

，例如：（ مسكنه  إن فالروح  عني  غاب  ）ChatGPT: 

“即使他不在我的身边，他却居住在我的灵魂里”。 

在进行翻译时，特别是文学类的内容，常常需要结合上下文和文化背

景进行创造性的翻译，而不仅仅是逐字翻译。 

  

三、 Microsoft Translator 的翻译存在严重错误，尤其是第一句 

“她在家中心脏病发作” 

，完全与原文不符，导致整体意思不清。 

四、 Baidu 翻译也有很多错误，尤其是 “如果我不把它扔下来” 

，完全偏离了原文的意思。 

五、 Reverso 的翻译也有明显的错误，比如 

“在他家的心脏的褶皱中” 

，这种表达完全没有原诗的韵味和情感。 

六、 Yandex 

的翻译比其他机器翻译稍微好一点，但仍然有很多字面翻译和不

准确的地方，比如 “在他家的心脏的褶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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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DeepL 

的翻译相对较好，较为贴近原文，但仍有一些地方略显生硬，比

如 “我的四肢与他的视线相连” 。 

八、 人工翻译显然是最贴近原诗的情感和意境的，准确表达了原文

中的复杂情感和深厚的思念之情。 

     

机器翻译在处理诗歌这种需要高度语言感知和情感表达的文本时，往往表现

欠佳。人工翻译则更能够准确捕捉原文的情感和美感，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总之结果是，对于富有创造力和情感的文本，如诗歌、歌词、口语和幽默，

机器翻译通常难以准确把握其深层含义和情感色彩。因此，尽管人工智能在

机器翻译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专业翻译人员的参与仍然至关重要，特别

是在需要深入理解和传达文本深层含义的场景中。如何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培

养适应这些挑战的翻译人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因此，必须将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相结合，以跟上当今时代的步伐，并满足高

质量的翻译需求在速度和数量上的要求，同时继续通过改进教学大纲来提升翻

译人员的质量。 

翻译员在这个领域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例如需要掌握处理人工智能系统的新

技能，并了解如何改进自动翻译文本，使其适合和准确。因此，翻译员必须通

过不断学习和发展其技术和编辑技能来应对这些变化。 

在这种情况需要高校在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

，另外应增加对先进翻译工具的投资，以确保这些工具始终保持更新。同时，

必须探索更有效的方式来指导学生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工具。此外，还应建立新

的评价体系，以全面和准确地评估学生的翻译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总之，必须优化教学内容，以实现宽基础与精专业的结合，应基于时代发展需

求，紧跟行业前沿，持续更新和完善教学体系。在夯实学生语言基础的同时，

还应加强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通过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学生

的文化和科技应用适应力和包容力，以实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下面我提出一些建议，以改进翻译专业教材，从而提高当代译者的能力和技能

： 

（1）把人工智能翻译与人工翻译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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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可以使翻译教学更加地贴近实际工作需求，提

高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因为这需要将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相结合，从而为学生所学的科学知识增添价值。可以通过正确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将科技与翻译教学相结合：iv 

• 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术与翻译教学的融合 

 

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术是两种密切相关但各自不同的人工智能技术。

语音识别技术能够将人类的语音信号转换为文本形式，比如将录音转化

为文字；而语音合成技术则能够将文本转化为语音信号，即将文字朗读

出来。这两种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更智能和高效的语音交互。在语音翻

译领域，通过将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术整合，能够提供快速且准确的

语音翻译服务。 

  
  

第一、 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提供翻译培训的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 实时转录和反馈 

实时字幕：使用语音识别技术，将口译过程中说出的内容实时转录为文

字，显示在学生面前，帮助他们更好地跟踪和理解所听到的信息。 

即时反馈：通过对比学生的口译内容与系统转录的文本，提供实时反馈

，帮助学生识别和纠正错误。. 

2. 自我评估与练习 

• 录音与分析：学生可以使用语音识别软件录制自己的口译练习，系统可

以分析其发音、语速和流利度，并给出建议和改进方向。 

• 对比练习：让学生将自己的口译与专业口译员的录音进行对比，识别差

异并学习改进方法。 

3. 提升口语表达能力  

• 发音练习：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学生可以练习发音，系统会即时反馈发

音的准确性，帮助学生提高语音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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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口译：创建虚拟口译环境，学生通过语音识别系统进行模拟口译，

系统可以记录他们的表现并提供反馈。 

4. 分析和统计 

数据分析：通过记录学生的口译练习数据，分析常见错误、发音问题及

改进趋势，以便教师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 

• 绩效评估：系统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进度进行评估，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

成长和学习需求。 

5. 

集成到教学平台，在线学习平台：将语音识别技术集成到在线学习平台中，提

供丰富的练习和评估功能，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6. 

情境模拟模拟真实场景：创建与实际工作环境相似的模拟情境，帮助学生在压

力下练习口译，提高其应变能力。 

这些程序包括：Google Cloud Speech-to-Text、Microsoft Azure Speech 

Services、Dragon NaturallySpeaking 和 IBM Watson Speech to 

Text，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翻译学习平台结合使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

升培训质量和翻译教学。 

第二、语音合成技术，生成标准的语音，帮助学生了解和熟悉正确的发音，并

进行模仿和训练。学生根据合成语音进行口型练习、发音练习和语调练习，提

高口语表达的准确性和流利度。确实，语音合成技术在透视翻译翻译（将书面

文字翻译成口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实时反馈：在将书面文字翻译成口语中，语音合成技术能够实时生成翻

译文本的语音版本，帮助翻译人员即时了解他们的翻译效果。这种即时

反馈能够快速提升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2. 提高效率：通过将文本转化为语音，翻译人员可以专注于翻译的内容而

不是发音。这种方式有助于提升整体翻译的效率，尤其是在需要快速反

应的场合。 

3. 口语训练和练习：翻译学习者可以使用语音合成技术进行口语练习，模

仿标准的发音和语调。这有助于他们在视听翻译时准确传达原文的语气

和情感。 

综上所述，语音合成技术在视听翻译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翻译的效率和质

量，也为翻译人员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资源。语音合成技术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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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学习工具，帮助他们提高口语表达能力，掌握语言的发音

规范和语调，从而在实际交流中更具自信。 

第三、在笔译方面,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以技术为支撑

、以实践为主导的翻译教育方式，能够将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的优势相结合，

为学生提供更为灵活和个性化的翻译实践环境，以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和翻译

实践水平。 

在翻译教学中，将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相结合，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

和质量。以下是几种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1. 对比分析法：将机器翻译结果与人工翻译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

理解两者的差异与优缺点。通过对比分析，学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语

言和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从而提升翻译质量。 

2. 实践教学法：让学生亲身体验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的过程。例如，学生

可以先使用机器翻译进行初步翻译，然后利用人工翻译进行修正和润色

，以获得更佳的翻译效果。 

3. 课堂演练法：在课堂上组织小组活动，让学生进行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

的练习。学生可以根据所学知识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翻译，并在小组内

讨论和分享经验。 

通过这些结合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掌握各种翻译技巧，

包括词汇翻译、语法翻译和语言风格翻译。同时，这种方法有助于学生理解不

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并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使用现代翻译软件、平台和工具

，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应用翻译技术，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从而提供更全面、

深入和具有实践意义的翻译教育体验。这不仅能满足社会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

需求，也对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和实践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更加注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例如，设置专门的课程和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实际交流中学习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语言使用习惯和交际规则，以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特别在阿汉翻译

这个方面，在从阿拉伯语翻译到中文时，翻译者必须完全抛开阿拉伯式的思维

逻辑，转而采用中文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长句时。两种文化在思

维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反映在表达方式上。例如，在阿拉伯语中

，我们通常从小到大排列信息，如日期和地址。在阿拉伯语中，日期的顺序是

日、月、年，而在中文中则是年、月、日。同样，阿拉伯语的地址排列方式是

从小到大：“某某公寓，某某楼，某某街，某某区，某某市，某某省”，而中

文则是从大到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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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倾向于从整体或结果入手，而阿拉伯文化则更

注重细节。即使在方向上，中文的顺序是从东（东南西北）开始，而阿拉伯语

是从北开始。据说这一差异源自古代中国的农业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因此以东方为开始。而阿拉伯文化起源于沙漠环境，夜晚的温和气候更受欢迎

。 

这些差异也表现在词语的排列上，在阿拉伯语中我们说“右边然后左边”，而

在中文中则是“左边然后右边（左右）”。同样，时间短语的顺序在阿拉伯语

中是“先早后迟”，而在中文中则是“迟早”。甚至文化象征也不同，白色在

阿拉伯文化中象征纯洁和喜庆，而在中国文化中却象征悲伤，而红色在中国文

化中象征喜庆。 

在比喻表达方面，两种文化也存在差异。例如，在阿拉伯语中，我们用“月亮

”来形容美丽的女孩，但在中文中没有类似的表达，不会说“她是月亮（她是

月亮）”。这些文化差异背后都有其特殊的解释，翻译者需要对目标语言的文

化逻辑有深入的理解，并适应这些差异。 

第五、将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融入翻译教学中是一种能

够有效提高学生翻译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方式。   

在初级翻译教材，应增加一些与科技相关的课程，特别是最新的科技发展和翻

译中使用的重要软件，并根据这一领域的变化每年更新该部分内容。 

三、翻译技术风险 

    

现代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技术

的发明者、倡导者和使用者都不能忽视这些可能的负面影响。只有充分关注技

术发展的潜在风险，并确立完善的伦理规范，才能有效地趋利避害。 

在翻译技术方面，以下几个主要风险需要特别注意： 

1. 技术资源控制者对翻译的宰制：随着翻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这些

技术的依赖性也在增强。这不仅削弱了人们自身的翻译技能，还使得翻

译的控制权逐渐转移到技术资源控制者手中。这种变化可能导致译者失

去话语权，技术资源控制者成为翻译活动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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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言生成性受到抑制：翻译技术的应用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倾向于使

用规则严谨的“受控语言”，而非创新语言。这限制了语言的多样性和

生成性，可能削弱翻译在促进语言进化中的作用。 

3. 国家语言安全面临风险：翻译技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若国家失去对

翻译技术资源的控制，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语言信息安全。翻译技术的

发展也可能打破原有的语言生态，削弱小语种的地位，增加小语种翻译

的成本，对国家语言安全带来负面影响。iv 

总的来说，翻译技术的伦理问题已经超出了技术自身以及传统翻译伦理所能解

决的范围。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调整和规范人类在翻译技术方面的行为

，确保技术的发展能够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 

解决翻译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挑战的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促进技术与人类协同发展： 

强调人机协同：在翻译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强调人机协同，发挥

人类译员的主体作用，避免技术完全取代人工翻译。通过下列的措施： 

人工智能：（1）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大量重复性高、结构固定的翻译

任务。（2）支持开发智能校对和质量检查工具，帮助人类译员发现和纠

正翻译中的错误和不一致，（3）建立动态反馈机制，人工智能系统可以

根据人类译员的反馈不断优化和改进，通过用户参与的方式，可以收集

用户反馈和建议，不断优化和改进翻译技术，使其更加符合用户需求。

（4）不断提升翻译技术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与人类译员协同工作，提

供更加精确和多样化的翻译服务。（5）在特定领域和场景中开展翻译技

术的试点应用，积累经验，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通过示范项目展示翻

译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iv 

人类译员：（1）使人类译员则负责处理复杂、细致、需要文化背景知识

和情感表达的翻译任务，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适应性，提高翻译效率。

（2）建立和维护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辅助人类译员，提高翻译一致性

和效率，（3）支持机器翻译系统的持续学习和更新，逐渐适应新的语言

趋势和文化背景，以便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自然性，（4）加强对人类译

员的培训，使其能够有效利用翻译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翻译质量。iv 

鼓励创新和多样性：在技术开发过程中，（1）鼓励创新和多样性，开发

和应用多模态翻译技术，处理文本、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数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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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满足不同场景下的翻译需求。（2）避免技术单一化，提高翻译的质量

和丰富性。（3）开发适用于不同领域（如法律、医学、科技等）的专业

翻译技术，提供高质量的领域特定翻译服务。（4）支持和鼓励翻译技术

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推动技术创新，提升翻译的准确性和自然性。（5）

建立开放合作平台，促进技术开发者、学术研究者和行业从业者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翻译技术的发展。（6）在翻译技术中融入文化适

应性处理机制，使翻译结果更加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习惯，提高

用户满意度。（7）提供个性化翻译服务，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偏好，提供

定制化的翻译解决方案。 

通过强调人机协同和鼓励创新多样性，翻译技术可以在提高效率和质量

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发挥人类译员的独特优势，确保技术进步与

人类需求的协调发展。 

2.建立完善的伦理规范和法律框架：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制定和完善翻译技术相关的法律

法规，确保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防止滥用。 

设立伦理委员会：在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设立伦理委员会，对技术可

能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加强技术监管和控制：建立监管机构：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翻译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进行监督，确保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监控技术使用：对翻译技术的使用进行监控，防止技术被恶意使用，确

保技术在合理的范围内应用。 

推动技术的透明化和开放性：开放技术标准：推动翻译技术标准的开放

化，避免技术垄断，促进技术的共享和合作。 

公开技术开发信息：技术开发者应公开技术的开发信息和流程，接受公

众和行业的监督，确保技术的透明性。开发透明的翻译算法，使用户能

够理解和信任翻译过程，增加技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开放部分数据和

模型，促进学术研究和技术进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创新。 

• 增强技术教育和培训： 

提高公众技术素养：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公众对翻译技术的理解和认

识，增强风险意识。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Volume 6, Issue 2, January 2025 

211 
 

 

 

 

培养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高素质和道德责任感的翻译技术专业人才，确

保技术在开发和使用过程中遵循伦理规范。 

保护语言多样性和国家语言安全：支持小语种技术开发：政府和相关机

构应支持和资助小语种翻译技术的开发，确保小语种的地位和翻译成本

不会被忽视。 

加强国家语言安全管理：建立和完善国家语言安全管理体系，确保翻译

技术在国家语言安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防范潜在风险。政府和相关机

构设立专项基金和资助计划，支持翻译技术的研发和创新。鼓励企业投

资翻译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通过资金支持推动技术进步。建立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合作机制，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推动技术进步。加强

国际合作，借鉴全球先进经验，共同推动翻译技术的发展。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应对翻译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挑战，确保技

术的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整体利益。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结合现代技术（如神经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显著

加快了翻译过程，相较于传统方法更加高效。 

        

人工智能支持的技术可以极大地帮助译者提高语言技能，促进学习、自我评估

和即时反馈，特别是在训练和实践过程中。此外，这些技术在普通文本翻译中

提供了较高的准确性，减少了翻译错误，提升了翻译文本的整体质量。 

        

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技术在处理需要深入理解文化或上下文的文本时仍存

在困难。因此，仅依赖技术无法满足高度文化敏感文本的翻译需求。研究表明

，最准确和高质量的翻译往往是通过人工译者与技术工具的协作实现的。人工

译者能够纠正技术错误并处理复杂的文化因素，这些是现有工具无法完全掌握

的。 

       

此外，基于云计算的翻译工具可能会使用户数据面临泄露或滥用的风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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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制定严格的数据安全政策。过度依赖数字工具还可能削弱译者的核心技能

，例如分析性思维和对复杂语境的理解能力。 

        

因此，迫切需要开发培训项目，帮助译者在有效利用技术的同时保留其传统技

能，以在技术优势和翻译质量之间实现平衡。 

建议: 

• 加强译者使用现代翻译工具的技能。 

• 制定严格的隐私保护标准以保障数据安全。 

• 将技术作为翻译的辅助工具，而非完全替代人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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