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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申请新增

翻译硕士（英语笔译）专业学位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特

别是长三角地区对优秀外语人才以及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

化学院依托本校综合实力及本院学科优势，申请增设全日制翻译硕士（英语笔译）

专业学位（MTI）。

1. 主要理由

1.1 符合国家战略需求与时代发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7 月就研究生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我们面临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必须通过高度重

视研究生教育，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

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当前，

一方面翻译界在服务社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翻译与学习世界和传播中国紧

密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足，且专业领域分布失衡，与

国际水平相距较远。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诞生的，是适应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因此设立具有特色的翻译硕士学位

点不仅能够实现促进中外交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的高级翻译专

门人才之目的，亦是符合国家战略需求与时代发展趋势的。

1.2顺应上海城市发展的进一步需求

我校所在城市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上海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崛起，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等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与频繁，五个中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速，

对高层次外语人才的需求激增。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

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拥有跨文化意识、通晓国际规则、熟谙翻译理论与技巧

的笔译、口译专业人才是上海对外发展紧缺的重要人才，其中，对于涉外法治方

面的人才需求尤为突出。

1.3契合校级发展规划

长期以来，我校高度重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现实需求

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是德才兼备的高端跨学科



复合型人才，其培养的重点不仅在于思想政治素养、法律素养，同时也在于法律

外语素养，而法律外语素养是涉外法治人才关键素养，是所有涉外法治人才必须

熟练掌握的工作语言。因此，我校历来重视对专业外语人才的培养。

2. 开展拟实施方案

为了在原有俄语翻译方向的基础上能够顺利开展全日制翻译硕士（英语笔

译）专业的培养工作，结合现有资源及经验，目前已在专业规划、培养目标、培

养方式、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如下切实可行的方案：

2.1 专业发展规划

在充分利用学校优势资源的基础上，依托学校的学科优势制定了具有行业特色的

翻译硕士专业发展规划。我校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依托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等优势平台已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并承担了涉外卓越法律人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

师和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目在内的多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具有丰富的跨

学科人才培养经验，而涉外法治人才的外语能力，不是指普通外语，而是与法律

专业有机融合的专业法律外语。由于英语是国际通用语，是学好国际法和外国国

别法的基础，也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起点和关键。因此，我院能够依托在全国

范围内具有特色的上合基地平台，以及新闻、法学学位点辐射的保障条件，利用

较为成熟的跨学科培养经验，不仅对学科师资培育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

亦对专业发展做出了较为细致且具有特色的规划。

2.2 专业培养目标

本领域专业学位点旨在培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热爱祖国，品行端正，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具有较高双语水平，

能适应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法律笔译人才。

毕业生应掌握翻译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

具有较强翻译项目管理和语言资产管理能力、实际翻译应用能力以及写作表达能

力，熟练掌握现代智能科技在翻译中的应用，能够独立地、高质量地从事笔译工

作。

2.3 专业培养方式

采取课程学习、翻译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采取以校内导师负责为

主、校内导师与校外实践导师共同指导的模式。研究生指导小组由导师及本学科



或相关学科的教授、副教授或有博士学位的讲师组成，并聘请企事业的专家参与

教学、实践和论文指导。

2.4 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包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法律类、综合类、实践类选

修课。课程修读总学分不得低于 40学分（不含必修环节）。课程学习考核根据各

门课的大纲要求进行，由授课教师完成。其中必修环节包含文献研读、翻译实践

和专业实习：学生应完成本专业类别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学术期

刊、文献专著的研读。导师负责对学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查与考核，采用读书

报告、专题研讨，学生提交研读报告等方式进行考核；学生在读期间必须完成 1
5万字（以汉字计算）以上的笔译实践。翻译实践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进行，在

导师领导下参加法律翻译的实践活动。翻译实践结束后，研究生写出小结，指导

教师写出评语和评定成绩；学生就读期间应根据学校的组织和安排到符合资质的

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实习，时间不少于一学期。实习结束后，学生须将实习单

位出具的实习鉴定和评分交给学校，作为完成实习的证明。

2.5 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现有专任教师 12人。基于他们已具有大量口笔译实践经验的基础，本学位点还

将进一步提升其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能力。具体建设思路为：加强翻译相关的研

究，增加参加学术会议和与同行交流合作机会，以便多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以

研究反哺教学。为此，本学位点根据实际需求，分别拟定了“翻译理论和翻译教

学研讨会”、“MTI 建设培训”、“笔译教学”、“口译教学”、“法律语言研究”等各

类学术会议的召集与参会计划，为专业教师提升专业知识和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的

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

申请单位公章

2023年 2 月 28日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1：

与 翻译硕士（英语笔译） 专业学位教育相关的主干课程任课教师情况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称
何时起

任现职

最终学历

和专业
学位 所授课程

讲授

次数

近两年曾给

哪些班授课

近三年主要的相关

科研项目及实践经验

进修、培训经历

（项目、时间、地点）

1 李诗芳 56 教授 2009.9
博士研究

生，英语语

言文学

博士

法律英语 7
英语、翻译专

业本科

1、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依法

治国背景下刑事司法语

言研究与运用》

2019 暑期全国高校翻译

专业口笔译高级培训班

（吉林长春）。语言学导论 7

2 欧阳美和 56 教授 2006.7
硕士研究

生，汉语言

文学

硕士 英国文学 14
英语、翻译专

业本科

1.主持翻译《国外语言政

策研究》（10 万字）；

2. 参与翻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

策》（25 万字）

2020 暑期全国高校翻译

专业口笔译高级培训班

（线上）

3 吴苌弘 44 副教授 2016.5
博士研究

生，法学
博士

《翻译理论与实

践》
6

英语专业本科

生
1.2022 国家社科基金“基

于多语语料库的中国《民

法典》术语外译研究”

2.译著：《翻译研究（第

四版）》，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22 年 12 月版。

2019 暑期全国高校翻译

专业口笔译高级培训班

（吉林长春）。

《法律英语》 15
英语专业本科

生

《翻译概论》 2
翻译专业本科

生

4 夏甘霖 50 副教授 2007.7

博士研究

生，外国语

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博士

英汉/汉英口译 12 英语专业本科 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一般项目《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背景下的法

律双语知识库建设与应

用研究》。

2022 年出版译著《国际

电影业史（1890-1940）
--作为产业的崛起》（上海

财经大学出版社）

1、2019 暑期全国高校翻

译专业口笔译高级培训

班（吉林长春）。

2、2015-2016 美国匹兹堡

大学 LRDC 访问学习

学术论文写作 10 英语专业本科

实用英语修辞 6
英语、翻译专

业本科



5 胡道华 46 副教授 2012.12

博士研究

生，外国语

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博士

《翻译理论与实

践 1》
2

2019 级英语 1
班、英语 3 班

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一般项目《立法条

文中“条件”的语言表述

研 究 》， 课 题 批 准 号

2019BYY010。
2.第十二届“中国法律英

语教学与测试国际研讨

会”小组发言，论文题目

“法律语篇中的条件标

记——《民法典》及其英

译本的对比研究”，2022
年 11 月 26 日，上海。

1.“国际传播视域下的应

用翻译研究：教学与科研

——第二届高校翻译教

师云中线上研修班”，

2021 年 11 月 27-28 日，

上海。

2. 2023 年寒假教师研修，

2023 年 2 月 16-18 日，国

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

《翻译理论与实

践 2》
2

2019 级英语 2
班、英语 4 班

《商务翻译》 3

2020 级翻译 1
班；

2021 级翻译 1
班

6 张萍 46 副教授 2018.12
博士研究

生，翻译学
博士

《英语阅读 1》 3

2019 级，2020
级,
2021 级 ,2022
级

1.理雅各《中国经典》译

释策略及跨文化传播研

究,2022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项目编号：22BYY041),
主持人；

2.基于《中国经典》的理

雅各译释策略研究 , 上

海政法学院校级科研项

目(项目编号：2020XJ12),
主持人，结题。

1.2020 暑期全国高校翻

译专业口笔译高级培训

班（线上）

2.“第十一期法律翻译教

学与高端法律翻译人才

培养” 研修班 2021.12
（线上）

3.新时代翻译话语体系建

设高层论坛 2022.11.5（线

上）

《英汉/汉英口

译》
1

2020 级 001
班、002 班；

《联络口译》 2 2020级 001班

7 徐文姣 35 讲师
2020 年

7 月

博士研究

生，国际关

系专业

博士

学位

《综合英语 4》 1
2020 级 英 语

002 班和翻译

004 班

1.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全球疫情监

测预警合作与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构建研究”；

2022 年 9 月至今，在研；

2.2021 年度上海政法学

1.2020 年 8 月参加线上

“全国高等院校翻译专

业师资在线培训--法律翻

译实务培训班”并获证

书；

2.2021 年 8 月参加“第十
《综合英语 1》 1

2022 级 英 语

002 班和翻译

004 班



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全

球公共卫生监测预警机

制研究” 2020 年 5 月-
至今，在研；

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

拿大研究中心 2021 年蓝

皮书研究项目“加拿大公

共卫生预警机制研究”，

2020 年 9 月 -2021 年 9
月，已结项。

期全国高校法律英语师

资(线上)高级研修班”并

获证书；

3.2021 年 11 月参加“国

际传播视域下的应用翻

译研究第二届高校翻译

教师云中线上研修班”并

获证书。

4.2022年 8月参加国家高

等教 育智慧 教学平 台

“2022 年暑期教师研修

专题培训”并获证书。

5.2022年 8月参加温州大

学举办的“新时代外国语

言文学学科学术研究能

力提升研讨会”并获参会

证明。

6.2022年 10月-12月参加

上海政法学院青年骨干

“党性修养暨能力提升”

专题培训班并获培训证

书。

《英语视听说 1》 1
2020 级 英 语

002 班和翻译

004 班

8 张静文 39 讲师
2014 年

4 月

博士研究

生，英语语

言文学专

业

博士

学位

《英国文学》 2

2020 级 1 班、

2 班；

2019级英语专

业 1 班、2 班

1. 2021 年 6 月立项校级

青年基金科研项目“物理

论视域下的威廉 ·卡洛

斯·威廉斯研究”；
2. 发表学术论文“威

廉·库柏前浪漫主义诗歌

《使命》的反田园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1.2023 年寒假教师研修，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 台

（ 2023.01.01-2023.02.28
）；

2.2022 年暑期教师研修，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 台

《美国文学》 2

2020 级 1 班、

2 班；

2019 级 1 班、

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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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学术论文“数字

信息化背景下高校教师

职业发展途径探析”，《新

文科背景下的语言文化

研究和教育教学思考》，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年出版；

4. 发表学术论文“《牛津

语言政策与规划指南》评

介”，语言安全研究论文

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22 年出版；

5.主讲课程《英国文学》

获批上海市一流本科课

程

（ 2022.07.20-2022.08.31
）；

3.第一届文学伦理学批评

国际研修班，浙江大学

（ 线 上 ） ，

2021.07.17-2021.07.18；
4.法律翻译实务培训班，

中国翻译协会（线上），

2020.08.01-2020.08.26。《文学翻译》 2

2021级翻译专

业

2020级翻译专

业

9 姚春雨 39 讲师 2012
博士研究

生，英语语

言文学

博士

《跨文化交际》 3

2020级翻译专

业 1、2 班；

2020级英语专

业 1、2 班

1.主持上海政法学 院

2022 年校级项目《新时

代我国卓越涉外法律人

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研

究》。

知行合一：外教社全国高

校多语种教师科研素养

提升暑期研修班，2022 年

8 月，线上；

外语教育研究：方法与案

例，2022 年 8 月，线上；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跨

文化外语教育：理论与实

践研修班，2022 年 8 月，

线上；

跨文化研究设计与实施

——论文写作与发表，

2022 年 8 月，线上。

《英汉对比与翻

译》
3

2020级翻译专

业 1、2 班；

2020级英语专

业 1、2 班

《中外文化比

较》
3

2020级翻译专

业 1、2 班；

2020级英语专

业 1、2 班



专业学位相关课程

任课教师总人数
16

专业学位相关课程任课教师

中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者

的人数

16
专业学位相关课程任课

教师中有实践经验者的

人数

14
专业学位相关课程任课教师中

曾在国外学习或进修者的人数
11



附件 2：

近两年与 翻译硕士（英语笔译） 专业学位教育相关的主干课程教学情况汇总表

课程名称
课内

学时

授课对象（届

别、班号）

上课

人数
时间

地点

任课教师 教 材

（书名、作者、出版社）

案例教学情况（若使用案例，列出主要

案例名称及来源）姓名 职称 学位

翻译理论与实

践
30

2019级 001、003
24+2
5

周三 1-4
主 318C

胡道华 副教授 博士
《英汉翻译基础教程》，主编/穆雷，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8年

2019级 002、004 28+3
0

周三 1-4
信 408

吴苌弘 副教授 博士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第 2版）》，孙致礼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级 002、004 25+2
5

周三 1-4
主-303C

胡道华 副教授 博士
《汉英翻译基础教程》，主编/冯庆华、陈科芳，

2008年

2019级 001、003 28+2
9

周三 1-4
信 408

吴苌弘 副教授 博士 《汉英翻译基础教程》，主编/冯庆华、陈科芳，

2008年

2020级 001、003 24+2
5

周三 1-4
信 408

吴苌弘 副教授 博士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第 2版）》，孙致礼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0级 001、003 24+2
5

周三 1-4
信 408

吴苌弘 副教授 博士 《汉英翻译基础教程》，主编/冯庆华、陈科芳，

2008年

英汉/汉英口译 30 2019 英语翻译

专业 001 班

25 星期三[5-6
节]/信

-408(语音

室)

夏甘霖 副教授 博士 1、《口译教程》，杨柳燕，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

2、《交替传译实践教程》，戴惠萍，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 英语、翻译

专业 002 班

25 星期三[5-6
节]/主

-204C(语音

室)

张萍 副教授 博士 同上



2019 英语翻译

专业 003 班

25 星期三[5-6
节]/信

-408(语音

室)

夏甘霖 副教授 博士 同上

2019 英语、翻译

专业 004 班

25 星期三[5-6
节]/主

-204C(语音

室)

张萍 副教授 博士 同上

2019 级涉外律

师卓越班

51 星期二[1-2
节]/信

-408(语音

室)

夏甘霖 副教授 博士 《口译教程》，杨柳燕，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2020 英语翻译

专业 001 班

50 星期五[1-2
节]/主
-303C

张萍 副教授 博士 1、《口译教程》，杨柳燕，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

2、《交替传译实践教程》，戴惠萍，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0 英语、翻译

专业 002 班

50 星期五[3-4
节]/主
-303C

张萍 副教授 博士 同上

2020 级涉外律

师卓越班

51 星期二

[10-11 节]/
主-304C(语

音室)

夏甘霖 副教授 博士 《口译教程》，杨柳燕，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法律英语

30 2018级 001、002 50+4
0

周一 5-8 吴苌弘 副教授 博士 《法律英语教程》宋雷主编，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级 001、003 25+2
5

周二 1-4 李诗芳 教授 博士 《法律英语教程》宋雷主编，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级 003、005 25+2
5

周一 5-8 徐文娇 讲师 博士 《大学法律英语 1》张法连主编，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级 002、004 25+2
5

周二 1-4 李诗芳 教授 博士 《法律英语教程》宋雷主编，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附件 3：

与 翻译硕士（英语笔译） 专业学位教育相关的博士

点、硕士点情况

博士、硕士点名称 准时间 已招生人数 学术带头人
教授、副教授

人数

翻译硕士 2021 年 0 华莉 13

新闻传播学

（一级硕士学位点）
2018 年 56 戴元光 18

新闻与传播

（专业硕士学位点）
2018 年 60 邢虹文 18



附件 4：

用于 翻译硕士（英语笔译） 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条

件

教学设施情况

配有多媒体设备的教室
教室个数 座位总数

8 400

配有投影仪的教室
教室个数 座位总数

8 400

实验室和计算机条件
建设完成了三间共计 150 个座位的翻译实验室，并配备了用

于翻译教学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和多语种语料库平台。

学生使用校园网的条件 学生可使用校内账号在校园内外登录访问校园网资源

与专业学位教育有关的

其它教学设施情况

除了已配备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和多语种语料库平台资

源，本学位点还依托设在上海政法学院的“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共享该基地的智库资源和

国际会议同传设备，可用于翻译硕士实践教学。

图书资料条件

与专业学位教育有关的可供

学生借阅的专业图书册数

中文 外文

3 万册 0.8 万册

与专业学位教育相关的可供

学生阅读的专业刊物份数

中文 外文

120 种 60

可供学生阅读的报纸份数
中文 外文

61 17

光盘数据库情况 31 个中文电子数据库，18 个外文电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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