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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传播视阈下 ICT 文档创译方法论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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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各行各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日益迫切，如何快速且准确地翻译 ICT（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

技术和产品信息，并有效地进行本地化以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成为企业对外传播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

通过对“思源华为杯”创译大赛获奖文档的案例分析，探讨 ICT 文档的类型特点、基于读者导向的多模态传播形

式及其效果，研究并评估创译策略的运用效果。研究重点在于构建一种适用于技术传播视阈下的 ICT 文档创译方

法论与策略，以丰富翻译文本的类型，并拓展技术传播视阈下的翻译观。希望通过推动 ICT 企业基于目标读者实

现有效且全面的创译传播，帮助更多外国读者理解中国，从而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技术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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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methodology and strategies for ICT document trans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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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demand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rows across various industries, a key challenge in corporat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is how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translate information and product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while effectively localizing it to meet the needs of target audie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award-winning entries from the "Siyuan-Huawei Cup" Transcreation Competition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CT document types, their reader-oriented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forma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approaches. The 
study focuses on developing a methodology and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ICT document transcreation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It aims to enrich the types of texts handled in translation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rough the lens of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Ultimately, it seeks to support ICT companies in delivering effective, 
audience-centered transcreated messages to help international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and to share China's "technical 
voice" with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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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各行业信息化建设推进，我国综合国力和国

际地位显著提升。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仍

是“他塑”而不是“自塑”。大部分 ICT 企业意识淡

薄，仍未认识到外宣文档在市场推广中的重要性，在文

档制作中缺乏系统性，过于枯燥的描述和缺乏情感的

表达使得故事缺乏吸引力，文档质量水平参差不齐。这

种情况下，即使企业拥有优秀的产品和技术，也难以

“走出去”。因此，必须承认现有问题的存在，创新适

应目标读者的外宣方式。正如习近平在给人民日报海

外版创刊 30 周年的重要批示中指出，用海外读者乐于

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在传播策略上，宜根据目标受众的审美距

离，灵活运用副文本和增译、省译、改写等技巧，创造

为目标受众可接受的文本。因此，本文将从能解决现存

问题的策略——技术传播的角度出发，以“思源华为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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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译大赛获奖文档为研究对象，提出一个可操作的创

译模型，旨在为 ICT 文档英译提供新视角。 
2 技术传播视角下的创译理念 
技术传播是一门化繁为简的技艺，可以将复杂难

懂的技术信息，变成易于读者消化和理解的内容，进而

帮助用户又好又快地完成任务。我们认为技术传播就

是多模态的有效传播，注重文字、图画、音频、视频、

网页等各种模态对专业信息的有效组织与呈现。技术

写作作为技术传播在翻译领域的应用，不同于传统意

义上的翻译，具备原创性翻译能力，是表述知识和操作

知识的高度融合（王传英，2011）。 
国内有关的创译方法论研究较少，以技术传播为切

入点的相关创译研究更为稀有，针对 ICT 行业的研究则

基本没有。目前文献都主要聚焦在单独的技术传播原则

与规范、创译重要性等理论探讨上。吾雅平、王婷、黄

玺（2022）调研了企业品牌翻译的创译理据与实践，认

为为促进更深入的营销传播，创译已然具备深厚的文化

和市场价值。王怡和刘世英（2020）认为：“技术传播

可以促进产品或服务的上市、宣传和推广，并确保产品

或服务得到合理、有效和高效的利用”。从加速文化和

企业走出去的视角来重新定义翻译的角色和职责，创译

具备广大的实践领域。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特定 ICT 文

档的语言特征，深入探索适用于 ICT 领域的创译策略。 
3 ICT 文档翻译的语言特征 
ICT 文本呈现以下普遍的语言特征：有大量术语、

词语往往偏积极正向、逻辑结构清晰、内容精简。另外，

不同文本类型的 ICT 文档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具有不

同的风格，比如： 
（1）用户手册与支持文档：这类文档是直接面向

最终用户的文档，它们通常包含了产品的操作说明、功

能介绍和故障排除等内容。需要结合目标文化清晰地

翻译，确保用户能够轻松理解，跟随指令进行操作。 
（2）技术规范：技术规范文档则更加注重专业性

和精确性，它们详细描述了技术要求、性能标准和设计

参数，翻译工作最好具备相应的技术背景知识。 
（3）研究报告：研究报告通常包含最新的研究成

果和技术动态。翻译时需要注意文献的引用规范，确保

严谨性和权威性。 
（4）营销文档：如宣传册、广告和产品介绍等文

档语言风格倾向于吸引人、易于记忆，并能够激发潜在

客户的兴趣。翻译时应注重语言的流畅性和呼吁性。 
ICT 文档创译要求译者能有较强的原创能力、写作

能力、整合能力和排版布局能力。接下来笔者将分析不

同形式的创译是如何影响信息传播和用户体验的。 
4 多模态创译形式与传播效果 
在数字变革的传播过程中，有众多利用多种感官

以及多种媒介来传达信息的传播方式，其优势在于可

以更全面、更立体地传递信息，增强受众对信息的吸收

率和记忆效果。 
对于 ICT 企业而言，通过结合不同模态传播形式

的文档也具有不同的创译特点和传播效果，比如： 
（1）以文字与图像结合为例。一款智能手机的用

户手册，除了文字描述外，还配以手机界面截图、操作

示意图等图像甚至视频，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操作

步骤和功能。在创译过程中，需要译者具备较强的图文

处理能力。传播效果方面，文字与图像相结合能够提高

文档的可读性。 
（2）以交互式内容为例。一款智能家居产品的在

线体验，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操作控制家居设备，体验产

品功能。在创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仅保持原文的准确

性，还需考虑如何在译文中保留交互式体验的模拟能

力。此类内容能够增强用户参与感，提高用户对内容的

认知度和满意度。 
以 Apple 公司的产品发表会为例，其通过精心设

计的幻灯片、产品视频、语言表达结合现场演示，不仅

向受众展现了产品的功能性质，还传递了品牌的设计

美学和技术创新的价值观。其结果是一个高度整合的

传播体验，激发了受众激烈的情感反应，这在产品发布

后的市场反响中得到了明显证实。再以微软为例，当发

布新版 Office 软件时，它提供多语言版本的文档、可

视化教程以及操作视频。这些多模态材料不仅帮助用

户理解软件的操作方法，还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用户

共同的使用经验，强化了品牌的全球形象。 
5 ICT 文档创译方法论 
根据技术传播的设计原则和写作理念，笔者将主

要探索技术传播视阈下 ICT 文档创译的策略，从以下

六个方面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包括译前准备、信息组

织、切合主题、读者导向等翻译方法，具体来说还涉及

如何确定创译文档风格、选择时间或空间等组织模式、

明确文档目标用户和发布渠道等需要遵守的创译原则。

结合华为思源杯历届创译文档，探讨如何通过策略优

化，提高 ICT 文档创译的质量和效益，使创译文档易

于理解、易于使用、易于查找。 
（1）充分准备 
在创译文档之前，充分的准备需要译者了解原文

本所涉及的细节、背景，同时考虑目标读者的预期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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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一过程包括深入研究主题、了解作者和读者、明

确文档用途，以及其发布渠道。每种渠道都有其特定的

受众和规则，对翻译的格式、风格和语言选择都提出了

不同的要求。 
以第一届思源华为杯的赛题举例，主题内容为华

为云 CloudDE，赛题明确了以华为云的营销人员视角

进行创译，那么在语言行文上就要注意简洁专业、清楚

直观。译文文档用途为宣传产品、提升品牌效应，对译

者的挑战就是需要让目标读者能了解华为云产品可以

帮助各行各业发展，选择该产品的优势在何处。此外，

主办方提出创译文档的发布渠道为杂志期刊，译者则

可以在排版布局的时候参考杂志的页面组织、双语对

照的翻译方法、以及杂志期刊的语言风格等，以使创译

文档的文案通俗易懂，语言清晰精炼，内容图文并茂，

排版美观简约。 
（2）组织得当 
技术写作与其它类型的写作不同，技术写作需要

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关键信息，从而满足特定用户的需

求（王怡，刘世英，2020）。它涉及信息和想法的有效

组织、结构化以及内容的逻辑连贯。一个拥有良好信息

组织的文档可以帮助读者清晰地理解信息，并按照创

译者的意图来解读内容，各部分之间有适当的过渡。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将内容分模块化并且在

每个模块使用一个亮眼的小标题来实现。模块化的内

容安排可以提高读者的记忆力和理解度。每个模块都

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子主题或概念上，通过段落间清晰

的分隔，可以简化复杂的信息，使其更加易于消化。译

者应当确保每一部分都紧密围绕中心主题展开。在信

息爆炸的时代，读者更倾向于那些能够迅速传达关键

信息且方便检索的文本。而小标题不仅能够帮助读者

快速地抓住主要观点，也能提供直观的结构，使读者在

浏览时能够轻松跳转至其最感兴趣的部分。 
以第三届思源华为杯创译大赛为例，赛题中要求

根据提供的两篇共计 4000 字的“数据防勒索与数据保

护”主题文章进行创译，对信息进行重组提炼，形成信

息组织良好、阅读体验佳的创译稿件，创译文档不超过

1000 字。原文要精简到 1000 字，说明译者需要抓住重

点并重组，此类外宣营销类文档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广

产品，所以可以按照What-Why -Where-Who的经典 4W
结构来组织信息，比如 What is Huawei Solution?模块介

绍华为该产品的工作原理和特点，展示技术的先进性；

Why Huawei Solution?模块解答为什么选择华为防勒索

解决方案，客户选择华为能收获何种效益；而第三模块

Where to use Huawei solution? 旨在展示华为防勒索产

品的对于各种潜在场景的适用性；第四模块的 Who can 
use Huawei solution?则能够强调华为产品覆盖全用户，

展现其优秀的竞争力。 
Markel（2018）在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中提到

技术信息常见的组织模式，除了上述的经典 4W 结构

外，还有其它几种：时间顺序、空间顺序、从一般到具

体、从主要到次要，从原因到结果、从存在问题到解决

方案等。 
（3）切合主题 
由于汉语“重文气、轻文理、重意合、轻形合”的

特点，在技术传播中汉语比英语更容易混淆。因此，在

翻译 ICT 文档时更需要用词精准，选取平行文本中的

高频词汇。通过精确的术语使用和恰当的风格匹配，译

者也可以减少读者理解上的困难。透过简化的解释和

实例展示，创译能够使得主题不失其真实深度的同时，

对读者来说更加亲切和易于接受。以第四届思源华为

杯创译大赛为例，中文原文赛题给出的是“最后，欢迎

大家加入到 openEuler 的大家庭中，能在 openEuler 之
上创造更丰富的智能世界。openEuler 社区欢迎大家！”

字数较长，但都在体现号召的目的，而在一等奖作品中，

文档的最后将这句话创译为了： 

 
图 1  第四届比赛创译结束语 

字数从中文的 40 字精炼为了英文的 8 个单词，但

所需要传达的意思并未被削弱，相反，口号式、短语式

的话语比冗长的完整句来说更加具有力量和力度。这

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切合文档推广营销的主题，所

完成的精彩创译。 
（4）读者导向 
创译的核心要素是读者导向，创译内容的设计和

表达应当首先考虑目标读者的需求和预期。为了实现

这一点，创译者需对目标受众进行深入了解，站在读者

的角度考虑问题。使用主动语态呈现信息更能提高文

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因为主动语态构造的句子通常

比被动语态更直接、更有力。同时，整洁的文本布局有

利于阅读的清晰性，如何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毫

不费力地理解内容，是创译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以第一届思源华为杯大赛为例，赛题原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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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IDE 这样一款工具如何为不同需求、不同背景、

不同水平的开发者都提供良好的服务呢？”，主语是产

品，用户是宾语，而在图中一等奖作品中： 

 
图 2  第一届比赛创译小标题 

 
译文以读者角度撰写，由产品主语、服务用户转向

用户主语、增强代入感，避免疏远读者。 
同样以读者为导向的创译方法，也出现在另一句

创译文案中。一般来说，由于文化差异，国内企业文体

较正式，遣词造句工整得体，多用第三人称，力求信息

客观真实；国外企业在正式程度上相对较低，语言朴实、

灵活轻松，而且多用第一、二人称，体现企业以服务为

本的态度（朱敏华，2012）。像这一句“用户使用

CloudIDE 时轻松导入代码模板和例程，不论身具何种

开发水平，不论意图何种开发框架，一键式导入例程代

码，随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创新。而且，我听

说真正的高手更喜欢 DIY 开发自己的插件！” 

 
图 3  第一届比赛用户视角创译 

 
译文中用“你”和读者交谈，最大限度地拉近了企

业与客户的距离，提高了文字的共情能力，提升了客户

购买这家企业产品的意愿。 
（5）直观展示 
除了文字的转换，直观展示也非常关键。创译者需

要通过恰当的视觉呈现，辅助文字内容，增强读者的阅

读体验。这一步需要考虑到设计布局和色彩使用，这些

非语言元素同样会对读者的接受度产生影响。  
比如列表式语言可以有效地总结和梳理关键点，

不仅能够分清主次，还可以强化结构，将复杂的段落划

分为简易的枚举项，从而提高文档可读性。同时，图像

化的内容展示能够突出视觉效果，将复杂数据或概念

以视觉友好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样的可视化信息常常

比文字更易于解读和记忆。 
不过，译者需要注意在使用列表式语言时一定要

注意语篇内部的平行结构，可以利用合并同类项的方

法找出句子中类似的部分，再用项目符号列举出不同

的内容，列表前后的文字应该引导读者理解列表的作

用和意义，切记要保证句子和语法的合理性。 
以第四届思源华为杯大赛获奖一等奖作品为例： 

 
图 4  第四届比赛可视化创译 

 
在描述华为 openEuler 开源社区的发展现状时，中

文原文用了一段数据+说明性词语来进行陈述，读者阅

读一次之后能记住的信息点可能少之又少，但是一等

奖作品将这一段文字创译为了图像+数据+名词的展示

形式，读者在看到图象时，能加强对文字的理解，而在

看到数据时，又能加深对信息的印象。 
（6）独具匠心 
独具匠心的设计不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还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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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息的清晰度和传达的效果。根据技术传播理论，

CRAP 原则是一套被广泛认可的设计准则，包括对比

（Contrast）、重复（Repetition）、对齐（Alignment）
和亲密性（Proximity）四个要素。 

（1）对比：通过使用不同的字体大小、粗细、颜

色或其他视觉元素，对比可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区分不

同的信息和层级。 
（2）重复：在整个文档中重复使用相同的设计元

素（如颜色方案、字体、图像风格），可以建立一种视

觉统一性，帮助读者识别相似类型的信息。 

（3）对齐：文本和图像的整齐排列可以创建干净、

有序的视觉效果，使阅读更流畅。 
（4）亲密性：将相关的信息组块放置在一起，通

过空间距离创造视觉的联系。 
以第四届华为思源杯的为例，以下图 5 图 6 为大

赛给出的其中一段中文原文试题，要求呈现出阅读体

验佳的英文作品，图 7 则为一等奖获奖作品对这一段

文字进行的创译。 
这一段中文原文长达约 1200 字，如果全部按照原

文顺序直译过来，得到的即为下图 8 中的文档效果： 

   
图 5  第四届比赛原文选段                            图 6  第四届比赛原文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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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原文选段图 5、6 创译 

 
图 8   原文选段图 5、6 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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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直译文档中虽然也有分点列出的步骤，

但是与图 7 的创译文档相较而言，图 8 明显需要耗费

读者更多的时间与注意力才能完成指令与引导任务。

在图 7中，创译者在整个文档中重复使用相同的颜色、

字体元素，并且通过不同字体大小、视觉距离与信息模

块来区分信息层级，再通过整齐排列创造良好的阅读

体验，自然让读者能够快速获取有用信息。 
此外也可以注意到，适当的留白也可以使页面看

起来更加美观，从而减少视觉疲劳，允许读者的眼睛在

阅读内容时有喘息的空间，增强信息的可读性和布局

的清晰度。比如文字与图片间的留白需要恰当，以确保

视觉焦点不被分散；页面边缘和栏目间的留白应适中，

既不过于密集造成重叠，也不过于稀疏造成断裂。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在《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一书的指导下，笔者期望能够通过规

范创译的过程，也就是在技术传播视阈下创建一个 ICT
文档的翻译模型（如图 9）。笔者认为，首先在创译前

应该进行充分的准备，掌握原文档的主题内容、发布渠

道等，对原文的作者以及译文的读者有清晰的认识，分

析用户需求。然后，在充分理解中文文档的基础上，把

握核心内容，精炼地提取出企业想要展示的重点以及

客户需要的信息。同时，要注意突破中文文字的束缚，

保持原文档的写作风格，切合主题。根据技术传播理念，

用词具体利落，最好使用主动语态、第一人称，拉近与

客户的心理距离。 
在文本呈现方式上，也要发挥创造力，利用图表、

列表等直观展示的方法创造令人眼前一亮的设计与布

局，结合 CRAP 等原则，让客户拥有愉悦的阅读体验。

最后，检查文本内容的正确性和内部逻辑是否清晰易

读、达到技术传播的要求。 

 
图 9  ICT 文档的创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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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ICT 技术文档翻译是企业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直

接影响国际客户对企业形象的认知。调研发现，多数企

业存在机械直译甚至单语传播现象。建议企业实施创

译策略，将技术传播理念融入文档流程，通过精准的本

地化表达提升品牌认知度。 
此外，技术革新促使语言服务向多元化发展，译者

的核心能力已超越传统文字转换范畴。面对机器翻译

的迭代压力，译者需译出兼具技术准确性与传播感染

力的创译文档。这种能力是实现技术话语体系国际传

播的关键。 
综上所述，技术传播的手段有助于引导更多外国

读者读懂中国，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ICT
文档创译方法论和策略研究对于提升企业形象、加强

品牌传播、满足市场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应该重视

文档创译，提高文档质量，以更好地实现企业的发展目

标，对于 ICT 领域，有必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技术

声音”、“科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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