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翔

■教育经历

 博士后（2024.07-2026.07）：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博士后

 博士（2019.01-2023.02）：泰国兰塔纳功欣皇家理工大学、教育管理、博士

 硕士（2008.09-2011.06）：西南科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本科（2004.09-2008.06）：西南科技大学、英语、学士

.■工作经历

主持省部级课题 1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 项、市厅级课题 3项、横向课题 2项；主研省部级课题 6项、

市厅级课题 5 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篇（其中 SSCI 检索 8 篇、CSSCI 收录 1篇、Scopus 检索 2 篇），出版专著 1 部，参

编教材 1 部。担任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urrent Psychology, IEEE Access 等 SCI/SSCI 期刊

审稿人。

主持校级一流专业 1个、一流课程 1 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 门、混合式课程 1 项、教研教改项目 3 项（其中重点

项目 1 项）、教材建设项目 1项。

■主持科研项目
基于 BERTopic 和 DTM 模型的攀枝花“共同富裕”网络形象研究，攀枝花市社科联课题，2024.05-2024.11，0.05 万

元，在研。

基于文本挖掘的三线建设文学海外译介和传播研究，四川省社科联课题，2022.08-2023.08，1.5 万元，已结题。

基于信息技术的翻译教学团队建设与创新能力培养，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22.07-2023.06，2 万元，已

结题。

服务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的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吸引力提升研究，攀枝花市社科联课题，2023.06-2023.12，

0.05 万元，已结题。

泰国华文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课题，2020.06-2021.06，0.4 万元，已结题。

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以《盘龙》英译为例，四川网络文学发展研究中心课题，2020.06-2021.06，0.7 万元，

已提交结题。

■近五年指导学生情况

 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9项，其中国家级 3 项、省级 2 项；指导本科学生发表学术论文 9 篇；指导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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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英语口译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学科竞赛，15 次获评“优秀指导教师”。担任西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导师；担任 2021 级、2022 级、2023 级方毅钛班导师；担任 2020 级翻译 2班导师。

■发表学术论文

 Li X, Pu R*, Phakdeephirot N.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Students’ Employability: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J].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24.

https://doi.org/10.1108/ET-12-2021-0464 (SSCI Q1, 中科院三区，第一作者)

 Gao Z, Li X*, Liao H. Teacher support and its impact on ESL student engagement in blended learning: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L2 grit and intended effort[J]. Acta Psychologica, 2024, 248: 104428. (SSCI Q2, 中科院四区，通讯作者)

 Li X, Zhang J*, Yang J. The effect of computer self-efficacy on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engagement[J]. Acta Psychologica, 2024, 246:

104259. (SSCI Q3, 中科院四区，第一作者)

 Li X, Gao Z*, Liao 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cceptance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J]. PLoS ONE,

2024, 19(2): e0297297. (SCI Q2, 中科院三区，第一作者)

 李翔，高朝阳. 国外机器翻译研究的知识图谱和发展趋势[J].上海翻译, 2024(2): 41-47. (CSSCI来源期刊，第一作者)

 Li X, Gao Z*, Liao H. The Effect of Critical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Compet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Cultural Intelligence[J].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2023: 1233-1256. (SSCI Q1, 中科院三区，第一作者)

 Liao H, Li X*. Status and Trends of Research on China’s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Brief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J]. SAGE Open, 2023, 13(1): 21582440231157614. (SSCI Q2，中科院四区，通讯

作者)

 Li X, Pu R*, Liao H. The impact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n undergraduates’ employability: The

role of self-efficac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954828: 1-17. (SSCI Q1，中科院三区，第一作者)

 Li X, Pu R*, Phakdeephirot N. The influence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employability: A chain

mediation analysis of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972910: 1-14. (SSCI Q1，

中科院三区，第一作者)

 Li X*, Pu R. Students’ innovativeness and higher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bibliometric approach[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etters, 2023, 11(1): 83-99. (Scopus，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Pu R*, Li X, Chen 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economy: A bibliometric analysis[J].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2021, 19(4): 1-19. (Scopus，第二作者)

■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1.译著

哈佛百年经典第 37卷：《欧洲大陆戏剧》,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12.（排名第一，总字数 43万字，本人翻译

字数 34.4万字）

Theory of Social Mutual Construction：A New Explora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a

World Vision-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湘潭大学出版社，排名

第二，本人翻译字数 25万字，预计 2024年 12月出版。



 2.专著

《大语言模型时代的机器翻译：过去、现在与未来》，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年 12月，唯一作者。

 3.教材

应用型大学英语交际口语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09，参编

■获奖及荣誉

 2024.01 第三批“攀枝花青技人才”

 2024.01 攀枝花市第十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2023.09 攀枝花学院 2022-2023学年度明德科研先进个人

 2023.05 四川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

 2021.09 攀枝花学院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6.06 攀枝花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

 2014.12 攀枝花学院“优秀社团指导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