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代码：０５０１０２）

一、培养目标

（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学生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有理想，遵纪守

法，有敬业精神，有职业道德，有团队合作精神，有健康的体魄和心智。

（二）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严谨、求实的学风；了解本专业

学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能力；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三）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第一外语能比较熟练地应用，第二外语有一定基础。具

有获取外文资料文献的能力，能独立进行学术交流，具有较强的信息检索能力。

（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总体介绍

本专业２０１０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中文信息处理、地名研究、语文教学与研究、对外
汉语教学与研究为基本研究内容。

本学位点以全日制的方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本专业方向系统专门知识、具

备本专业方向坚实的基础理论、把握本专业方向的历史与现状、了解本专业方向的研究前沿、

能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与教学的专门人才。

三、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导 师

１ 中文信息处理 中文信息处理；语料库及数据库

２ 地名研究 地名用字研究；地名与文化研究；地名标准与信息化

３ 语文教学与研究 语文教学的基础理论、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４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 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教学研究；汉语学习型词典。

周文德　教　授
谭代龙　教　授
曹保平　教　授
王仁强　教　授
吴锋文　教　授
黄劲伟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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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颁发学位

文学硕士

五、学习年限

学习期限为３年，最长不超过６年。

六、课程类别及学分

要求学生达到总学分３２－３６学分，其中包括：

学位基础课 ３门课 ６学分

专业必修课 ４门课 ８学分

专业选修课 ６－７门课 １２－１４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２门课 ４学分

学术与实践活动

学术训练 ２学分

创新活动（可选） ２学分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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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开课学期／周学时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三
学
期

四
学
期

五
学
期

六
学
期

任课

教师

备注

（跨专业共享）

学
位
基
础
课

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３ ７２１．５１．５

２ 外国语 ３ ７２１．５１．５

专
业
必
修
课

１ 语言与文化 ２ ３６ ２

２ 现代语言学理论 ２ ３６ ２

３ 《普通语言学教程》研读 ２ ３６ ２

４ 《说文解字》研读 ２ ３６ ２

专
业
选
修
课

１ 二外选修 ２ ７２ ２ ２

２ 《语法讲义》研读 ２ ３６ ２

３ 现代汉语专题 ２ ３６ ２

４ 认知语言学 ２ ３６ ２

５ 现代汉字学 ２ ３６ ２

６ 汉语地名学 ２ ３６ ２

７ 语料库语言学 ２ ３６ ２

８ 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 ２ ３６ ２

９ 语言产业与教学产品开发 ２ ３６ ２

１０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 ２ ３６ ２

１１ 地名学导论 ２ ３６ ２

１２ 语法理论纲要 ２ ３６ ２

１３ 语文教育史专题 ２ ３６ ２

１４ 语文教育理论研究 ２ ３６ ２

１５ 中文信息处理 ２ ３６ ２

１６ 应用语言学专题 ２ ３６ ２

１７ 汉语国际教育专题研究 ２ ３６ ２

１８ 对比语言学 ２ ３６ ２

１９ 科学伦理与学术规范 ２ １８ １

论

文

撰

写

及

答

辩

钟谟智

王正宇

通识教育

学院教师

黄劲伟等

曹保平

谭代龙

周文德

小语种

教师

曹保平

周文德

王天翼

申红义

李　静

周文德

周　璐

张洪健等

导师组 ０４５３００

黄劲伟等 ０４５３００

段文华等

吴锋文

谭代龙

谭代龙

吴锋文等

李丽萍

魏智慧等 ０４５３００

王仁强 ０５０２１１

导师组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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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语言与文化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介绍语

言、文化各自的定义，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汉语与中国文化诸多

相关层面的专题研究。要求学生把握语言与文化相关专题的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专题包括语音与文化之关系、词汇与文化

之关系、语法与文化之关系、修辞与文化之关系、人名地名等专名与文化

之关系、谚语成语与文化之关系、汉字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等等。

现代语言学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课程主要介绍和探讨现代语言学的主要理论方法、流派及其发展。主

要包括结构主义及其各分支流派，生成语法及其发展，配价语法理论，功

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探讨现代语言理论与汉语研究的有效结合以

及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理论素养。

《普通语言学教程》研读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普通语言学教程》集中体现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

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

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

要思想来源。本课程在引导学生认真阅读原书的基础上，探讨语言和语

言研究的系列话题，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理论素养。

《说文解字》研读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ｈｕｏｗｅｎｊｉｅｚｉ

本课程要求认真阅读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课程

主要内容有：把握《说文解字》的体例、《说文解字》的部首（初文）、《说文

解字》的释义方法、《说文解字注》的词义理论及实践、《说文解字》与文献

训诂、《说文解字》研究简史、段玉裁对《说文解字》的贡献。通过对《说文

解字》的研读，掌握汉字分析方法、领会汉字的文化内涵。

《语法讲义》研读

ＺｈｕＤｅｘｉ’ｓＧｒａｍｍａｒ
Ｎｏｔ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语法讲义》是朱德熙先生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２年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汉语语
法的讲义，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经典著作。本门课程在引导学生认真

阅读原书的基础上，探讨描写汉语的内部结构规律的程序和方法，讨论汉

语语法研究的相关重要问题，旨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现代汉语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首先讨论什么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什么？

“现代汉语”的名称及其由来；现代汉语的特点。其次，讨论现代汉语语法

研究的历史及本位观。再次，对现代汉语的研究难点、研究热点以及对外

汉语教学中反映出来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问题或现象进行专题讨论。

最后，讨论地名用地名用字、现代汉字研究与现代汉字教学。本门课程的

某一个学期将着重对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他专题仅作简单介绍。

认知语言学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课程是以体验哲学、认识心理学和认知语用学为基础，深刻反思了索绪

尔和乔姆斯基等客观主义语言理论之后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的、

跨学科的语言学分支，实现了语言研究的后现代人本观转向，代表着当前

国内外语言学的主流。

本课程将从西方哲学的范畴化入手论述语言各层面的原型范畴化现象，

系统阐发诸如“意象图式、认知模型、事件域模型、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学、

新认知语用学、构式语法、隐转喻、象似性、认知语篇学、认知翻译学、语言

教学”等中心议题，强调以“现实———认知———语言”为核心原则，统一论

述语言中语音、词汇、词法、句法、语篇各层面，以期建构出该学科的基本

定义、主要构架、研究方法等全新内容和基本走向。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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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现代汉字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本课程是一门全面介绍现代汉字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的课程。具体包括

四个板块：第一，汉字研究的基础理论，如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第二，

现代汉字的属性问题，具体包括现代汉字所负载的字形、字音、字量、字序

方面的信息，以及由此引出的定形、定音、定量、定序问题。第三，现代汉

字的应用问题，重点是汉字教学和汉字信息处理。第四，汉字的评价和前

途问题，如汉语在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方面的功能。

汉语地名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ｏｐｏｎｙｍｙ

本课程是语言学与地名学结合的交叉应用型研究课程。地名学是一门与

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应用型学科，主要涉及语言学、地

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汉语地名学着重从汉语言文

字学、方言学、地名学等角度，介绍汉语地名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内容、研

究方法和语料搜集策略；培养地名用字研究、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地名

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基本素养和研究能力。

语料库语言学

Ｃｏｒｐｕ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课程是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研究产生的新兴学科。其基于大规模

真实文本数据、借助计算机技术，并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对语言形式、意义及功能进行综合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相关理论与方

法可应用于语言研究、语言教学、语言测试、词典编撰以及人工智能等领

域。本课程尤其强调语料库及其相关实证研究手段和自动工具在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探讨国内外语料库语言学前沿研究课题；重

点培养学生基于语料库设计并开展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问题研究的能

力。

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该课程的教学重点在于使学生了解对外汉语教学法的基础理论，熟悉国

外外语教学法的主要流派并探求其发展规律。加强对第二语言学习主体

的了解并探究其语言习得的规律。同时，介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

目的、内容与特点，使学生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的四大环节，掌握课堂教学

的基本原则，熟悉语言要素和言语技能教学各部分的教学特点、教学形式

及其训练途径，并掌握对外国学习者进行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训练

的方法和技巧。

语言产业与教学产品开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因此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就显得非常

重要，教学中应该注重运用语言规律指导学生的语言实践，帮助学生解决

语言中的实际问题，除了课上多运用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外，还需要让

学生多做练习，练习中更要联系我们的语言实际，同时在这些有计划的练

习中应该注意体现巩固性、启发性、综合性等特点。本课程意在深化学生

的语言学理论，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为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开拓一条新的思

路。其教学指导思想是在开阔学生视野的同时，提高学生对包含文化信

息的语言现象的敏感度，并且学会使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本门课程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产业与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尤其侧

重于从语言经济学角度对语言产业、语言教学服务与语言产品开发进行

研究，揭示语言的经济学价值。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对学习者语言的描述，主要从学习者的错误、语言习得的

发展方式、学习者语言的可变性以及学习者语言的语用特征这四个方面

对学习者语言的特点进行描述，了解习得第二语言的方式及过程。从学

习者外部因素、学习者内部因素以及学习者个人差异三个角度对第二语

言习得做出说明。从教学法的角度出发，探讨课堂环境中的第二语言习

得。从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资料、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三方面对该项研

究的总体情况做出概括与总结，并进而指出该项研究的发展前景及其现

实意义。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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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地名学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ｏｐｏｎｙｍｙ

本课程从语言学角度介绍地名学的基本知识、地名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以

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地名研究最新成果和学术前沿。地名，不仅仅是地理

实体的简单称谓或指称，而是蕴含丰富历史文化内涵、记录中华传统文化

的“活化石”。学习和研究地名，不仅可以窥探地名命名的依据、方式以及

规律，更能从中感知人类对自然实体以及社会区划的认知心理。有关地

名的考察和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一门涉及语言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交叉

性学科，该学科在地名规范化、地名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语法理论纲要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Ｔｈｅｏｒｙ

本课程在国外语言学理论发展背景下，以汉语语法研究史为纲，梳理讲述

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流派，介绍语法本位理论思想及汉语形式语法、功能

语法、语义语法以及认知语法等不同理论研究范式，着重探讨新时期以来

汉语学界本土化语法理论小句中枢说与句管控、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韵

律句法学、篇章语法等理论成果，以及形意互证、两个三角、三个充分、四

条原则等语法研究方法论，旨在培养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的基本理论素养

与研究能力。

语文教育史专题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是当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专业应该重点关注

的一个领域。“语文教育史专题研究”这门课程是要回顾中国古代语文教

育的历史，并力求古今关照。教学内容主要研究并讲授中国古代语文的

教育思想、教材以及教学实践和方式，以及它们的流变历史。教学目的在

于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古代语文教育史的面貌和精神实质，进而推动现代

语文教学的研究。

语文教育理论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本课程主要介绍当代语文教育理论。阐述语文学科的性质与任务、语

文教育系统、语文教学大纲、语文教学的原则和模式、语文教学方法

等一系列教育理论问题。探讨语文教育与其他相关学科和理论之间

的关系，如心理学、教育学、素质教育理论、现代教育技术理论等。引

导学生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以理论为指导，将语文理论应用于语文教学

实践活动。

中文信息处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本课程是应用语言学分支计算语言学研究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中文信息

处理是为了使本课程是应用语言学分支计算语言学研究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中文信息处理是为了使汉语言文字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在七十年

代才发展起来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信息处

理问题的应用技术。它是一种以计算机为主要工具，以语言文字为处理

对象的高新技术。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中文操作系统、汉字输入技术、

中文文字识别、机器翻译、中文文本分类、汉语自然语言理解、中文语料库

的建设。

应用语言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课程具有交叉性、应用性、边缘性的特点，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的许多方

面都有积极的影响或重要的支撑作用。应用语言学是一门相当广泛的应

用性学科，其基本领域包括：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三大

块，目前发展较快且较为定型的还有数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

学、神经语言学、统计语言学等。本课程将系统介绍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性

质、学科范围、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等；并要求学生对应用语言学的某一分

支具有较深入的了解；在掌握有关语言本体的知识后，对应用语言学的应

用前景、学科定型、学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并且能

运用有关方法对某一领域的具体语言现象进行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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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汉语国际教育专题研究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本课程课程介绍国内外汉语教育的发展和现状，讨论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的前沿问题，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汉语教育的特征，比较不同国家语言推

广政策与策略。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回顾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历程，了解

最新的教育动向与研究动态，把同学引导到汉语国际教育的前沿理论领

域。

对比语言学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本课程系统介绍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的学科性质、研究目的、研究宗旨、

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发展历程。重点介绍汉外对比研

究的研究意义、范围和成果。特别是要让学生了解汉外对比研究的重点

与发展趋势；掌握汉外对比研究的原则与方法，从而为今后进一步地深入

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九、培养方式与方法

（一）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实现课程思政全覆

盖，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实践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以

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法。

（三）培养环节主要包括课堂教学（１～２年）和学位论文撰写及指导（１年）。
（四）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校及国内外的各种学术、社会实践、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活动，

参加由中外学者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关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

十、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采用课程考试和课程论文方式，按百分制评定成绩。

（二）必修课程原则上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者可获得学
分；选修课程采取考试或考查的形式，成绩达到６０分者可获得学分。

（三）中期考核：研究生应在第二学年的期末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应对研究生的学习

做全面评估，包括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学位课程学习情况、专业及方向书目阅读情况、论文开

题计划、学术活动、语言能力（语音语调、口语表达）等。具体考核方式由各个教研室制定，上

报研究生院备案。考核组成员由研究生导师组成。考核结果分“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

三种，“暂缓通过”者应进行补考，“不通过”者将终止学业，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

撰写阶段。

（四）学术与实践活动考核：硕士研究生应参加科学实践活动，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

研究或实践项目，以提高从事实际科研工作和教学实践的能力。在校期间参加学术活动累计

达到２４次，并通过研究生教务管理系统提交学术活动报告１２篇。教学实践、业务实习、社会
实践等教学活动由各培养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学分。教学实践、业务实习、社会实践等

由各教研室根据实际需要计算相应学分，一般为１～２学分。

十一、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工作，提交学位论文计划，并作开题报告，经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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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向专家集体讨论认可后正式撰写论文。研究生应按照论文撰写进度要求，完成各阶段撰

写任务。

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全面训练和考验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必须在导师

的指导之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应属所在学科或交叉学科范围。学位论

文的基本要求是：选题应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并尽量贴近本专业的学科前

沿，有利于研究生对所学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

练与提高。学位论文的文字和格式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

学位论文原则上要求母语撰写，用母语撰写的学位论文的正文篇幅要求３万汉字左右，申
请获批用外语撰写的学位论文正文篇幅要求２万词左右。

十二、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之前，应进行预答辩。预答辩与正式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１个
月。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由３名同行专家组成。预答辩结果分“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
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预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研究生应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审，决定其是否通过。

“不通过”的学位论文作者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提出预答辩申请；通过预答辩后方可进入学位

论文评审程序。

如果第二次预答辩仍未通过，学位论文作者须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三、学位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答辩前，由培养学院聘请３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匿名评阅，其中至少有１名外单
位专家，评阅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学位论文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参

加论文答辩；如学位论文未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四、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５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教授不得少于１人）。答辩结果分“通
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

见，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

审，决定其是否通过。凡未通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半年后一年之内修改论文

并重新申请答辩（含论文评阅）一次。凡对答辩结果有异议者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培养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诉，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生组）作出最终结论。

十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程序按照《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中

的有关规定执行。

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及研究生毕业证书。凡参加答辩，但答辩

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学位、同意毕业者，可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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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主要阅读书目和期刊杂志

（一）必读书目１０本
［１］陈小荷．现代汉语自动分析：ＶｉｓｕａｌＣ＋＋实现［Ｍ］．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２］段玉裁．说文解字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罗常培．语言与文化（注释本）［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７］王建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习得过程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８］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９］赵元任．语言问题［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１０］朱德熙．语法讲义［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二）阅读书目４０本
［１］［美］埃利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３］［美］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４］［英］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苏］茹其凯维奇著，崔志升译．普通地名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
［６］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１９８９．

［７］李如龙．地名与语言学论集［Ｍ］．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３．
［８］冯志伟．计算语言学基础［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
［９］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修订本）［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０］崔希亮．语言理解与认知［Ｍ］．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黄昌宁、李涓子．语料库语言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１２］姜丽萍．对外汉语教学论［Ｍ］．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３］李德津、程美珍．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修订本）（中英文对照）［Ｍ］．北京：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４］李泉．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１５］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Ｍ］．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６］刘开瑛．中文文本自动分词和标注［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１７］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Ｍ］．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１９９３．
［１８］刘繤．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Ｍ］．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９］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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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１］吕必松．汉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２］彭小川、李守纪、王红．对外汉语教学语法释疑２０１例［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２３］谭浩强．程序设计［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４］王小捷、常宝宝．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基础［Ｍ］．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５］王寅．认知语言学［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６］邢福义．文化语言学［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７］徐林祥．语文教育研究方法［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８］徐通锵．历史语言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
［２９］杨文惠．轻松教汉语：汉语课堂教学实用技巧７２法［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９．
［３０］杨宪泽．自然语言处理的原理及其应用［Ｍ］．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１］叶盼云、吴中伟．外国人学汉语难点释疑［Ｍ］．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２］俞理明．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３３］张拱贵．中学教学语法系统阐要［Ｍ］．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８６．
［３４］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Ｍ］．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５］张西平、柳若梅．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３６］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３７］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３８］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９］郑国民．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研究［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０］周健．汉字教学理论与方法［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三）期刊杂志

［１］《辞书研究》
［２］《当代修辞学》
［３］《当代语言学》
［４］《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５］《海外华文教育》
［６］《汉语学报》
［７］《汉语学习》
［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９］《世界汉语教学》
［１０］《语文建设》
［１１］《语文研究》
［１２］《语言教学与研究》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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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语言科学》
［１４］《语言文字应用》
［１５］《语言研究》
［１６］《中国地名》
［１７］《中国语文》
［１８］Ｎａｍｅｓ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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