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语言大学简介

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建立的，创办于

1962 年。1964 年 6 月定名为北京语言学院，1974 年毛泽东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1996 年 6 月更

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 年校名简化为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

大学，素有“小联合国”之称；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外语、中文、信息科学、经济、艺术等专业

教育，同时承担着培养汉语师资、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出国前的外语培训工作等任务。经过五十多

年的建设，北语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语言教学与研究为特色和优势，中文、外语及相关学科协同

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已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重镇和培养涉外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

2014 年，学校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语言大学的奋斗目标。

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国际教育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为雄

厚。迄今为止，学校已经为世界上 183 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 20 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

外国留学生。其中很多校友已经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知名人士。原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卡塞姆•托卡耶夫，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沃图，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卡里姆•马西莫夫，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德国汉学家

顾彬，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康奈尔等知名人士都曾在北语学习过。此外，北

语还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大批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接受过专门外语

培训的公派留学人员，现在他们多已成为国家各个领域的栋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北语一方面保持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特色和优势，另一方面，积极

发展相关学科，学科涵盖文学、经济学、法学、工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八个

门类，现有博士后流动站 1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2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 17 个、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6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6 个。其中国家重点学科 1 个，北京市重点

学科 10 个。

学校目前设有三个学部、十个直属学院（教学部）和六个科研院所，分别为：汉语国际教育

学部（含汉语学院、汉语进修学院、汉语速成学院、预科教育学院、华文学院）、外国语学部（含

英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应用外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中东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含汉语教育学院、人文学院、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信息科学学院、商学院、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语言康复学院、培训学院、网络教育学院、



体育教学部、语言学系、心理学院；语言科学院、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

中华文化研究院、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与评价研究院、经济研究院。

学校目前设有省部级以上研究中心（或基地）13 个，其中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阿拉伯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重点培育基地，国家

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是国家语委语言资源监测的重要基地，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研究中心是国家语委研制和修订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阵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是国家语

委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国家工程的专业机构，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是国家汉办首批建立的汉语国

际推广十大研究基地之一，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是文化部投入建设的中外文化互译

合作平台，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和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是北京市教委建设的“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中

唯一一家语言类中心，中国民族语文应用研究中心是国家民委支持建立的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机构，中医药国际教育与文化传播基地是依托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立的特色基地，光明文学遗

产研究院是与《光明日报》联合共建的研究机构。除了省部级科研中心（或基地）之外，我校还

有 33 个校级研究机构，如“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周边语言文化协同创新

中心”等。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学校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密切。目前与世界上 5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1 所大学及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

富有成效的国际教育格局。学校与哈佛大学合作设立哈佛北京书院。在泰国设立了曼谷学院，在

日本设立东京分校。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中外联合办学，与美国韦伯斯特大学、美国乔治梅森

大学、德国康斯坦茨应用科学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十余所国外大学开展联合培养本科生或

研究生项目。承办了 18 所海外孔子学院和 1 所孔子课堂，被评为“先进中方合作院校”。最近

几年，平均每年有 100 余名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派往海外任教，有 400 余名学生出国交流学习，每

年接待外宾 1500 余人次。

学校编辑出版《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汉学研究》《国际

汉语教学研究》《语言规划学研究》《文献语言学》《汉风》Translating China（《翻译中国》）

和《汉语国际教育学报》 等期刊。学校出版社出版的各类教材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有近百

个国家的各类院校和培训机构使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



一、北京语言大学 2019 年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考 生 须 知

2019 年我校采取申请审核制招收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欢迎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

一、时间安排：

申请我校 2019 年 9 月入学攻读博士学位者，可在 2019 年 1 月 11 日前或 2019 年 4 月 1

日—5月 31 日两个时间段内，提交申请材料，申请入学。

二、报考条件：

1. 非中国籍公民

2. 健康状况良好

三、提交材料：

1. 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报名时须出示原件）；应届毕业生须提供学籍证明

2. 硕士课程成绩单原件

3. 汉语水平考试 9级（高等 C）或新 HSK六级及以上证书

4. 有效期内普通护照复印件

5. 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6. 报名费人民币 800元

7. 北京语言大学来华留学攻读研究生申请表（须贴照片），可到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院网站

（http://admission.blcu.edu.cn/files.aspx?m=20140310153417780547）下载区下载。

8. 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职称以上（或相当职称）专家的推荐信

9. 学习计划书（包括个人简历、汉语水平及学习经历、以往研究、攻读博士课程期间的研

究计划、毕业后的就业目标等。要求 1500字以上，用中文书写。）

提交申请地点：北京语言大学来华留学生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8610-82303086

邮寄信函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号

北京语言大学来华留学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100083

请申请者在规定日期内提交材料、报名费，领取有关报名表格。

四、录取：

我校研究生招生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对申请人所提交材料进行审核，在专家审查过程中，

如须对申请者进行面试或其他方式的考察，我校招生部门会通知该申请者面试时间、地点

等相关事项。



五、经费：

1. 奖学金项目：请咨询我校留学生招生办公室（电话：+8610-82303086）。

2. 学费：自费博士生每学年人民币 28200元，每学年开学时一次交清。

3. 住宿费：双人房间每个床位每天 45—80元，每学年可分两次交付。

六、其他事项：

如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我校留学生招生办公室，电话：+8610-82303086

或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8610-82303470

我校来华留学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也可在国际互联网北京语言大学的主页上查询，

网址为：http://www.blcu.edu.cn

博 士 招 生 专 业 目 录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050101 文艺学
01 批评史与文化研究 黄卓越

02 儒学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研究 韩德民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方言学
曹志耘（本年度停

招）

02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应用
郭风岚

张世方

03 汉语句法语义研究 崔希亮

04 汉语词汇及词汇教学研究 张 博

05 语法学和语义学 施春宏

06 商务汉语与教学研究 张 黎

07 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
王建勤

江 新

08 第二语言习得与测试 柴省三

09 语言习得与语言病理学 高立群

10 第二语言教育技术 郑艳群

11 中介语研究与资源建设 张宝林

12 语言测试与认知 王佶旻

13 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 郝美玲

14 语言符号学 卢德平

15 现代汉语语法及国际汉语教学 杨玉玲

http://www.blcu.edu.cn/


16 认知神经科学 张林军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1 汉语方言学 赵日新

02 古文字与词汇史 张希峰

03 训诂与历史词汇 华学诚

04 古文字学 罗卫东

05 汉字学 陈双新

06 汉语语法史和语法学史 魏兆惠

07 汉语语音史 徐朝东

08 汉语词汇语义研究 程娟

09 汉语方言学、语言资源研究 王莉宁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出土文献与古代语言学文献研究 魏德胜

02 古代语言学文献 华学诚

03 书法文献与书法史 朱天曙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 中国诗学与魏晋唐宋诗歌艺术 韩经太

02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 方 铭

03 古代文学与审美文化 杜道明

04 唐宋文学与文论 郭 鹏

05 元明清文学 段江丽

06 明清文学
沈治钧

（本年度停招）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性别文化 李 玲

02 中国当代文学 路文彬

03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研究
张冠夫

（本年度停招）

04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 于小植

05 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华文文学 赵冬梅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东亚文学关系、海外中国学 周 阅

02 东西方文化理论与宗教学 张 华

03 西方文学经典与比较文学 陈戎女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1 英美文学

宁一中

王雅华

02 英美小说 胡 俊

050209 欧洲语言文学 01 法语语言学 王秀丽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01 日本文学与文化 关立丹

02 对比语言学与韩国语词汇研究 崔顺姬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句法学 司富珍

02 语义学（语用学） 吴 平

03 音系学 陈卫恒

04 语义-语用学、语言哲学 王欣



0501Z1 汉语国际教育

01 汉语语法理论及应用研究
张旺熹

（本年度停招）

02 汉语学习及认知研究 邢红兵

03 汉语语音及语音教学研究 曹 文

04 汉语话语分析及应用研究
聂 丹

（本年度停招）

05 语言文化研究 杨建国

06 汉语教学与教材研究 姜丽萍

07 句法语义及应用研究 王治敏

08 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研究 张浩

09 汉语语法及语法教学研究 郭晓麟

10 汉语修辞学及修辞教学研究 李胜梅

0501Z2 语言智能与技术

01 语音习得与智能技术 张劲松

02 语言与视觉媒体技术 张习文

03 语言教育技术 徐 娟

04 语言信息处理 杨尔弘

05 语言数据挖掘 刘贵龙

06 语言智能与技术 荀恩东

0501Z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01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李宇明

0502Z1 国别和区域研究

01 中东研究 罗 林

02 国际组织研究 贾烈英

03“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 吴 平

0502Z2 翻译学

01 翻译理论与实践 刘和平

02 翻译学 高明乐

03 翻译理论与实践 管兴忠



二、北京语言大学 2019 年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考 生 须 知

2019 年我校采取申请审核制招收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欢迎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

一、时间安排：

申请我校 2019 年 9 月入学攻读硕士学位者，可在 2019 年 1 月 11 日前或 2019 年 4 月 1

日—5月 31 日两个时间段内，提交申请材料，申请入学。

二、报考条件：

1. 非中国籍公民

2. 健康状况良好

3. 年龄不超过 40 岁

三、提交材料：

1. 本科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报名时须出示原件）；应届毕业生须提供学籍证明

2. 本科课程成绩单原件

3. 汉语水平考试 6级（中等 C）或新 HSK 五级及以上证书

4. 有效期内普通护照复印件

5.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6. 报名费人民币 800 元

7. 北京语言大学来华留学研究生申请表（须贴照片），可到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院网站

（http://www.blcu.edu.cn/yjsedu/index.html）下载区下载。

8. 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职称以上（或相当职称）专家的推荐信

9. 学习计划书（包括个人简历、汉语水平及学习经历、以往研究、攻读硕士课程期间的研

究计划、毕业后的就业目标。要求 800 字以上，用中文书写。）

提交申请地点：北京语言大学来华留学生招生办公室

邮寄信函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北京语言大学来华留学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100083

请申请入学者在规定日期内提交材料、报名费，领取有关报名表格。

四、录取：

我校研究生招生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对申请人所提交材料进行审核，在专家审查过程中，

如须对申请者进行面试或其他方式的考察，我校招生部门会通知该申请者面试时间、地点

等相关事项。

http://www.blcu.edu.cn/yjsedu/index.html


五、经费：

1. 奖学金项目：请咨询我校留学生招生办公室。

2. 学费：自费硕生每学年人民币 25700 元，每学年开学时一次交清。

3. 住宿费：双人房间每个床位每天 45—80 元，每学年可分两次交付。

六、其他事项：

如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我校留学生招生办公室，电话：+8610-82303086

或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8610-82303470

我校来华留学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也可在国际互联网北京语言大学的主页上查询，

网址为：http://www.blcu.edu.cn

http://www.blcu.edu.cn/


硕 士 招 生 专 业 目 录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030206 国际政治

01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

02 中国外交和中外关系

03 当代国际关系

04 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

05 国际安全研究

06“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研究

07 国际经济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02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03 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及比较研究

040101 教育学原理
01 汉语国际教育理论

02 来华留学生教育理论

03 国际比较教育理论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01 国际汉语教学论

02 国际汉语课程论

03 国际汉语学习论

04 国际汉语教材与教学资源研究

05 国际汉语教师发展研究

040201 基础心理学
01 认知神经科学

02 语言习得与认知

03 心理测量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1 认知发展

02 教育心理

050101 文艺学

01 审美文化研究

02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03 文艺美学

04 中西文论比较

05 中国书画美学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02 社会语言学

03 语言类型学

04 语言符号学

05 语法学

06 词汇语义学

07 第二语言习得

08 语言测试

09 对外汉语教学

10 语言信息处理

11 第二语言教育技术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1 汉语语音学

02 汉字学

03 汉语词汇学

04 汉语语法学

05 汉语方言学

06 汉语史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02 古代语言学文献研究

03 出土文献研究

04 书法文献研究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秦两汉文学

02 魏晋南北朝文学

03 唐宋文学

04 元明清文学

05 中国文学批评史

06 国学研究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02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03 女性文学研究

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1 跨语言比较

02 双语研究

03 汉语言研究

04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

05 中国周边语言文化研究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

02 比较视野下的文学经典研究

03 东亚文学关系研究

04 海外汉学与中国学研究

05 中西文论与文化研究

06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07 世界文学研究

0501Z2 语言智能与技术

01 计算语言学

02 语言工程

03 语音工程

04 语言教育技术

0501Z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01Z4 语言病理学

01 语言障碍与神经语言学

02 语言治疗与康复

03 临床语音学

04 自闭症谱系障碍

05 听力言语障碍

06 沟通辅具与电子工程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1 英国文学

02 美国文学

03 西方文论

04 西方文化研究

05 中西文学比较研究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01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050203 法语语言文学

01 法语文学

02 法语语言学

03 法语国家文化

04 中法语言文化对比

050204 德语语言文学 01 德语语言文学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01 日语语言学

02 日本文学

03 日本文化

04 日本教育

05 中日语言文化对比

050207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01 西班牙语文学

02 西班牙语语言学

03 拉丁美洲研究

04 中西语言文化对比

050208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01 阿拉伯语言与文化

02 阿拉伯文学

03 阿拉伯国别和区域研究

050209 欧洲语言文学 01 意大利语语言、文学、文化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01 韩国语语言、文化

02 韩中语言文化对比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02 应用语言学

03 对比语言学

0502Z1 国别和区域研究

01 中东研究

02 亚太安全研究

03 上合组织研究

04 大国关系研究

0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

0502Z2 翻译学

01 翻译学（英语）

02 翻译学（法语）

03 翻译学（阿拉伯语）

04 翻译学（日语）

050301 新闻学 01 国际新闻



050302 传播学 01 跨文化传播

02 国际传播

0602L3 专门史
01 中国思想史

02 中外文化交流史

03 中国早期文明史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01 嵌入式语音处理

02 计算机系统结构与网络安全

03 计算机系统与设计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1 数据挖掘

02 模式识别

03 形式语义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1 自然语言处理

02 语音信息处理

03 图形图像处理

04 信息系统

05 数据库技术

06 金融信息技术

07 语言教育技术

08 智能金融与数据分析

09 智能财务与数据分析

10 区块链与金融科技

025100 金融 01 区域金融合作

02 金融分析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01 英语笔译
01 英语笔译

02 本地化管理

03 汉英法笔译

055102 英语口译 01 英语口译

02 汉英法口译

055103 俄语笔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05 日语笔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06 日语口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07 法语笔译 01 法语笔译

02 本地化管理

055108 法语口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09 德语笔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10 德语口译（本年度停招）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11 朝鲜语笔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12 朝鲜语口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13 西班牙语笔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14 西班牙语口译（本年度停招）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15 阿拉伯语笔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5116 阿拉伯语口译 不区分研究方向

125300 会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5107 美术
01 中国画创作与国际传播

02 书法创作与国际传播

03 中国美术与国际传播

085212 软件工程

01 计算机系统结构与网络安全

02 计算机系统与设计

03 数据挖掘

04 模式识别

05 自然语言处理

06 语音信号处理

07 信息系统

08 数字媒体

09 数据库技术

10 语言教育技术

11 金融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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