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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科学院研究生导师名单（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序号 姓名 职称 硕导 博导

1 宝 音 助理研究员 √

2 曹 文 研究员 √ √

3 冯胜利 教授 √ √

4 黄 伟 副研究员 √

5 黄晓东 研究员 √ √

6 孔 祥 副研究员 √

7 李桂兰 助理研究员 √

8 李桂梅 副研究员 √

9 李先银 研究员 √

10 刘 慧 助理研究员 √

11 马秋武 教授 √ √

12 彭恒利 研究员 √ √

13 施春宏 研究员 √ √

14 苏 婧 助理研究员 √

15 孙林嘉 助理研究员 √

16 王丽娟 副教授 √

17 王莉宁 研究员 √ √

18 吴福祥 研究员 √ √

19 徐欣路 副研究员 √

20 杨 翊 助理研究员 √

21 于水源 研究员 √ √

22 张世方 研究员 √ √

23 翟占国 助理研究员 √

24 朱宏一 副研究员 √

25 朱艳华 研究员 √



姓 名：宝音

简 介：文学博士，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生导师。2015 年毕业于中

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2015 年至今

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工作，2009-2011 年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

研究中心留学。

研究方向：实验语言学、音系学

主要成果：

独著：《现代蒙古语喀喇沁土语音系研究——基于〈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主持课题：

1. 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任务”之“库伦蒙古语研究”“喀喇

沁蒙古语研究”

2. 北京市社科基金 1项

开设课程：《语音声学研究》《基础蒙古语》《阿尔泰语语音专题研究》

对学生的要求：热爱生活、有科研兴趣

邮件地址：baoyin333@126.com



姓 名：曹文

简 介：严厉好人，60 后。

研究方向：应用语音学

主要成果：

1. 《现代汉语语音答问》（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 什么是理想的第三声？（《华文教学与研究》2016）

主持课题：

1. 不同国别学习者汉语语音语料库

2. 中国语言志（普通话）

开设课程：

1. 实验语音学基础/专题

2. 应用语音学专题

对学生的要求：

1. 尊师

2. 好学

邮件地址：tsao@blcu.edu.cn



姓 名：冯胜利

简 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语言学系博士。现

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及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所长、天津大

学语言科学中心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荣誉退休

教授、《中国语言学报》（JCL，SSCI 索引）联席主编和《韵律语法

研究》联席主编。曾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5年）、

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汉语应用学科教授及

中文部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乾嘉理必及章黄学理、训诂学、韵律语法学、语体语法学、历时句法

学、韵律文学、对外汉语教学法。

主要成果：

已独立出版《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修订本）》《汉语韵律句法学》《汉语

历时句法学论稿》《汉语韵律诗体学论稿》《汉语语体语法概论》、The Prosodic

Syntax of Chinese、Prosodic Morphology in Mandarin Chinese等 15 部学术著作（其

中 4部被译为英文、韩文等）、主编出版论文集 16 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200

余篇。

主持课题：

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理论训诂学研究”，2021年（在

研）。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皖派绝学中理必文献的

发掘、整理与研究”，2020年（在研）。

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乾嘉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

证》中科学方法和理念研究”，2015-2018年（优秀等级结项）。

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对外汉语语体用语的鉴定、分

布及分级的基础研究”，2014-2016年（结项）。

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断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子课题，2014-2021

年（结项）。

开设课程：语体语法学、韵律语法中的前沿问题及平议、语体语法研究、《说文

段注》精读、语言学理论与方法



对学生的要求：殷勤传学，刻苦为人

邮件地址：fengshengli@blcu.edu.cn



姓 名：黄伟

简 介：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入选北京语言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

支持计划”。

研究方向：计量语言学（quantitative linguistics）、数字人文、文献计量学

主要成果：

1. 词汇与句法计量研究.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

2. 金庸与古龙武侠小说词汇风格比较研究. 词汇与句法计量研究，69-82 页.

3. 汉字简化中的字形复杂度统计特征稳定性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2021 年第 1

期。

1. 4. 威妥玛式拼音与《汉语拼音方案》的计量比较. 语言规划学研究，2020

年，第 10 辑，第 15-25 页。

5.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第

8辑），商务印书馆，2019。

6. 基于词频的现代汉语语体计量研究.《计量语言学研究进展》，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8。

7. 词频分布参数可以细分汉语新闻语体吗？语言教学与研究，2017 年第 4期。

8. 语言研究的科学化与国际化. 光明日报，2017-3-26，第 12 版。

9. Length Motifs of Words in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inese Scripts.

Motifs in Language and Text. De Gruyter Mouton. 2017.

10. 《汉语拼音方案》的计量语言学分析. 中国语文，2016 年第 2期。

11. Quantitative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Glottometrics, 2015, 31.

12. 计量语言学的现状、理论与方法.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期（第二作者）。

13. 字形特征对汉字文化圈中高级水平学习者书写汉字的影响. 世界汉语教学，

2012 年第 1期。

14.汉语语体的计量特征在文本聚类中的应用.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9 年第 29

期。

主持课题：

1.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现代汉字构形系统的复杂网络研究”（在研）



2. 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项目“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与服务研究创新平台”

（在研）

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现代汉语新闻语体计量研究”

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汉字字形复杂度计量研究”

5.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助课题“拼写系统与文字系统计

量研究”

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北京话计量语言学研究”

开设课程：《计量语言学导论》《计量语言学研究专题》

对学生的要求：

正直善良，刻苦勤奋，对学术研究有热情，具备较好的学习能力

邮件地址：huangwei@blcu.edu.cn



姓 名：黄晓东

简 介：男，浙江金华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4 年博士毕业于北京语

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现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研究

员、浙江省语保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2006

年入选北京语言大学首批“青年骨干教师计划”；2012 年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8 年被评为北京语言大学“科

研人物”。

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

主要成果：

论文：

（1）2003 玉山县怀玉山官话音系，《语言研究》第 23 卷增刊。

（2）2004 台州方言的人称代词，[日本]《开篇》第 23 期。

（3）2005 开化县华埠土官话音系，载《吴语研究》（第三辑），上海教育出

版社。

（4）2005 多方言区的语码选择与转换——以浙江安吉县安城地区为例，[日本]

《现代中国语研究》第 7辑。

（5）2006 二百年来北京话清入字归调的变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3期。

（6）2006 浙江安吉县河南方言岛的内部接触与融合，《语言科学》第 3期。

（7）2007 浙江临海方言音系，《方言》第 1期。

（8）2007 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载谭慧敏主编《语言的多视角考察》，[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出版。（第二作者）

（9）2007 汉语军话概述，《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3期。

（10）2007 浙江安吉县的三种官话方言岛，《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 3期。

（11）2007 浙江安吉县的湖北方言岛，《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4期。

（12）2007 皖南九姓渔民方言的语音特点，《黄山学院学报》第 4期。

（13）2007 皖南地区的九姓渔民及其方言，[香港]《中国语文研究》第 2期。

（14）2008 浙江象山县爵溪“所里”话音系，载《吴语研究》（第四辑），上

海教育出版社。

（15）2009 “厨房”地图及其解释，载《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日本]东京白



帝社。（第一作者）

（16）2010 衢州市柯城区方言音系，载《吴语研究》（第五辑），上海教育出

版社。

（17）2010 江山市廿八都“正字”音系，[日本]《开篇》第 29 卷。

（18）2012 汉语方言地理学大有可为——岩田礼教授访谈摘录，《当代语言学》

第 1期。

（19）2013 皖南九姓渔民方言音系，《方言》第 2期。

（20）2014 金华九姓渔民方言的语音特点，载《吴语研究》（第七辑），上海

教育出版社。

（21）2014 金华九姓渔民方言音系，[日本]《开篇》第 33 卷。

（22）2014 吴徽语古上声的演变，《东方语言学》第十三辑。

（23）2015 浙江金华农村中小学生的语言使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

语言学》第 2期。

（24）2016 吴语婺州方言的人称代词，《汉语史学报》第 16 辑。

（25）2016 浙江农村留守人员语言研究的构想，载《吴语研究》（第八辑），

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二作者）

（26）2017 一百五十年前的河南信阳话，《华中学术》第 3期。

（27）2017 “擅自”和“私自”的主观性差异，《语言与翻译》第 4期。（第

一作者）

（28）2017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语言态度调查，载《语言能力与语言政策研究—

—第八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

一作者）

（29）2018 也谈历史行政地理分析法在方言分区中的应用——以苏沪嘉地区为

例，《北方论丛》第 2期。

（30）2018 浙江海盐方言音系，《方言》第 2期。

（31）2018 清东陵方言语音特点及其在北京话史研究中的意义，《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第 2期。

（32）2018 浙江省方言文化教育：现状、问题及展望，《文化遗产》第 3期。

（33）2018 汾河下游方言的 Glottogram 研究——以稷山方言为例，《华中学



术》第 1期。（第一作者）

（34）2018 浙江开化华埠土官话的语音特点及其系属，《语言研究集刊》第 1

期。

（35）2018 我国农民工语言研究综述，载《语言资源》（第一辑），商务印书

馆。（第二作者）

（36）2019 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综述，《语言战略研究》第 3期。又载《中

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9）》，商务印书馆。（第一作者）

（37）2020 《中国濒危语言志》的特色和影响，《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

商务印书馆。

专著：

（1）2005 《浙南七县市吴方言音系》，[日本]爱媛大学研究成果报告书。（第

三作者）

（2）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第三作者，常务编委）

（3）2016 《吴语婺州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第三作者）

（4）2017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金华》，商务印书馆。（第一作者）

（5）2018 《钱塘江流域九姓渔民方言——濒危方言个案研究》，文汇出版社。

（6）2018 《浙江方言资源典藏·浦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7）2019 《浙江江山廿八都话》，商务印书馆。

主持课题：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 40 年来两代大规模北京口语调查的多模态语料库

建设及应用研究（20&ZD300）(主持人)

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方言的社会分层研究——以浙江

的 10 个村庄为例”（13AYY003）(主持人)

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言接触视域下浙闽赣边界官话方言岛研究”

（20BYY056）(主持人)

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浙江省汉语方言地图集”(主

持人)

5.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吴徽语区内官话方言岛研究”(主持

人)



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钱塘江流域的九姓渔民方言——濒

危方言个案研究”（08JC740003）(主持人)

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方言文化典藏”（11JZD035）(子

课题负责人)

8.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课题“浙江汉语方言调查·金华”（YB1502A008）

(主持人)

9.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课题“浙江汉语方言调查·建德”（YB1502A011）

(主持人)

10.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课题“语言方言文化调查·浙江金华”

（YB1607A001）(主持人)

11.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课题“浙江汉语方言调查·浦江”（YB1601A006）

(主持人)

12.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课题“濒危汉语方言调查·浙江江山廿八都正

字”（YB1620A002）(主持人)

13.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课题“浙江汉语方言调查·淳安”（YB1704A007）

(主持人)

14.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课题“浙江汉语方言调查·仙居”（YB1908A015）

(主持人)

15.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第二代北京口语语料库研究创新平台”

（18PT07）(主持人)

开设课程：汉语方言学、语音学基础

对学生的要求：勤奋、严谨

邮件地址：huangxd1976@163.com





姓 名：孔祥

简 介：孔祥，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测试、语

言安全和人才测评。曾就职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

负责全国职称外语、经济、翻译、出版等资格考试的命审题工作。现

任语言科学院语言测试和人才测评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语言

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考试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

育统计与测量分会副秘书长。受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卫计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多个部委委托，承担中国少

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公务员考试、资格考试、事业单位考试、

教师招聘考试等各级各类考试的科研、命题和考试安全等相关工作。

目前培养的在读硕士研究生 5名（2018 级 3 名，2019 级 2 名）。

研究方向：语言测试、语言安全和人才测评

部分成果（论文）：

1.基于复合选择题的雷同答卷甄别探析—以某资格考试为例，《中国考试》

2.国家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效度研究，《出版参考》

3.基于考试大数据的我国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云平台建设，《考试研究》

4.从教育测量学看职称外语改革，《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在高考中采用雷同答卷甄别技术的可行性研究，《考试研究》

主持课题：

1.2021 年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试题研发，教育部考试中心

2.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试题参数研究，江苏省人事考试中心

3.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委托命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

4.公务员申论考试安全标准研究，山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5.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预估难度的关键技术研究，国家公务员局

开设课程：《心理与教育测量》、《考试安全理论与实务》

对学生的要求：

研究没有捷径，希望同学们能够充分利用三年的短暂时光，抓住每一次课题

研究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使自己未来更有竞争力。

邮件地址：kongxiang@blcu.edu.cn





姓 名：李桂兰

简 介：女，江西吉安吉水人，文学博士，助理研究员。2019 年 6 月毕业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9 年 9 月结束为期一年的博士联合培

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7 月于

北京语言大学做博士后，2021 年 7 月至今工作于语言科学院历史语

言学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历史句法和语法化；汉语方言语法

主要成果：先后在境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 8篇学术论文（含 1篇二作）。

1.《江西吉水方言“去”的多功能用法及其演变》，《方言》2018 第 2 期.（一

作）；

2.《江西吉水(醪桥)方言的变音》，《方言》2019 年第 1期.（二作）；

3.《江西吉水（醪桥）方言的“一下”和“儘”》，《方言》2020 年第 3期；

4.《汉语南方方言多功能词“正”的语义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 14

辑），2020.（一作）；

5.《江西吉水（醪桥）方言“等”的多功能用法及其演变》，《方言》2021 年

第 2期；

6.《近代汉语和汉语方言中的“（一）边”》，《古汉语研究》2021 年第 2期；

7.《汉语方言中源于连接词的句末先行义助词及语法化问题》，《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东亚语言学报）》VOL.50（1），2021.

8.《再谈汉语方言即行体助词“来 X、去（X）”》，《汉语语言学》（第三辑），

2022.

主持课题：参与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项。

对学生的要求：为人正直谦逊，积极乐观，热爱生活和科研。

邮件地址：20211019@blcu.edu.cn





姓 名：李桂梅

简 介：河北邯郸人，1976 年出生，副研究员。1998 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

获学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2011 年毕

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语

言教育、语言规划，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三部，主持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及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曾在泰国、美国等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招生方向：语言规划学。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研制和落实、语言治理、语言服务等多个领域，

其研究成果可资政、可服务社会语言生活，亦可指导家庭及个人的语

言实践。

主要成果：

论文

1．《中小学语文知识自适应性网络学习平台研发构想》，《语言政策与语言教

育》，2018 年第 1期。

2．《中小学语文语法教学之困及破解之途》，《中小学教材教学》，2017 年第

5期。

3．《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的平衡性 》，《华文教学与研究》，2017 年

第 4期。

4．《语文教材演进过程中的选文修改问题》（第二作者），《课程 教材 教法》，

2017 年第 7期。

5．《形式动词“进行”构成句式的多角度考察》，《中国语教育研究》（境外），

2016 年 12 月。

6．《英语不是母语的绊脚石——论小学阶段的英语与语文教育》，《语言规划

学研究》，2016 年第 1期。

7．《形式动词的共性特征与个体差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6期。

8．《形式动词的表达功效》，《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 年第 4期。



著作

1．《语言学视域下的中小学语文课程认知与实施策略》（合著），辽宁教育出

版社，2019 年。

2．《形式动词句式的认知与功能研究》，语文出版社，2017 年。

3．《语言测试与句法研究探微》，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年。

主持课题：

1．国家语委“十二五”重点课题“中小学语言文字知识教学现状调查及改进策

略研究”。（已结项）

2．北京市社科青年课题“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中的语料质量监控研究”。

对学生的要求：正直善良，勤勉踏实。

邮件地址：93809622@qq.com

mailto:93809622@qq.com


姓 名：李先银

简 介：北京语言大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语言教学与

研究》编辑。孔子学院总部/语合中心公派教师选拔考试面试官及培

训专家，孔子学院总部/语合中心出国志愿者选拨考试面试官及培训

专家。入选北京语言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

研究方向：互动语言学；汉语话语研究；对外汉语语法

个人主页：http://faculty.blcu.edu.cn/lxy4/zh_CN/index.htm

主要成果：

2022，汉语自然口语对话中的否定叠连（李先银，张文贤），《中国语文》第 3

期。

2021，Overlapping as final-item in Chinese conversation ( Wenxian zhang，Xianyin Li,

Wei Zhang),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John Benjamins).

2020，互动语言学理论映照下对外汉语语法系统新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期。

2020，合作还是抵抗：汉语自然会话中的话语交叠（李先银、石梦侃），《汉语

学报》第 1期。

2018，互动语言学与互动视角的汉语研究（方梅、李先银、谢心阳），《语言教

学与研究》第 3期。

2017，《现代汉语话语否定标记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7，时间-行为的情理关联与“大 X的”的话语模式（李先银、洪秋梅），《语

言教学与研究》第 6期。

2016，自然口语中的话语叠连研究——基于互动交际的视角，《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4期。

2016，口语对话中的话语否定标记“嘁”考察，《汉语学习》第 4期。

2016，话语否定与话语否定标记“你看你”，《南开语言学刊》第 1期。

2016，新形势下短期来华“深接触”汉语项目的模式化构建——以北京语言大学汉

语速成学院暑期 AP项目为例，《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第 1期。

2016，定名组合的指称功能与汉语多项定语的顺序，《语言与翻译》第 1期。

2015，基于自然口语的话语否定标记“真是”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3期。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1&recid=&FileName=YWZG202203003&DbName=CJFDLAST2022&DbCode=CJFD&yx=&pr=&URLID=


2015，基于事态判断的被动表达与新型被字结构的产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第 3期。（合作）

2014，表达导向的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模式探讨——以“了”的教学为例，《国际汉

语教学研究》第 3期

2013，表达祈使的“去”在对话语境中的主观化与叹词化，《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2012，容器隐喻与“有+抽象名词”的量性特征----兼论“有+抽象名词”的属性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期

2011，表达导向的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模式及“把”字句教学，迟兰英主编《汉语速

成教学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0，甲骨文中“于”语法化过程构拟，《武汉工程大学学报》第 2期

2010，初级汉语综合课主动表达的缺失与补偿，崔希亮主编《对外汉语课堂教学

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9，汉语个体量词产生过程构拟，《韩中言语文化研究》（韩国）第 21辑

2009，“X+V”与“V+X”的语序考察，《黄冈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2004，论“不很漂亮”格式，《河南大学学报》第 2期（合作，第一作者）

2003，物体量表达的语义认知基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6期

2002，借用容器量词的语义分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期

主持课题：

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3.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对学生的要求：敏而好学

邮件地址：leo_sending@qq.com





姓 名：刘慧

简 介：教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

教育心理学专业，2014 年至今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工作。

研究方向：语言测评、认知诊断、测验等值

主要成果：

1. Hui liu，Yufang Bian. Model Selection for Cogitative Diagnostic

Analysis of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SSCI, Q2）

2．刘慧. 两种高考选考科目计分方法对比研究. 教育测量与评价. 2020（10）.

3．刘慧. 高考选考科目计分方法探讨. 中国考试，2018（6）.

4．刘慧，边玉芳. 留学生汉语基本颜色词习得模式诊断研究.心理学探新，2014

（2）（CSSCI）.

5. 谢小庆，刘慧. 审辩式思维是可测——《华生-格拉瑟审辩式思维测试》简介.

内蒙古教育. 2015（10）.

6. 彭恒利，张秀秀，刘慧. 主观性试题分数等值连接可行性初探. 中国考试，

2014 年（12）.

主持课题：

1.国家语委 2021 年课题“国际中文阅读测验认知诊断信息挖掘研究”，在研；

2.汉考国际、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2021 年课题“基于出声思维的 HSK（四级）阅

读测验认知结构研究”，在研；

3.“YCT 的认知诊断研究”，国家汉办汉考国际，结项；

4.“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题库管理系统卷库业务模块开发实现”，国家公务员局，

结项

5.“题库建设中的选题策略研究”，国家公务员局，结项

6.“用于分级分类录用考试的审辩式思维能力测试”，国家公务员局，结项

开设课程：教育与心理测量

对学生的要求：踏实、勤奋，对学术有一定的追求。

邮件地址：liuhui@blcu.edu.cn





姓 名：马秋武

简 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2002 年 3 月~2008 年 8 月南开大学外国语

学院三级教授、博导、博士后导师；2008 年 8 月~2017 年 1 月同济大

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同济特聘教授、博导；2017 年 2 月~2021 年 1

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导、博士后导师；2021 年 2 月起

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

研究方向：语言学理论及应用（音系学、语音学）、外语教学研究

主要成果：

《英语音系》（Chomsky and Halle 1968）（译著，约 80 万字，商务印书馆，译

稿已交出版社，预计 2023 年底出版）

《音系与句法》（Selkirk 1984）(译著，约 45 万字，商务印书馆，2022 年 7 月）

《语调音系学》（第二版）(Ladd 1996/2008)（译著，约 40 万字，商务印书馆，

2022 年 6 月）

《词库音系学中的声调》（Pulleyblank 1986）（译著，约 25 万字，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2 月）

《学做优选论》（McCarthy 2008）（译著，约 40 万字，商务印书馆，2016 年

10 月）

《什么是音系学》（约 15 万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年 10 月）

《西方音系学理论与流派》（约 60万字，商务印书馆，2011 年 12 月）

《ENCARTA英汉双解大词典》（共 2739页，参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 12 月）

《优选论》（约 35万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年 3 月）

《拼凑的裁缝》（Carlyle 1930）（译著，约 30 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5 月）（文学界现已有很多对原书及本译本的评析文章）

《优选论与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组构》（约 20 万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

月）

《英语词汇学习：指导与实践》（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

《英语世界简明百科》（参编，旅游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



《天然食品的疗效》（译著，约 20 万字，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 年 10 月）

《外国典故词典》（参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社会语言学》（Hudson 1981）（译著，约 30 万字，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

年 3 月）

主持课题：

汉语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2004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英汉语调音系对比研究（2006 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项目）

《英语音系》的翻译与研究（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书目）

开设课程：

1.语言学概论

2.音系学导论

3.优选论

4.当代音系学理论

5.音系学专题研究

对学生的要求：修过《现代语言学概论》，有较好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基础

邮件地址：tjnkmqw@126.com



姓 名：彭恒利

简 介：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党总支书记、

北京语言大学考试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语言应用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兼任教育部全国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汉

语水平等级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考录专家、全

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量

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

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领域：主要从事标准化考试的研究，参与研制的考试主要有：汉语水平考试

（HSK）、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国际汉语教师能

力认定考试（MJK）、汉字应用水平测试（HZC）、职业汉语能力测试

（ZHC）、蒙古语文应用水平等级考试（MHS）、维吾尔语水平考试等。

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语言测试、人力资源测评、少数民族汉语测

试、考试安全、主观性试题评分的质量控制、主观性试题计算机化考

试和评分研究。

主要成果：在《华文教学与研究》《中国考试》等期刊上发表《华文水平测试研

发的路线图及相关问题探讨》《惩治考试作弊的困境与出路之我见》

等学术论文 30 余篇，撰写资政报告多篇。已出版《民族汉考与教育

测量理论应用研究》（专著）《标准化考试作弊甄别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主编）《考试研究文集（第二辑）》（第二主编）等学术著作

3部，主编《MHK（三级）高分作文讲评》，参编《民族中小学汉语

课程标准（义务教育）》《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普通高中）》，

主持《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一至四级）》的修订。

主持课题：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标准

与测评体系研究”、国家公务员局科研规划重点项目“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二十年回溯分析”等其他课题 80 余项。此外，还担任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参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语委重大

项目等多个项目的研究工作。

开设课程：



1.主观题的测试与评价

2.论文写作

对学生的要求：身心健康，积极向上。

邮件地址：penghl6402@aliyun.com



姓 名：施春宏

简 介：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博士。

研究方向：涉及汉语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近年来着力从事构式语

法和语体语法等领域的理论与应用探索，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

学和习得研究。

主要成果：

1.专著：著有《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统研究——互动构式语法探索》和《汉

语纲要》等专著和教材 10 余部（含合著）。

2.论文：共发表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理论语言学、规范语言学、二语习得

和教学研究等相关领域学术论文 120 余篇（含合撰），译文数篇。

主持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汉语特征的多元语法理论探索（多卷本）》。

开设课程：《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构式理论分析》《语法研究新视野》。

对学生的要求：有良心，有追求，有规则。

邮件地址：shichunhongblcu@163.com



姓 名：苏婧

简 介：山西太原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2016 年博士毕业

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2020 年从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后

出站，现为语言科学院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汉语历时句法学、汉语语体语法学、汉语韵律语法学

主要成果：

1. 苏婧 从语体语法理论看上古汉语反问型[何 X之 V]式，《汉语史学报》第

26辑,2022。

2. 李果，苏婧 论羌语的核心重音，《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十辑，2021。

3. 张玉来，苏婧，张福通 中国语言学的南大风格和传统，《汉语史与汉藏语

研究》第九辑，2021。

4. 苏婧 先秦汉语无介词的旁格述宾式，《语言学论丛》第 63辑，2021。

5. 苏婧 从语体语法理论看《左传》中的工具类[X以 VP]式，《汉语史学报》

第 24辑，2021。

6. 苏婧 《诗经》中“也”的使用情况考察，《历史语言学研究》第 14辑，2021。

7. 苏婧 从圆文、协句、足句等术语看《五经正义》中的韵律观念，《韵律语

法研究》第 5辑，2020。

8. 苏婧，冯胜利 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的语法属性与分析，《语言科学》，2020

年第 2期。

9. 苏婧 北京话 ABCD式拟声词的生成机制，《民族语文》，2019年第 5期。

10. 冯胜利，苏婧 上古汉语中的“为”与轻动词句法中的抽象轻动词，《历史

语言学研究》第 12辑，2018。

11. 苏婧，语义误读与轻动词句法的历时演变，《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 3辑，

2018年。

12. 苏婧，《世说新语》中介宾位置上的零型回指，《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2年第 4期。

主持课题：

1. 在港内地大学生语言生活情况调查及国家层面的对策，国家语委科研项

目，2018年（在研）。



2. 汉语旁格述宾结构历时演变研究，国家社科青年项目，2019年（在研）。

开设课程：《汉语历史语法经典问题探赜》

对学生的要求：行为端正，好学深思，积极乐观。

邮件地址：sujingchi@blcu.edu.cn

姓 名：孙林嘉

简 介：工学博士，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生导师。2014 年毕业于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获博士学位。2014 年至今在北京语言

大学语言科学院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工作。

研究方向：语言资源与应用、语言智能与技术

主要成果：在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gnal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等国际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7篇。

主持课题：主持完成“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技术与支撑”等国家语委专项任务

4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 1项、校院级项目 3项。

开设课程：ArcGIS 基础应用、语言智能技术及常用工具

对学生的要求：热爱生活、有科研兴趣、有团队合作能力

邮件地址：sunlinjia@blcu.edu.cn



姓 名：王丽娟

简 介：文学博士，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生导师。2009 年毕业于北

京语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博士学位。2009 年至 2020

年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部工作，2020 年至今在语言科学院章黄学

术理论研究所工作，兼任学术集刊《韵律语法研究》编辑部成员。

研究方向：韵律形态学、韵律句法学、语体语法学

主要成果：

1.王丽娟，《汉语的韵律形态》，冯胜利、端木三、王洪君主编“汉语韵律语法

丛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2.冯胜利、王丽娟，《汉语韵律语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8 月。

3.刘广徽、王丽娟，《汉语语音教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0 年 1 月。

4.冯胜利主编，王永娜、王丽娟副主编，《汉语八百对单双音节对应词词典》，

Phoenix Tree Publishing Inc.，2020 年 12 月。

5.王丽娟，韵律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北京语言大学韵律语法 20 年》，北京语

言大学出版社，2022 年 9 月（待刊）。

6.冯胜利、王永娜、王丽娟，汉语单双音节对应词的语体对立及语法属性，《汉

语学报》，2021 年第 2期，2-17 页。

7.汉语旁格述宾结构的语体鉴定及其语法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 年

第 6期，58-69 页。

8.论汉语准谓宾动词带宾结构中的韵律形态，《汉语学习》2015 第 2 期，34-40

页。

9.汉语两类[N 的 V]结构的韵律句法考察, 《世界汉语教学》，2014 年第 1期，

70-77 页。

10.从“大批判”与“*很大批判”的对立看单双音动词的句法功能, 《中国语学》

（日本），260 号，40-53 页，2013 年。

11.从韵律看介词的分布及长度, 《语言科学》2008 年第 3期，300-307 页。

主持课题：

1.汉语超音段形态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4YJC740083），结项。

2.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最小词效应，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支持计划，博士



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2 年，结项。

3.现代汉语动词名物化形态的韵律研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科研项目，2011

年，结项。

参与项目：

1. 基于汉语特征的多元语法理论探索（多卷本）（20&ZD297），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子课题“基于汉语特征的韵律语法理论探索”负责人，2020-2025，在

研。

2. 韵律语体语法理论下的单双音节对应词研究研究，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院级项目，2020-2021，结项。

3. 对外汉语语体用语的鉴定、分布及分级的基础研究（14JJD740003），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2014-2019，结项。

开设课程：《韵律形态学》、《韵律句法学导论》、《音乐、语言与韵律》

对学生的要求：身体健康、为人诚实、积极向上、重逻辑思维

邮件地址：wanpunish@163.com



姓 名：王莉宁

简 介：王莉宁，女，汉族，文学博士，研究员，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

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者，入选国家高层次特殊人才支持计

划和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

家，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地理语言学。近年来主要从事语言资源研究。

主要成果：近年来发表论文 40 多篇，出版学术著作 3部《汉语方言声调分化研

究》《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澳门》《语保故事》，合著《汉语方言地

图集》《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调查手册》《中

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輶轩使者：语言学家的田野故事》

等。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

的起草修订工作。

主持课题：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项并以优秀等级结项；完成国家

语委专项“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和运营”等研究任务 10 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 2项。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深

圳大鹏半岛濒危汉语方言研究”。

开设课程：国际音标与语言调查、方言与地域文化、语言资源调查和保护、汉语

方言学

对学生的要求：为人正派，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对科学研究保持敬畏心，能胜任

田野调查任务。

邮件地址：wangln@blcu.edu.cn





姓 名：吴福祥

简 介：男，安徽省安庆人。1988 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汉

语言文献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1995 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

生院语言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兼任上海市高校比较

语言学 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广西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

学特聘教授，徐州师范大学（今江苏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安徽大学等校兼职教授；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CL)、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民族语文》、《古

汉语研究》、《东方语言学》、《南开语言学刊》、《汉字汉语研究》

和《励耘语言学刊》等杂志编委，《中国语文通讯》（香港）顾问，

《历史语言学研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语言文字

学科编委及历史语言学分支主编；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语言

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

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语言学科委员等。

研究方向：历史句法学、语法化理论、语言类型学、接触语言学和形态句法学。

目前的研究领域是汉语历史语法、汉语历史词汇与历史语义、语法化

与词汇化、汉语方言语法史、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演变。

主要成果：出版《敦煌变文语法研究》、《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吴福祥卷》

等专著和论文集 20 余种，发表《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

等论文 130 余篇，在语法化、汉语历史语法和语义、汉语方言语法史

以及南方民族语言语法演变等方面，研究成果具有开拓性和前沿性，

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专著《敦煌变文语法研究》1999 年获中国

社科院第二届优秀青年科研成果奖；论文《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

型学研究》《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和《试说汉语几种



富有特色的句法模式——兼论汉语语法特点的探求》分别于 2006 年、

2009 年、2015 年获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主持课题：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唐五代语法研究”（2000）和“侗

台语中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和语法变异”（2009）、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重大招标项目“功能—类型学取向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201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历史语义演变的专

题研究”（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项目 “汉语语法史与汉

语语法语义演变的跨视角研究”（2016）。

开设课程：曾在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和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有

“近代汉语语法专题”、“古代白话文献概论”、 “近代汉语研究

文献导读”、“语法化导论”、“语法化与词汇化”、“历史句法学

导论”、“形态句法学基础”、“历史语言学专题”、“语言接触与

语法演变”、“汉语历史语法和历史语义研究专题”、“汉语历史语

法专题”、“语言类型学专题”等。

对学生的要求：诚实正派，学风严谨；热爱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语言学素养和

汉语史功底；英语水平较好，能阅读语言学的英文文献。

邮件地址：wufuxiang100@126.com



姓 名：徐欣路

简 介：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文字

规范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秘书处副秘书长，全

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00）副秘书长，《语言规划

学研究》副主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专业硕士生导师，副研究员。

从事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承担国家语委下达给中国语言文字规

范标准研究中心的资政服务工作。2005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学士

学位；2009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2013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13-2015 年于北京语言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李宇明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具有语言规划和

语言本体（汉语语法史）双重学科背景。

研究方向：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当代中国语言政策，语言文字规范化

标准化、中国语文现代化史、语言社会学）

主要成果：

1.《信息化条件下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建设规划》，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8 年 7 月印发，负责起草。

2.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生活白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

（2017、2018、2019、2020、2021），主持章节编写。

3.《服务国家发展需要，大力推进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语言文字应用》，

2020（3）。

4.《语言景观标记论——以北京 798 艺术区为例》，《语言战略研究》，2020

（4）。

5.《论传统文化教育的层次和文言文教育的功能》，《教育评论》，2015（5）。

6.《论双言现象与汉语文言资源的利用》，《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4）。

7.《谈语体规划和我国的言文一致运动》，《语言规划学研究》，2016（2）。

主持课题：

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百年汉语文白语码择用规范谱系研究”

（在研）



2.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百年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数据库

建设研究”（在研）

3.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中小学校本教材语言文字规范性考

察与标准建设研究”（结项）

开设课程：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导论

对学生的要求：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作为交叉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对学生的专业背景限制较

少，故报读本学科不必对前期知识结构有顾虑，但应认同“语言生活派”的重要

学术理念——语言学应该解决社会前进中遇到的语言问题。希望学生具有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情怀，具有跟随时代发展更新自身知识的意愿，具有探究未知

领域的好奇心与勇气。培养过程中，希望与学生一同努力，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体验将好奇转化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的过程，体验在行动中萌育新思想的快

乐。

邮件地址：xuxinlu@163.com



姓 名：杨翊

简 介：女，博士，语言科学院语言测试和人才测评研究所硕士生导师。毕业

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美“富布赖特”联合培养博士生，美国印第

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访问学

者。2018 年入选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英才”计划，研究成果曾获第

五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研究方向：语言测试、教育测量。主要包括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考生能力评价

体系研究、学生学习成果评价研究、学生学习行为研究、课堂教学效

果研究、院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研究、题库建设等。

主要成果：

1. 每年编制少数民族汉语考试（MHK）二级、三级、四级笔试试卷多套；

2. 在《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ETS Research

Report Series》等中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包括：《大学生学习

成果评价：五种思维能力测试的对比分析》、《中国大学生高阶思维能力测

试蓝图的构建》、《Asset Languages 简介及对我国汉语测试改革的启示》、

《Validat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TS Proficiency Profile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等；

3.出版专著《基于学习成果评价的大学生高阶思维能力评价框架及其测量研究》。

主持课题：

1. 基于学习成果评价的中国大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发展状况研究（国家社科项

目）；

2.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题库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司局级项目）。

对学生的要求：真诚、勤奋、认真、负责

邮件地址：yangyi@blcu.edu.cn





姓 名：于水源

简 介：博士，计量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语言学领域提出

了 Zipf 定律的三段论观点，该观点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对一些重要

的语言学问题具有启发作用。在语音学领域曾首次获得汉语元音感知

的声学线索；关于汉语音位对立的研究结果修正了 80 年来一直坚持

的 Martinet 假说。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横向课题。在《中国

科学》、Phonetica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 SCI、SSCI、A&HCI 和 EI 等索

引论文 2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多项。

研究方向：计量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声学语音学、音视频信号处理等

主要成果：

1. Properties of language networks and language systems. Comment on

"Approaching human language with complex networks" by Cong and Liu ,

Physics of Life Reviews 11(2014)626-627（SCI，SSCI）

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Phonemic Contrast’. Phonetica, 2011,

68(4). （SCI）

3.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phonemic networks，Physic A.（SCI）

4. Excitation patterns and phonetic identities of Chinese vowels.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F 2009.10（SCI, SSCI, A&HCI）

5. Spectral integration and perception of Chinese back vowel /γ/. 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s Volume 53, Number 11（SCI）

6. 谱综合与汉语后元音/γ/的知觉，《中国科学》F：信息科学，2010 年第 10

期。

7. 汉语元音激励模式及其语音性质，《中国科学》F：信息科学，第 39 卷第 8

期。

8. 普通话女声二合元音时长对共振峰轨迹的影响. 《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

议暨语音学前沿问题国际论坛》。

9. 普通话单元音发音音色与频谱能量分布的关系初探，《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

术会议暨语音学前沿问题国际论坛》。

10. 基于时域规整的声调识别算法，《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语音学前沿



问题国际论坛》。

11. 普通话平翘声母区别特征的声学参数,《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语音

学前沿问题国际论坛》。

12. 普通话双音节中第二音节辅音对第一音节韵母/u/共振峰轨迹的影响，《声

学技术》第 25 卷，中国声学学会 2006 年全国声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13. A new time-domain feature parameter for phoneme classification.

WESPAC IX 2006 the 9th Western Pacific Acoustics Conference.

14. STATUS-CHANGE BASED SYLLABLE DETECTION IN CHINESE CONTINUOUS SPEECH.

WESPAC IX 2006 the 9th Western Pacific Acoustics Conference.

15. 普通话女声二合元音 F1 和 F2 的统计分析，第八届全国人机语音通信学术会议。

主持课题：

1．汉语元音感知线索研究，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2．普通话客观测试技术中单音节信息特征的提取，广电总局高校科技项目

3．现代汉语计量语言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

4．术语语言资源数据库开发规范研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项目

对学生的要求：热爱科学研究，勤奋刻苦，有主动钻研精神和较好的外语水平

邮件地址：yusy@blcu.edu.cn





姓 名：张世方

简 介：男，山东单县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研究员，博士

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主要从事官话方

言及北京话的相关研究。已出版《北京官话语音研究》、《汉语方言

地图集》（合著）、《汉语官话方言研究》（合著）等专著，在国内

外语言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

部规划项目、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等多项。专著《北京官话语音研究》

获得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入选 2012 年

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

主要成果：

1. 《北京官话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4 月

2. 《汉语方言地图集》（合著，曹志耘主编），商务印书馆 2008 年 11 月

3.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合著，钱曾怡主编），齐鲁书社 2010 年 11 月

4. 汉语方言三调现象初探，《语言研究》2000 年第 4期。

5. 从周边方言看北京话儿化韵的形成和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 年第 4

期。

6. 中原官话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的形成与分布，《语言科学》2004 年第 4期。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04 年第 9期转载。

7. 北京话及周边方言的阴平与阳平，《语言研究》2006 年第 1期。《中国人民

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06 年第 7期全文转载。

8. 北京话“伍的”的来源，《民族语文》2009 年第 1期。

9. 北京话中的等类助词“伍的”，《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 1期

10. 山东方言的称父称谓及其在明清时代的演变， [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

第 12 期（2010 年 10 月），朋友书店。

主持课题：

1.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重大专项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城

镇化进程中农村方言文化的困境与出路”（项目编号：13ZDY01）

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有声数据库技术规范研究”子课题“调查试点（北京）”



（项目编号：2014BAK04B01091）

3. 国家语委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任务）“语保工程语言调查专业

培训”（项目编号：YB1642B042）

4. 国家语委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任务）“台疆汉语方言调查项目

管理”（项目编号：YB1822B022）

开设课程：汉语方言专题研究、社会语言学专题研究、社会语言学概论

对学生的要求：怀平常心，做正常人，勤勉敬业，知足感恩，对自己的方言文化

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及敬畏之心，有志于汉语方言文化的记录、保护

与研究。

邮件地址：zhangshf@blcu.edu.cn



姓 名：翟占国

简 介：博士，助理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9 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获

文学博士学位，2021 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出站。现为北

京语言大学中国周边语言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化；社会语言学

参与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原官话语料库建设”；河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河南方言词汇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汉语方言传统吟诵调韵律研究”

主要成果：

1. 豫皖方言中的介词 ia 《方言》2022年第 2 期。

2. 论中部官话的二分格局 《语言研究》2022年第 2 期。

3. 汉语方言塞擦音的类型分布与演化特征 《语文研究》2021年第 1 期。

4. 西北官话中的两声调方言 《民族语文》2019年第 2 期。

5. 安徽利辛方言“搁”的语法化 《语言历史论丛》（巴蜀书社）2017。

6. 汉语方言介词“走”的语法化及类型学分析 《方言语法论丛》（商务印书

馆） 2016。

对学生的要求：

自知而自信，通透且平和

邮件地址：zhaizhanguo@blcu.edu.cn



姓 名：朱宏一

简 介：女，出生于 1974 年，副研究员。2002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

文学硕士学位。2002 年至 2013 年工作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

中心，2013 年至 2016 年工作于语言科学院汉语考试和教育测量研究

所，2016 年 7 月调入语言科学院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2013 年聘

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言调查的普通

话轻声词规范 和轻声词认知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十四五重大项目《<现代汉语词典>初稿稿片整理与融媒体辞书内容

研究》子项目《〈现代汉语词典〉语音规范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信息库与题库建设》，国家语委项目《汉

语成语新义产生的机制及其规范原则研究》，校级青年项目《HSK（高

等）效度研究》，院级项目《MHK 藏族考生在作文中出现的汉语虚词

和句式偏误研究》。曾参与的项目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现代汉

语语音与拼音研究》的子项目《现代汉语轻声研究》，国家汉办项目

《汉语水平考试（HSK）》、《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国家语委项

目《汉字水平应用测试》，教育部考试中心项目《2014 年中国少数

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新疆大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项目《2015

年新疆高考汉语文试卷》，教育部民族司项目《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考

试大纲修订》。

开设课程：

1.国外语言学名著导读

2.语言能力测试的命题艺术

3.当代语言文字规范文件研读

近几年指导的学生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组卷策略研究》《基于 MIRT 的医

师资格考试临床类别分阶段考试等值可行性研究》等语言测试方面的论文。

《白俄罗斯语使用现状调查》《保险行业语言服务调查及研究—以宜春地区

为例》《高棉语拉丁字母拼音的使用情况调查及规范原则与推广策略》《情感类

微信公众号标题语言特点及“标题党”现象研究》《淘宝商家客服语言研究》等



语言政策、规范及语言生活方面的论文。

《汉语成语变体语素替换的不平衡现象》《“四书”成语语义演变研究》《非

等值性“X长 Y短”结构的多维考察》《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民间匾额典故研究》

《汉语对举量度成语研究》《汉语味觉形容词语法及语义研究》《字形简化对汉

字构形网络整体特征的影响研究》等语言本体方面的论文。

对学生的要求：

1.团结同学，乐于助人；

2. 学习努力，认真参与导师课上的各种训练，为就业或博士入学考试做充

分的准备。

邮件地址：zhuhongyi@163.com



姓 名：朱艳华

简 介：朱艳华，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周边语言文化研究

所副所长、中国民族语文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藏缅

语族语言、语言比较、语言国情与语言政策。现任国际双语学学会副

秘书长。在《民族语文》《当代语言学》《汉语学报》等国内外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遮放载瓦语参考语法》《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研究 60 年》《汉语与非汉语结合研究成果汇要》等著作（合

著）10 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2项，作为

主要成员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十余项。曾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

术新人奖”。

研究方向：藏缅语族语言、语言比较、语言国情与语言政策

主要成果：

1.论文

《藏缅语工具格的类型及源流》，《民族语文》2010 年第 1期。

《藏缅语选择疑问范畴句法结构的演变链》，《汉语学报》2010 年第 2期。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0 年第 9期全文转载。

《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语言研究》2010 年第 4期。人大报

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1 年第 2期全文转载。

《土家族地区来凤话两种特殊的数量表示法》，《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0 年

第 2期。

《载瓦语的差比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期。

《中泰跨境民族拉祜族兼用本国通用语现状之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期。

《20 年来汉藏语系的语言类型学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2 年第 1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2011 年第 6期转摘。

《景颇语的重叠及其调量功能》，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

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商务印书馆，2011 年。

《澜沧拉祜族语言生活中的双语平衡问题》，《中国社会语言学》2011 年第 1



期。

《琅南塔克木语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死灰复燃》，《语言研究》2012 年第 1期。

《载瓦语的示证范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期。

《载瓦语存在动词的类型学研究》，《民族语文》2012 年第 6期。

《载瓦语的“体”》，《汉藏语学报》第 6期，商务印书馆，2012 年。

《载瓦语宾动同形短语的特征及形成机制》，《民族语文》2013 年第 3期。

《立足田野 博而能精——戴庆厦先生学术思想述评》，《文化学刊》2014 年第

3期。

《第二届中国周边语言文化论坛综述》，《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 年第 2期。

《缅甸克钦族的语言使用现状》，《当代语言学》2016 年第 2期。

《论跨境语言资源保护》，《贵州民族研究》2016 年第 3期。

《载瓦语现实和非现实范畴的实证研究》，《民族语文》2017 年第 5期。

《载瓦语四音格词的韵律特征》，《粤语研究》2017 年增刊。

Zaiwa，Graham Thurgood：Sino-Tibetan Languages(II)，Routledge，2017.

《载瓦语的复数标记 k<W51》，《戴庆厦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7 年。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模式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18 年第 3期。

《缅甸语仰光话的语音系统——兼几个特殊语音特征的声学分析》，《汉藏语学

报》第 10 期，商务印书馆，2018 年。

《载瓦语容器工具格标记 mai31 及其功能扩展》，《民族语文》2019 年第 3期。

《载瓦语非容器类工具格标记?0?5?0?331 及其功能扩展》，《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2020 年第 6期。

《形容词和动词是否分立——以藏缅语族景颇语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20

年第 10 期。

2.著作

《遮放载瓦语参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60 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

《泰国清莱拉祜族及其语言使用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片马茶山人及其语言》，商务印书馆，2010 年。



《耿马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商务印书馆，2011 年。

《澜沧拉祜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商务印书馆，2011 年。

《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商务印书馆，2011 年。

《勐腊县克木语及其使用现状》，商务印书馆，2012 年。

《老挝琅南塔省克木族及其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泰国优勉（瑶）族及其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汉语与非汉语结合研究成果汇要》，民族出版社，2016 年。

《语言国情调查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

《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族及其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

3.研究报告

《关于双语和谐乡村（社区）示范点考评指标体系设计的报告》，国家民委、国

家语委、教育部三部委采纳，2017 年。

主持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境载瓦语志研究”

国家语委“双语和谐乡村（社区）建设路径及其考评指标研究”

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任务”项目“南方民族语言调查•载瓦语”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缅甸语言资源库建设”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载瓦语的命题情态范畴”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缅甸景颇族的语言使用现状”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汉藏语疑问句比较研究”

开设课程：汉藏语专题研究、语言国情调查、中国的语言

对学生的要求：有较好的语言学基础，学习态度勤勉踏实。

邮件地址：zhuyanhuablc@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