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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世界汉语教学》青年学者论坛（第8届）征稿 

第九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征稿 

《世界汉语教学》第七次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世界汉语教学》青年学者论坛（第7届）成功举办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在长沙举行 

《世界汉语教学》2019年（第33卷）总目录 

第16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昌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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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学》2020 年第 1 期论文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汉语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发展 
 

邢  欣 1、2                 宫  媛 1 

1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语言学院)    2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汉语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已呈现各行各业全方位

覆盖的态势。在国际化人才培养中，汉语教学成为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语言培养环节，

汉语国际化人才培养也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担当。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对汉语

国际化人才的渴求，当前的汉语人才培养模式则显得较为薄弱和单一，急需培养模式

的转型和创新。在培养目标上，注重专业化和国际化汉语能力培养；在手段上，构建

融媒体学习平台；在师资队伍上，建设跨学科进而融学科的教学团队。创新模式的发

展包括从泛化到精准化，从单层次到多层次，从通用型到专门化，从单一化到多样化，

从而形成精准化、高科技化、专业化和速成化国际汉语人才培养机制。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国际汉语教学  精准化  多层次  专门化  多样化 

 

 

 

再说“会” 
 

陈振宇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提要  汉语中语法化的“会”分为两个义项，它们是历史上两个独立进行的语法化过

程的产物,没有相互衍生的关系。“会 1”是助动词，先是绝对将来时标记，表示自然

趋向性；演化为相对将来时标记，表示惯常与条件意义；再演化为必然认识情态标记，

表示说话者认识的确定性。“会 1”的前两个功能在现代汉语中最常用，属于时态范畴；

第三个功能主要用于否定、疑问等有标记的句式中，大多带有感叹色彩。“会 2”则是

由“领悟”动词演化成表示技能技艺的动词。与“能”比较，“会”有更大的客观性。 

关键词  会  将来时  必然认识情态  技能  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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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格式“VP 啊”的主观情感立场与时间认知 
 

汪敏锋 1                          崔希亮 2 

1 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2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提要  动词性列举格式“VP 啊”有词汇表达类和句法表达类两种形式。词汇表达类由

于有列举标记语，功能比较单纯，通过“列举”强化说明功能。但句法表达类则比较

复杂，不限于“列举”，在使用中，往往带有正向或负向的主观情感立场，关联着时间

认知。其中“啊”顺应表达的情感基调，调整着表达的情感立场。鉴于句法、语义上

的一致性，与“啊”有关的动词性句法列举表达应是一个语义有关联的连续统，位于

连续统两端的“多项动作行为的平行累加”和“相同动作行为重复”的情感立场呈“正

向优先-负向优先”，时间认知呈“短时间-长时间”，语音形式(时长)上“啊”呈“最

短-最长”这一总体对立格局。 

关键词  列举  “VP 啊”  情感立场  时间认知 

 

 
 
 

疑问与感叹的相关性及其转化机制 
 

刘  彬 1        袁毓林 2 

1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2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提要  疑问范畴与感叹范畴是语言中重要的两大范畴，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表现在疑问可以转化为感叹。疑问和感叹之间具有类似的语义结构和认知理据，即超

出说话人原有的预期、信念或知识经验。疑问和感叹在形态-句法上的相关性主要体现

在感叹标记与疑问标记同形，并且多数感叹标记往往是从疑问标记发展而来的。文章

着重揭示了疑问向感叹转化的条件与机制，其中反问句用法是疑问向感叹转化的中间

环节，而惊异是推动反问向感叹转化的关键性语义和情感因素。 

关键词  疑问  感叹  反问  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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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遍句看汉语 OV 语序的全量倾向 
 

王  艳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提要  周遍句中没有表示全量义的词汇性成分，“都/也”和 O 成分都不能独立表达全

量义。OV 语序是“都”表示“总括”义的条件，也是 O 成分固定量化义的基础。有

些学者注意到“把”字句、“被”字句、“连”字句等 OV 语序句型具有全量义，通过

对不含介词的 OV 语序受事主语句进行考察，我们发现，汉语中的 OV 语序和 VO 语

序在语义上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即 OV 语序表示全量义，VO 语序表示非全量义。

OV 语序是汉语表达全量义的一种句法手段，语序是一种弱标记形式，OV 语序的全量

义容易被表达部分义的词汇成分改变，周遍句通过结构固化的方式将 OV 语序的全量

义固定下来。OV 语序是周遍句表达周遍义的主要手段。 

关键词  OV  语序  全量  周遍  句法手段 

 

 

 

 

一价名词的性质及相关句法现象再探 
 

王伟超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提要  本文重新考察配价语法研究中的“一价名词”的语义性质及相关的句法问题。

文章首先对一价名词的性质重新进行界定，认为一价名词与配价语法中其他类别的性

质不同，其配价表现是由语义标准确定的。一价名词的实质是由领属关系的不可让渡

性和可凸显性定义的一个语义范畴。在此基础上，文章重新考察了先前研究中认为与

一价名词相关的多种句法现象，并根据形成动因和限制条件将这些现象分为不同的层

次，结合上述一价名词的性质，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一价名词与这些现象表现出相关性

的原因，由此探讨一价名词的概念对这些现象进行描写、解释的效力。 

关键词  一价名词  配价语法  领属关系  认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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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本可读性特征体系构建和效度验证 
 

吴思远 1、2      于  东 2      江  新 1 

1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2 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 

 

提要 本文研究如何利用汉语文本的语言特征对文本的可读性进行分析。首先从汉字、

词汇、句法和篇章四个层面出发，构建了一个预测汉语文本可读性的多层面、多维度

特征体系，该特征体系包含 13 个维度共 104 项指标。然后以 12 个年级的语文教材语

料库为基础，通过建立机器学习模型考察不同层面、不同维度语言特征的预测能力。

实验结果显示：汉字、词汇、句法和篇章四个层面中，基于词汇层面特征的模型准确

率最高，基于篇章层面特征的模型准确率最低；13 个维度中,预测准确率最高的前 5

个维度依次为汉字熟悉度、汉字多样性、词汇多样性、短语句法结构复杂度和词汇熟

悉度。我们还发现，四个层面语言特征对低难度文本的预测能力均最强。 

关键词  汉语文本可读性  语言特征  机器学习  效度验证 

 

 

 

 

汉语二语学习者词汇语义系统动态发展研究 
 

周  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提要  本文运用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聚焦词汇语义系统，对 15 名母语为韩语的

汉语二语学习者一学年内作文中词汇多样性、复杂性和词义多样性的发展以及这三个

指标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进行纵向历时考察。研究发现：学习者的二语词汇语义

系统发展呈现出跳跃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在相同的教学

环境下，学习者的词汇语义系统也并非沿着相同的路径发展；在词汇能力发展的某一

阶段学习者的词汇语义系统各维度的发展可能并不同步；词汇多样性和词义多样性的

发展呈显著正相关,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步发展。 

关键词  动态系统理论  词汇语义系统  历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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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结构和句子长度对汉语学习者口语韵律组块的影响 
 

高思畅                              王建勤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认知科学学科创新引智中心 

 

提要  本研究考查不同句法结构和句子长度对汉语学习者口语韵律边界强度和韵律组

块手段的影响。研究的被试包括 20 名韩国高水平汉语学习者，还有 20 名汉语母语者

作为参照。实验通过即时回忆的实验任务收集被试的语料，通过对语料的语音分析比

较学习者和母语者在韵律组块强度和韵律手段的表现。研究结果表明：（1）句法结构

并没有对母语者的韵律组块产生影响，而学习者则受到句法结构和句子长度的交互作

用的影响；（2）句子长度对母语者和学习者的停顿时长均产生显著影响，该影响不因

句法结构不同而有所不同；句子长度对母语者和学习者的延长频率也产生影响：母语

者在产出短句时更倾向于使用音节延长作为韵律切分手段，而学习者则受到句法结构

和句子长度的交互作用的影响；（3）学习者和母语者的延长量均不受句法结构和句子

长度的影响。 

关键词  韵律组块  句法结构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韵律边界 

 

 

 

 

汉语隐性和显性主语代词的回指偏向研究 

——对“先行词句法位置假说”的验证 

 

谢  敏 1      常  辉 1      王  丽 2 

1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2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要  根据“先行词句法位置假说”，在句内层面隐性主语偏向回指前句主语，显性主

语代词偏向回指前句宾语。该假说是基于意大利语提出的，是否适用于汉语有待检验。

本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和“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从母语和二语角度探讨“先行词

句法位置假说”是否适用于汉语。结果表明，汉语母语者使用的隐性主语偏向回指前

句主语，但他们使用的显性主语代词无明确回指偏向，而母语为英语和日语的汉语二

语者使用的隐性和显性主语代词均偏向回指前句主语。研究结果不支持“先行词句法

位置假说”。文章还对该假说不适用于汉语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关键词  先行词句法位置假说  隐性  显性  主语代词  回指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