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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21 年版）

学科名称：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代码： 050200 ）

一、学科简介
学科始建于 1938 年，学贯中西的大家、有“文化昆仑”之称的钱锺书为首任系主任。

罗暟岚、徐燕谋、刘重德等名家先后任教其中。历代学人辛勤耕耘，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英语语言文学”在 2007 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全国仅 7家）。2017 年 9 月，湖

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全国仅有 6 个外语学科入选。

学科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置了英语语言文学、外国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俄语语言文学、

亚非语言文学等学科，拥有一支由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

教指委主任和委员组成的，老中青结合、国际化特征明显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现有教授近

50 人，其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1 人，国家教

学名师 2 人，教育部教指委主任及成员 4 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新世纪“121 人才工程”

人选等高端人才达 30 人。还全职聘请了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任教。外国语言文学教师团队

2018 年入选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全国外语类仅 2 家），“英美文学与

文化导师团队”为湖南省首届 “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学科带头人蒋洪新领衔国内外专家制定了《高等学校外语类专

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等国家级标

准，引领了我国外语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以国家教学名师白解红领衔的教学团队，获得我国

第一个英语专业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建设了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近年来，学科

已获批包括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在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0 余项，承担 20 余项省部级重

大委托课题，出版专著百余部，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学科建有教育部、省委

宣传部备案的“俄罗斯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及“湖南省中外文

化传播基地”等 15 个研究机构和智库，是中联部“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和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成员单位。

二、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质量第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国际和跨国组织从

事本学科教学、科研、对外交流等工作的创新性高端外语人才。具体要求是：

（一）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立志为祖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对外开放和

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二）能系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

学科的进展、动向和最新发展前沿；

（三）汉语写作能力较强，工作外语使用能力强，并能较熟练地使用一门第二外语（英、

法、德、日、俄等）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四）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能在本学科领域取得理论或实践上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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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方向及简介
英语语言文学

（一）美国文学研究：以美国文学研究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文学史、小说、戏剧、

诗歌的研究及美国文艺理论的研究。

（二）英国、爱尔兰文学研究：以英国、爱尔兰文学研究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英国、

爱尔兰文学史、小说、戏剧、诗歌的研究，英国及爱尔兰文艺理论研究。

（三）英语语言学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英语理论语言学主要理论、流派及发展，语言学

研究方法，及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研究等。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一）理论语言学研究

认知语言学：以人类自然语言为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经验结构、经验的概念化和范

畴化、形式结构与概念结构、构式语法和语法化、语言的界面，等等。

语言类型学：以世界各语言特别是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语言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应用

认知语言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语言比较和对比及词法、句法、篇章、语义和文化对形义

的影响等。

（二）应用语言学研究

语言测试与外语教学：以测试的理论、方法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为对象，主要内容

包括测试理论、测试设计、开发及命题质量控制、测试实施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现代化测试

方法及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以测促教、以测促学、测试与教学相结合等。

第二语言习得：以第二语言的习得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第二语言习得主流理论、重点

热点问题、研究方法等及其最新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外语教学实际，探讨输入输出、显性

隐性学习、概念迁移、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等重大问题。

（三）外国语言文化研究

日本语言文化：以日本语言文化为对象，文化视角下的研究着重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性及

其陈述和表现；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着重语言文化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表

征、语义的变化类型等。

翻译学

（一）笔译研究：以笔译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流派、

翻译方法论、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质量评估以及国内外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涉及理

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文学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等领域的主要问题。

（二）口译研究：以口译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口译的理论研究、教学

研究、方法研究、认知研究、质量评估研究、语言服务研究等，涉及不同领域和类型的口译

研究以及口译的技术研究跨学科研究。

（三） 翻译传播学：以翻译与传播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翻译的传播学研

究、传播学的翻译研究以及翻译与传播的互动研究，涉及中外互译与国际传播的跨学科理论

研究、中华学术外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外译与传播研究、现当代中国

文学作品的外译与传播研究、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四）汉外对比与翻译研究：以汉外对比与翻译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汉外对比的

历时与共时、汉外对比的层面（语言、文化、心理等）、汉外对比的方法、汉外对比与翻译

的关系，涉及翻译语言学、翻译语言哲学、翻译文化学等领域的问题。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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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以中外作家、作品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中外文学中的经典

作家、作品比较研究，比较视域下的现当代中外文学研究，中外文学作家、作品影响研究，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等。

（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以中外文化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中外文论与美学比较研究，

中外诗学比较研究，文明互鉴研究，中外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等。

（三）海外“中国学”研究：以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域

外汉学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汉学语境下的研究发展等。

国别与区域研究

（一）东北亚区域研究：以东北亚区域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朝鲜、韩国和日本等

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外交等重点问题、主要研究方法、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以及东北

亚区域的宗教哲学、文化传播、人文交流以及地区安全和大国关系等重大问题。

（二）美国研究：以美国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宗教、传

媒、外交等重点问题、主要研究方法、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以及美国公共（文化）外交、美

国对外文化战略和文化传播等重大问题。

（三）俄罗斯研究：以俄罗斯（苏）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历史、文化、政

治、宗教、传媒、外交等重点问题、主要研究方法、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以及中俄（苏）的

文化关系问题。

（四）南亚区域研究：以南亚区域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

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外交等重点问题、主要研究方法、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以及

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宗教文化及其与大国关系等重大问题。

亚非语言文学

（一）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以朝鲜—韩国的语言与文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

括朝鲜-韩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朝鲜-韩国的语言文化特征研究，朝鲜古代汉文

学研究，朝鲜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演变研究，朝鲜当代文学研究，韩国当代文学研究，

朝鲜古代诗学史研究。

（二）朝鲜—韩国思想文化研究： 以东北亚视域中的朝鲜传统思想与文化为研究对象，

主要内容包括朝鲜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朝鲜—韩国美学思想研究，东亚文明与朝鲜-韩国文

学研究，朝鲜民族文化发展模式研究。

（三）东亚文明与文化交流研究：以朝鲜、韩国与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化交流为研究

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东亚文明与朝鲜半岛文化发展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语言与文化关系研

究，朝鲜半岛对中国古代批评理论接受史研究，朝鲜半岛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东

亚汉文学史研究。

俄语语言文学

（一）俄语语言学研究方向：以俄语理论语言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俄语理论语

言学主要理论、流派及发展，语言学研究方法，俄语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研究及俄语教学研

究等。

（二）俄罗斯文学研究方向：以俄罗斯文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文论、俄

罗斯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俄罗斯文学流派及思潮发展、俄罗斯作家作品研究、俄罗斯文学

教学研究等。

（三）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研究方向：以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为研究对象，进行共时、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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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用决策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历史、文化、宗教、政治、教育、传媒、外交等领域

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法语语言文学

（一）法语语言学研究：以法语语言为研究对象，包括法语发展史、法语语言学与语言

哲学主要理论与学术名家、语言学方法论、叙述学与符号学、法汉语言比较研究、法语教学

研究等。

（二）法国文学研究：以法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并将视野延伸到法语国家和地区的法语

文学，包括法国文学专题研究、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批评史、法国文学流派及思潮发展史

等。

（三）比较文学研究：以总体意义上的中法文学为研究对象，包括比较文学原理与研究

方法、中法文学关系史、中法文学比较研究专题等。

（四）法国汉学研究：以法国汉学为研究对象，包括法国汉学发展史、法国汉学名著导

读、中法文化关系史研究等。

（五）法汉翻译研究：以法汉两种语言的文史哲经典互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包括法国文

史哲经典汉译史、中国文史哲经典法译史、法汉汉法翻译名家研究、法汉汉法笔译等。

（六）法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包括法国文明史、法国文化史、当代法国社会、西方文化

现代性研究等。

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

（一）外语基础教育研究：以外语基础教育研究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外语基础教育政

策研究、外语基础教育比较研究、外语基础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

（二）外语教师教育研究：以外语教师教育研究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外语教师教育历

史和理论、外语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学、外语教师政策与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外语教师专业发

展、外语教育技术、外语教师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

（三）外语考试研究：以外语考试研究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外语考试标准研究、外语

考试理论研究、外语教师测评素养研究以及中考、高考外语考试研究等。

语言智能与跨文化传播

该学科方向涵盖了比较文学与文化、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研究方向：

（1）比较文学与文化

本方向主要关注中西民众在文体风格、文学母体、叙事手法等方面的偏好和倾向，基于

人工智能算法综合分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阻隔因素，找出能够形成传播优势的影响因子，

从而为本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启示。

（2）机器翻译

本方向结合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通过大量的多语种语料建立多个平行语料库，并以此

为基础建立多语种的中国核心语汇翻译标准数据库，汇集翻译最新的中国特色词语，支持中

国话语的国际传播。

（3）人工智能

本方向基于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从多模态视角对语言和文化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形成

大数据背景下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完整体系，有利于深化语言文化研究、促进中西语言与文化

的对话。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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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脱产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3年，全日制非脱产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年。博士研究生

最长学习年限为 8 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其中， 休学创业的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

限可延长 1-2 年。

五、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并接受导师组的集体指导。导师需同时对博士研究

生的业务和思想进行指导和教育。博士生培养按照老师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强化学术交

流制度。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毕业

总学分

课程学分
学术活动

学分总学分
公共必修课

学分

学科必修课

学分

任意选修课

学分

15 13 5 4 4 2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形式
备注

公共必

修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 考试
所有方向

必修
二外（一） 24 1.5 1 考试

二外（二） 24 1.5 1 考试

学科必

修课

英美小说专题研究 32 2 1 考查

外国语言

文学各学

科研究方

向学生必

修至少 4

个学分

西方文论经典 32 2 1 考查

英美诗歌专题研究 32 2 2 考查

语义理论 32 2 1 考查

认知语言学 32 2 1 考查

语言类型学研究 32 2 1 考查

文学翻译研究专题 32 2 1 考查

翻译学跨学科研究 32 2 1 考查

比较文学专题研究 32 2 1 考查

世界近现代史专题研究 32 2 1 考查

国别与区域研究前沿专

题
32 2 2 考查

朝鲜古代文学研究 32 2 1 考查

朝鲜古代诗学研究 32 2 3 考查

俄罗斯翻译理论专题研

究
32 2 3 考查

中俄文学文化关系 32 2 2 考查

俄语语言学专题研究 32 2 1 考查

俄罗斯经典小说专题研

究
32 2 2 考查

法语学位论文写作 32 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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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化学（与比较文学

与跨文化研究方向同课）
32 2 2 考查

比较文学原理（与比较文

学与跨文化研究方向同

课）

32 2 4 考查

外语教学研究 32 2 1 考查

博士论文研讨 32 2 2 考查

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 32 2 1 考查

外语教师教育研究 32 2 1 考查

外语考试专题研究 32 2 1 考查

语言智能导论 32 2 1 考查

自然语言处理 32 2 2 考查

比较文学研究 32 2 2 考查

翻译技术导论 32 2 2 考查

任意选

修课

美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32 2 2 考查

外国语言

文学各学

科研究方

向学生选

修至少 4

个学分。

英美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32 2 2 考查

语言哲学研究 32 2 2 考查

西方汉学研究 32 2 2 考查

语言学文献阅读与评价 32 2 2 考查

外国语言学理论 32 2 1 考查

翻译研究方法论 32 2 2 考查

翻译传播学 32 2 2 考查

翻译史专题研究 32 2 2 考查

中国当代政治文献英译

传播
32 2 2 考查

比较文学原理 32 2 1 考查

比较文化学 2 考查

中外作家专题研究 1 考查

西方思想经典导读 2 考查

美国历史与文化专题研

究
32 2 1 考查

美国公共外交史专题研

究
32 2 2 考查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专题

研究
32 2 1 考查

东北亚与大国关系研究 32 2 2 考查

俄罗斯外交专题研究 32 2 1 考查

俄罗斯汉学研究 32 2 2 考查

南亚历史与文化专题研

究
32 2 1 考查

南亚与大国关系研究 32 2 2 考查

朝鲜（韩国）思想史研究 32 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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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朝鲜古代汉文献导读 32 2 2 考查

语用学专题研究 32 2 1 考查

俄汉语对比研究 32 2 2 考查

文学思潮与流派研究 32 2 1 考查

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研

究
32 2 2 考查

语言学方法论 32 2 1 考查

叙述学与符号学 32 2 2 考查

语言哲学 32 2 2 考查

法国文学专题 32 2 2 考查

法国文学流派 32 2 3 考查

法国文学批评史 32 2 3 考查

中法文学关系史 32 2 2 考查

中法文学比较专题 32 2 2 考查

神话研究 32 2 2 考查

法国汉学导论 32 2 2 考查

法国汉学名著导读 32 2 4 考查

中法文化关系史 32 2 4 考查

法国文史哲经典汉译史 32 2 3 考查

中国文史哲经典法译史 32 2 3 考查

法汉汉法翻译名家 32 2 4 考查

法汉汉法笔译 32 4 4 考查

法国文明史 32 2 3 考查

法国文化史 32 2 3 考查

当代法国社会 32 2 4 考查

西方文化现代性研究 32 2 4 考查

应用语言学研究 32 2 1 考查

学科前沿问题研究 32 2 2 考查

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

究
32 2 1 考查

语言智能编程 32 2 2 考查
语言智能

与跨文化

传播专业

至少任选

2 学分

多模态识别技术 32 2 2 考查

计算机辅助翻译 32 2 2 考查

语料库研究 32 2 2 考查

文学文化传播 32 2 2 考查

多模态传播 32 2 2 考查

必修环

节
学术活动 2 必修

补修课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32 2 2 考查 至少选 2.0
学分,跨学

科考生必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 32 2 2 考查

翻译研究方法 32 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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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必修外国文学理论 32 2 2 考查

外国语言学理论 32 2 2 考查

认知语言学 32 2 2 考查

对比语言学 32 2 2 考查

英语测试学 32 2 3 考查

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32 2 1 考查

翻译学文献阅读 32 2 2 考查

中西文化研究 32 2 1 考查

世界历史 32 2 1 考查

世界政治与经济 32 2 2 考查

比较文学原理 32 2 1 考查

俄语语言学导论 32 2 2 考查

国际博士研究生：汉语（3 学分）和中国概况（3 学分）为公共必修课；若本科阶段或

硕士阶段已修过中国概况，可申请免修，但不免考，通过考试后获得学分；国际博士研究生

其他学分及总学分要求与普通博士研究生相同。

港澳台侨博士研究生：学分要求与普通博士研究生相同。

外国留学博士生及港澳台地区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其他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关于外

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

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过程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硕士阶段需完成全部硕士课程，

博士阶段需完成全部博士课程及培养环节。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管理其他要求参见《湖南师

范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拨与培养工作实施办法》。

七、其他培养环节

1.个人培养计划

博士生应在入学 1 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应包括课

程学习和科学研究计划。个人培养计划由导师组审查通过后报学院及研究生院备案。

2．学术活动

在读期间，博士研究生应听取不少于 20 场由学校、学院、学位点或其他学院组织的高

水平学术讲座；应公开主讲不少于 2次有关文献阅读、学术研究等内容的学术报告。博士研

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 1次，并提交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学术

活动占 2 学分，根据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考勤和主讲的学术报告质量等进行考核。

3．中期考核

博士研究生在论文开题前（第三个学期初）进行中期考核。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

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管理办法》。

八、学术论文发表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以湖南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如果导师为

第一作者，博士生为第二作者，可视为第一作者）在 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2篇，或在 A&HCI、

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发表在非 A&HCI、SSCI 期刊上的国外期刊的级别由外国语学院

学位委员会另行认定）。其中，翻译传播学跨学科方向博士生的发表要求是：在 CSSCI、A&HCI

或 SSCI 上发表 1 篇论文并完成 10 万字的译著（或公开发表至少 1万字的译作）。

九、学位论文

1．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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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一般应于第三学期末前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时间与论文答辩的时间间

隔原则上不少于 16 个月。开题报告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实施管理办法》。

2．论文预审

论文预审是指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初稿进行的预评审，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预审管理办法（试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论文评阅与答辩的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实施办法》、《湖

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