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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50201）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二）掌握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和社会管理方面的适应性，在科学和管理上能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

（四）专业学习要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点旨在培养具有扎实英语语言文学基础理

论及系统专业知识研究生。他们就对有关的学科目前状况及发展趋势有全面的及透彻的了解。

他们应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有质量的、有独立见解的论文及发表著

作。此外，他们应该掌握至少一门第二外语及具备运用计算机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

（五）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语言学：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分支学科的基础

理论和研究。英美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爱尔兰文学、文学批评和西方文论等分支学

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跨文化交际与专门用途英语：跨文化交际理论和特殊用途英语等分支

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

二、学习年限

学制 3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年。

三、研究方向

本学科专业主要就方向有语言学、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与专门用途英语等。主要导师

有蔡龙权、陆建非、卢敏、陈庆勋、原苏荣、王国凤等教授和副教授。每年招生导师和研究

方向，详见招生简章。

（一） 语言学

语言学基础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包括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话语

分析等。

（二） 英美文学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以及英语国家文学研究、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

（三） 跨文化交际与专门用途英语

跨文化交际基础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身份与调适研究、文化交融与冲突研究；

专门用途英语基础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学术英语研究、教学英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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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与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27 学分）

（一） 必修课程（不少于 23 学分）

1. 学位公共课（不少于 5 学分）

第二外国语 Second Foreign Language（4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1学分）

2. 学位基础课（不少于 9 学分）

语言学 Linguistics（3学分）

英美文学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3学分）

语言与文化 Language and Culture（3学分）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 Writing（3学分）

3. 学位专业课（不少于 9 学分）

语音学 Phonetics（3学分）

句法学 Syntax（3学分）

语义学 Semantics（3学分）

语用学 Pragmatics（3学分）

二语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学分）

英国现代文学 Modern British Literature （3学分）

爱尔兰文学 Irish Literature（3学分）

文学批评 Literature Criticism（3学分）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3学分）

跨文化交际理论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3学分）

冲突与共融 Conflicts and Co-existence（3学分）

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3学分）

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3学分）

（二）选修课程（不少于 4 学分）

1. 公共选修课

英语口语 Spoken English （2学分）

计算机应用 Computer Application （2学分）

2. 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4学分）

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2学分）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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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2学分）

语料库 Corpus（2学分）

西方文论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2学分）

爱尔兰专题 Specialized Topics for Irish Literature（2学分）

作家与作品分析 Analysis of Writers and Their Works（2学分）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FLT（2学分）

（三）社会实践（不少于 120 学时）

五、培养方式与考核方式

（一）培养方式

1. 通过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和阅读指导，帮助学生全面而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打好专业基础，培养科研能力，提高科研水平。

2. 指导学生阅读国内外前沿的专业文献，关注学术热点问题，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访

谈及研究生沙龙和讨论会，鼓励学生参加高层次学术会议，帮助他们及时掌握学术动态，

开拓学术思路。

3. 指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要求学生在查阅资料及调研过程中，养成严谨的学风，练就扎

实的学术研究功底。每位学生在三年内必须完成较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一篇，正式发

表学术论文 1-2篇。

4. 专业学习、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实践三方面有机结合，专业教学实习，并将其纳入培养

过程。

（二）考核方式

1.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 考试成绩按百分制或五级分制记分，分为优（90-100

分），良（80-89分），中（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59及以下）；考查成绩按合

格和不合格两类记分。

2. 中期考核

课程学习阶段完成以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其办

法参照“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中期考核合格者方可继续攻读学位。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是鼓励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高质量的学术

论文，学校参照教师学术成果奖励办法给予奖励。

六、学位论文撰写与答辩

（一） 学位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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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开题报告要求在第三学期末，最迟于第四学期末结束前完成，填写《研究生学位论

文选题报告书》。本学位点第三学期初确定导师酝酿选题，第四学期末论文开题，第五学期初

检查进度，第五学期中（10月）递交初稿，第五学期末（12月）预答辩及修改初稿，第六学

期中（3月）递交终稿，第六学期末（5月底）答辩。

（二） 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应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有一定的创意和前沿性。学位论文

写作必须严格按照《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见《上海师范大学研究

生手册》）。

（三） 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 3-5 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成员及 1名秘书组成，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外

校成员担当。指导教师不出席答辩。

答辩采用即问即答形式。回答由论文作者执行，不准替代答辩。答辩成绩由答辩委员会

商量确定，学位授予与否通过投票表决确定，获三分之二及以上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建

议授予答辩人所申请的学位。

盲审未通过者不得参加答辩，被发现学术舞弊者不得参加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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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录

附录 1 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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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英语语言文学学术型研究生课程设置
院（系、

所）
外国语学院

学科（或专

业）名称
英语语言文学（050201）

研 究

方 向
1.语言学 2.英美文学 3.跨文化交际与专门用途英语

课程类

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各学期教学周时数
任 课

教 师
考核方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程

学

位

公

共

课

第二外国语 4 4 64 √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
1 1 16 √ 研究生院 考试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2 2 32 √ 研究生院 考试

学

位

基

础

课

语言学(1.2.3) 3 3 48 √ 李志强 考试

英美文学(1.2.3) 3 3 48 √ 陈庆勋、姚峰 考试

语 言 与 文 化

(1.2.3)
3 3 48 √ 戴晓东 考试

学术论文写作

(1.2.3)
3 3 48 √ 王丹斌、张炜 考试

学

位

专

业

课

语音学 (1.3) 3 3 48 √ 卜友红 考试

句法学 (1.3) 3 3 48 √ 原苏荣 考试

语义学 (1.3) 3 3 48 √ 明宏 考试

语用学 (1) 3 3 48 √ 蔡龙权 考试

二语习得 (1.2.3) 2 2 32 √ 李四清 考试

英国现代文学

(2)
3 3 48 √ 陈庆勋 考试

爱尔兰文学 (2) 3 3 48 √ 蒲度戎 考试

文学批评 (2) 3 3 48 √ 卢敏 考试

比较文学 (2) 3 3 48 √ 安婕 考试

跨文化交际理论

(3)
3 3 48 √ 戴晓东 考试

冲突与共融 (3) 3 3 48 √ 戴晓东 考试

专门用途英语

(3)
3 3 48

√
李志强 考试

话语分析 (3) 3 3 48 √ 蔡龙权、王国凤 考试

选

修

课

公

共

选

修

英语口语 2 2 32 √ 研究生院

计算机应用 2 5 90 √ 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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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专

业

选

修

课

心 理 语 言 学

(1.2.3)
2 2 32 √ 蔡龙权

考试

应 用 语 言 学

(1.2.3)
2 2 32 √ 蔡龙权

考试

社 会 语 言 学

(1.2.3)
2 2 32 √ 周曦

考试

语料库(1.2.3) 2 2 32 √ 汪腊萍 考试

西方文论(2) 2 2 32 √ 卢敏 考试

爱 尔 兰 专 题

(1.2.3)
2 2 32 √ 蒲度戎

考试

作家与作品分析

(1.2.3)
2 2 32

√
尹从

考试

跨文化交际与外

语教学(1.2.3)
2 2 32

√
陆建非

考试

其他

培养

环节

名称

专 业 调 查 √

实 习 √

论文开题报告 √ 评审

论文写作与答辩 √ √ 答辩

同等学

力者补

修课程

高级英语 √

语言学概论 √

英美文学史 √

*填表说明：1、硕士研究生公共课程按照表中列出课程开设。学位基础课 3 门以上；学位专
业课 3门以上；学位选修课 2门以上。公共选修课为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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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50211）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二）掌握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和社会管理方面的适应性，在科学和管理上能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

（四）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 语言学、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学科分支的基

础理论和研究；第二语言习得及翻译基础理论与研究。

二、学习年限

学制 3 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 年。

三、研究方向

本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有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翻译基础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等。主要

导师有李照国、卜友红、蒋宇红、朱伊革、武成等教授和副教授。每年招生导师和研究方向，

详见招生简章。

（一） 语言学

语言学基础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包括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话语

分析等。

（二） 第二语言习得

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第二语习得、语言测试、课程与教材设计等。

（三） 翻译基础理论及其研究方法

翻译理论与实践、国学典籍英译研究、文学翻译等。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27 学分）

（一） 必修课程（不少于 23 学分）

1. 学位公共课（不少于 5学分）

第二外国语 Second Foreign Language（4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1学分）

2. 学位基础课（不少于 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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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 Linguistics（3学分）

英美文学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3学分）

语言与文化 Language and Culture（3学分）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 Writing（3学分）

3. 学位专业课（不少于 8学分）

语音学 Phonetics（3学分）

句法学 Syntax（3学分）

语义学 Semantics（3学分）

语用学 Pragmatics（3学分）

二语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3学分）

文学翻译 Literary Translation（3学分）

国学典籍翻译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3学分）

翻译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3学分）

外语教学方法论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3学分）

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English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3学分）

（二）选修课程（不少于 4学分）

1. 公共选修课

英语口语 Spoken English （2学分）

计算机应用 Computer Application （2学分）

2. 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4学分）

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2学分）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2学分）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2学分）

英语语言测试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2学分）

课程与教材设计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ourse Design （2学分）

（三）社会实践（不少于 120学时）

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或教育教学实习或参与课题研究，累计不少于 120学时。

五、培养方式与考核方式

（一）培养方式

1. 通过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和阅读指导，帮助学生全面而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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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专业基础，培养科研能力，提高科研水平。

2. 指导学生阅读国内外前沿的专业文献，关注学术热点问题，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访

谈及研究生沙龙和讨论会，鼓励学生参加高层次学术会议，帮助他们及时掌握学术动态，

开拓学术思路。

3. 指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要求学生在查阅资料及调研过程中，养成严谨的学风，练就扎

实的学术研究功底。每位学生在三年内必须完成较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一篇，正式发

表学术论文 1-2篇。

4. 专业学习、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实践三方面有机结合，专业教学实习，并将其纳入培养

过程。

（二）考核方式

1.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 考试成绩按百分制或五级分制记分，分为优（90-100

分），良（80-89分），中（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59及以下）；考查成绩按合

格和不合格两类记分。

2. 中期考核

课程学习阶段完成以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其办

法参照“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中期考核合格者方可继续攻读学位。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是鼓励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高质量的学术

论文，学校参照教师学术成果奖励办法给予奖励。

六、学位论文撰写与答辩

（一） 学位论文撰写

论文开题报告要求在第三学期末，最迟于第四学期末结束前完成，填写《研究生学位论

文选题报告书》。本学位点第三学期初确定导师酝酿选题，第四学期末论文开题，第五学期

初检查进度，第五学期中（10月）递交初稿，第五学期末（12月）预答辩及修改初稿，第六

学期中（3月）递交终稿，第六学期末（5月底）答辩。

（二） 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应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有一定的创意和前沿性。学位论文

写作必须严格按照《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见《上海师范大学研究

生手册》）。

（三） 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 3-5 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成员及 1名秘书组成，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外

校成员担当。指导教师不出席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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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采用即问即答形式。回答由论文作者执行，不准替代答辩。答辩成绩由答辩委员会

商量确定，学位授予与否通过投票表决确定，获三分之二及以上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建

议授予答辩人所申请的学位。

盲审未通过者不得参加答辩，被发现学术舞弊者不得参加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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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型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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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型研究生课程设置

院（系、

所）
外国语学院

学科（或专

业）名称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211）

研 究

方 向
1. 国外语言学 2.第二语言习得 3.翻译

课程类

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各学期教学周时数
任 课

教 师
考核方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程

学

位

公

共

课

第二外国语 4 4 64 √ 外国语学院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
1 1 16 √ 研究生院 考试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2 2 32 √ 研究生院 考试

学

位

基

础

课

语言学(1.2.3) 3 3 48 √ 李志强 考试

英美文学(1.2.3) 3 3 48 √ 陈庆勋 考试

语 言 与 文 化

(1.2.3)
3 3 48 √ 戴晓东 考试

学术论文写作

(1.2.3)
3 3 48 √ 王丹斌 考试

学

位

专

业

课

语音学(1.2.3) 3 3 48 √ 卜友红 考试

句法学(1.2.3) 3 3 48 √ 原苏荣 考试

语义学(1.2) 3 3 48 √ 明宏 考试

语用学(1.2) 3 3 48 √ 蔡龙权 考试

二语习得(1.2) 3 3 48 √ 李四清 考试

文学翻译(3) 3 3 48 √ 陈庆勋

国学典籍翻译(3) 2 2 32 √ 李照国 考试

翻译理论与实践

(3)
3 3 48 √ 李照国、朱伊革 考试

外语教学方法论

(1.2)
2 2 32 √ 原苏荣 考试

英语教学理论与

实践(1.2.3)
2 2 32 √ 武成 考试

选

修

课

程

公

共

选

修

课

英语口语 2 2 32 √ √ 研究生院 考试

计算机应用 2 2 32 √ 研究生院

专

业

选

心理语言学(1.2) 2 2 32 √ 蔡龙权 考试

应 用 语 言 学

(1.2.3)
2 2 32 √ 卜友红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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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课

社会语言学(1.2) 2 2 32 √ 周曦 考试

英语语言测试

(1.2)
2 2 32 √ 张炜 考试

课程与教材设计

(1.2)
2 2 32 √ 蒋宇红、张璐 考试

其他

培养

环节

名称

专 业 调 查 √

实 习 √

论文开题报告 √ 评审

论文写作与答辩 √ √ 答辩

同等学

力者补

修课程

*填表说明：1、硕士研究生公共课程按照表中列出课程开设。学位基础课 3 门以上；学位专
业课 3门以上；学位选修课 2门以上。公共选修课为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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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语言文学专业（050205）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二）掌握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和社会管理方面的适应性，在科学和管理上能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健康。

（四）专业学习要求：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文化背景知识；

掌握扎实、深厚的语言学基础理论；熟悉日语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了解本学科

研究领域的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与良好的治学态度，具备独立分析、

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求实的学风，要求能撰写出较有见解的学术论文；能用第二外

语（英语）阅读专业书刊和撰写本专业论文的英文摘要；能够胜任日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高等

师资和专门研究等工作。

（五）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日语语言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化研究、日语教育

研究等。

二、学习年限

学制 3 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 年。

三、研究方向

1. 日语语言学及汉日对比研究。本研究方向涉及日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文体、语

义、语用、语言学流派、语言类型学、翻译理论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与研究、汉日语音、

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对比研究等。

2. 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日本文学研究方向涉及文学理论、日本古典文学、日本近现代文

学、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文化研究方向涉及日本历史、日本政治思想史、日本宗教、日

本民俗学、日本哲学、中日比较文化。

3. 日语教育研究。本研究方向涉及教学法、教程设计、教材研究编写批评、二语习得理论

与研究、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考核评价等等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等方面。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27 学分）

（一） 必修课程（不少于 22 学分）

1. 学位公共课（不少于 5 学分）



18

第二外国语 Second Foreign Language（4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1学分）

2. 学位基础课（不少于 12 学分）

语言学与日本语 Linguistics and Japanese Language（3学分）

日本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Literature（3学分）

日本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Culture（3学分）

日语教育概论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Education（3学分）

3. 学位专业课（不少于 9 分）

日本文学研究 Japanese Literature Studies（3学分）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Sino-Japanese Literatures Studies （3 学分）

日语语音学与音系学 Japanese Phonetics & Phonology（3 学分）

日语词汇学 Japanese Lexicology（3 学分）

日本文化研究 Japanese Culture Studies（3 学分）

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 学分）

（二）选修课程（不少于 4 分）

专业外语 Professional Foreign Language（限定选修课，2学分）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 Writing（2学分）

日语史研究 Japanese Language History（2学分）

汉日语言对比 Sino-Japanese Language Studies（2学分）

现代语言学理论 Modern Linguistics（2学分）

文艺理论与批评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2学分）

日本文学作品翻译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Literary Works（2学分）

日语教学法研究 Japanese Pedogogics（2学分）

（三）社会实践（不少于 120 学时）

五、培养方式与考核方式

（一）培养方式

1. 通过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和阅读指导，帮助学生全面而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打好专业基础，培养科研能力，提高科研水平。

2. 指导学生阅读国内外前沿的专业文献，关注学术热点问题，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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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研究生沙龙和讨论会，鼓励学生参加高层次学术会议，帮助他们及时掌握学术动态，

开拓学术思路。

3. 指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要求学生在查阅资料及调研过程中，养成严谨的学风，练就扎

实的学术研究功底。每位学生在三年内必须完成较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一篇，正式发

表学术论文 1-2篇。

4. 专业学习、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实践三方面有机结合，专业教学实习，并将其纳入培养

过程。

（二）考核方式

1.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 考试成绩按百分制或五级分制记分，分为优（90-100

分），良（80-89分），中（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59及以下）；考查成绩按合

格和不合格两类记分。

2. 中期考核

课程学习阶段完成以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其办

法参照“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中期考核合格者方可继续攻读学位。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是鼓励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高质量的学术

论文，学校参照教师学术成果奖励办法给予奖励。

六、学位论文撰写与答辩

（一） 学位论文撰写

论文开题报告要求在第三学期末，最迟于第四学期末结束前完成，填写《研究生学位论

文选题报告书》。本学位点第三学期初确定导师酝酿选题，第四学期末论文开题，第五学期

初检查进度，第五学期中（10月）递交初稿，第五学期末（12月）预答辩及修改初稿，第六

学期中（3月）递交终稿，第六学期末（5月底）答辩。

（二） 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应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有一定的创意和前沿性。学位论文

写作必须严格按照《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见《上海师范大学研究

生手册》）。

（三） 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 3-5 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成员及 1名秘书组成，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外

校成员担当。指导教师不出席答辩。

答辩采用即问即答形式。回答由论文作者执行，不准替代答辩。答辩成绩由答辩委员会

商量确定，学位授予与否通过投票表决确定，获三分之二及以上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建

议授予答辩人所申请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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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审未通过者不得参加答辩，被发现学术舞弊者不得参加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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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俊二，坪内祐三編. 日本近代文学評論選 [昭和篇] [M]. 岩波書店, 2004.

桥本万太郎等. 日本语(5)音韵 [M]. 岩波书店, 1977.

生越直树. 対照言語学 [M].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2.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谭晶华. 日本近代文学史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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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松，林涛. 日本近现代文学选读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文秋芳.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严绍璗. 比较文学视野における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严绍璗. 中国文化在日本 [M]. 新华出版社, 1993.

于荣胜. 日本现代文学选读（上下卷）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翟东娜. 日语语言学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赵忠德. 音系学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赵元任. 语言问题 [M]. 商务印书馆, 1980.

张斌. 现代汉语描写语法 [M]. 商务印书馆, 2011.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商务印书馆, 2008.

十、附录

附录 1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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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

院（系、

所）
外国语学院 学科（或专业）名称 日 语 语 言 文 学（050205）

研 究

方 向
1.日语语言学及汉日对比研究 2.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 3.日语教育研究

课程类

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各学期教学周时数
任 课

教 师
考核方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必

修

课

程

学

位

公

共

课

第二外国语 4 4 64 √ 考试

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经典著作选读
1 2 16 √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
2 2 32 √ 考试

学

位

基

础

课

语言学与日本语 3 3 48 √ 崔红花 考试

日本文学概论 3 3 48 √ 郭勇 考试

日本文化概论 3 3 48 √ 张杭萍 考试

日语教育概论 3 3 48 √ 杨吉萍 考试

学

位

专

业

课

日本文学研究 3 3 48 √ 郭勇 考试

中日比较文学研

究
3 3 48 √ 郭勇 考试

日语语音学与音

系学
3 3 48 √ 崔红花 考试

日语词汇学 3 3 48 √ 崔红花 考试

日本文化研究 3 3 48 √ 张杭萍 考试

第二语言习得 3 3 48 √ 杨吉萍 考试

选

修

课

程

公

共

选

修

课

英语口语 2 2 32 √ 研究生院

计算机应用 2 2 32 √ 研究生院

专

业

选

修

课

专业外语 2 2 32 √

学术论文写作 2 2 32 √ 张杭萍 考试

日语史研究 2 2 32 √ 杨吉萍 考试

汉日语言对比 2 2 32 √ 崔红花 考试

现代语言学理论 2 2 32 √ 崔红花 考试

文艺理论与批评 2 2 32 √ 张杭萍 考试

日本文学作品翻

译
2 2 32 √ 郭勇 考试

日语教学法研究 2 2 32 √ 杨吉萍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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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培养

环节

名称

专 业 调 查

实 习 √

论文开题报告 √ 评审

论文写作与答辩 √ 答辩

同等学

力者补

修课程

综合日语 √

日本文学史 √

*填表说明：1、研究生公共课程按照表中列出课程开设。专业课程中，基础理论课 1 门，3学分；专业必修
课 1门，3学分；专业选修课，3 门 6 学分（其中专业外语为限定选修课）；学术前沿讲座 1 学分。各专业
制定培养方案以此标准为基础，开设课程门数不设上限。2由于篇幅的原因，各类课程数目由各专业自定，
不必按照表中给定行数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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