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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一、学院简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所拥有经、管、法、文、理、工六大门类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国家首批“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凭借国际化的办学特色和复合型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我校每年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学子来前来就读。我校来华留学生人数长年稳居国

内高校前列。2009 年以来，我校已先后建立了十所孔子学院（孔子课堂）。2010 年，我校成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原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

部）首批孔子学院专职教师储备单位之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授权点，开设“汉语言

文学”和“网络与新媒体”两个本科专业，同时开设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本科专业，包括：“国际商务汉语”“国际中文教育”“网络与新媒体”

和“同声传译”，并承担全校文学写作类通识课程和全校学历留学生公共汉语课程的教学工作。

学院依托学校特色，发挥我校国际化优势，打造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基地，推动中国语言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积极贡献力量。我院还发挥商务中文教学与研究的优势，致力于建设国际领先的国际中文教育教研与培训平台。

目前学院已形成了“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研究”“北京语言与文化研究”“国际商务汉语教学研究”等科研团队，并设有相应的研究中心。“中

国文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中国文化元素的海外传播研究，成果丰富，获批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北京语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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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 19 世纪以来北京话的形成、流变研究，关注早期国际中文教育史的研究，挖掘整理了一批早期海外文献，并结集出版了多

部学术著作。“商务汉语研究中心”致力于商务中文的分析、商务中文的教学以及研究，出版了多部高质量的商务中文教材。

我院多数教师有海外访学或学习经历，二十余名教师曾在韩国、日本、美国、泰国、俄罗斯、希腊、爱尔兰、英国等国进行中文教学与研究。

目前我院在海外多所孔子学院、高校、中国现代文学馆、京内外多所中小学等建有海内外实习基地。

二、专业简介

1.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本学位点有教授 10 人，副教授 28 人，博士化率接近 100%，均为中青年学术骨干，承担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在

《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等权威期刊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本学位点除传统研究方向外，重点关注以下研究方向：1.中国文学国际传播；2.北京话与北京文化研究；3.汉语语言学研究。本学位点的培

养模式强调打通专业界限，培养学生的贯通能力，使学生具备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较强的思辨能力；同时依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外向型资源，培

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目前设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三个专业方向，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

为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扎实的学术基础、较强的外语能力、自觉的创新意识，对本专业领域的整体框架、专业知识、思维方法、研究范式有较好

的把握，了解学术动态，能够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写作、教学、编辑、管理、宣传、创意等工作的优秀专门人才。

2. 国际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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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院于 2008 年设立对外汉语本科专业，2012 年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4 年获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23 年更名

为国际中文教育专业。2011-2024 年，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已为社会输送 400 余名优秀毕业生，为海内外高校、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国内中小学

等教育教学单位、跨国企业及中外文化交流机构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经过多年的建设，我院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已拥有十分优秀的师资队伍，在

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等方面已相当成熟。在商务中文教学和研究方面成绩尤为突出，走在国内高校前列。2016 年以来，已有百余名国际中文教育

硕士研究生作为国际中文志愿者教师被派往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日本、希腊、爱尔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波

兰、韩国、泰国、马拉维、斯里兰卡等 32 个国家从事中文国际传播工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集经济、管理、商务语言等优势学科共建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培养体系，充分利用校内外的优质实习实践资源，针对市

场需求，培养具有国别化、商务化、复合型特征的高质量国际中文教育人才。

三、招生目录

招生专业目录中所列各专业招生人数均为拟招生人数（括号内为拟接收推免生人数），此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专业拟招生人数将根据教育部

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社会需求、学科发展、生源状况、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接收推免生工作结束后，我校将公布各专业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

等情况可能有所调整，请考生知悉。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15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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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所有书目仅供参考，将根据考生通常应该掌握的知识点酌情命题。以上专业 2025 年均只招收全日制脱产学习学生。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 2025 年考试详细信息请参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全日制）汉语本体研究

02（全日制）社会语言学

03（全日制）语言信息处理

3（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50 专业研究基础

④850 语言文学综合

考试科目③、④为学校自主命题。

考试科目③内容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

现当代文学基础知识。

考试科目④内容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理论、中国古

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和世

界文学等中文专业综合知识。

考试不指定参考书目。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全日制）中国古代文学史

02（全日制）古典美学

3（1）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全日制）中国现代文学

02（全日制）中国当代文学

03（全日制）文化研究

3（1）

专业学位硕士

045300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38（1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54 汉语基础

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考试科目③、④为学校自主命题。

考试科目③内容为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基础知识

及综合运用。

考试科目④内容为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教育学、心理学、

第二语言习得、语言教学基础知识及综合运用。



5 / 5

四、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出版年份 作者

354汉语基础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黄伯荣，廖序东

古代汉语（1-2册） 中华书局 1992年 王力

语言学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叶蜚声，徐通锵

445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刘珣

中国文化要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年 程裕帧

教育心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年 陈琦，刘儒德

0501中国语言文学考试科目不设参考书目（考察内容范围以中文专业所学专业书目为主）

五、复试大纲见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