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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术汉语（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属于专门用途汉语，主要指从事专业学习和学

术研究所使用的汉语（高增霞，2016；汲传波，2016）。随着来华国际学历生数量的大幅增长，

学术汉语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自 2004 年首次提出

“学术汉语”这一概念始，该领域历经 20 年的发展，已有研究涉及学术汉语词汇及词表研究、

学术汉语口语及篇章研究、学术汉语语用研究、学术汉语教学研究、学术汉语课程建设等多个

课题，但目前少见对学术汉语发展过程、已有成就和未来趋向的梳理和总结。

本文通过对近 20 年发表的近百篇学术汉语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归纳，尝试从学术汉语的

历时发展中，探究该领域的推进路径，从学术汉语理论研究和学术汉语应用研究两个主要方

面归纳现有成果，进而总结出已有研究遇到的问题，最后提出学术汉语尚待进一步探索的发

展方向。

摘要

“学术汉语”这一术语始现于本世纪。文章通过对近 20 年发表的近百篇学术汉语相关文章进行

梳理、归纳，尝试从学术汉语的历时发展历程中，探究该领域的发展和推进路径。本文从理论

和应用两个方面，归纳已有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而总结出已有研究遇到的现实挑战，最后提出

学术汉语尚待进一步探索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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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术汉语的内涵界定及发展阶段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学术英语研究从国外兴起。20 世纪 80 年代始，国内英语学界也

开展了大量的学术英语研究（祖人植，2019）。而“学术汉语”这一概念，较早出现于对留学

生培养模式的探讨（张红，2004）以及专门用途汉语研究领域（单韵鸣，2008）。前者首先提

出“学术汉语（Academic Chinese）一词，适用于深造型培养模式的汉语学习者，但并未做过

多解读；后者以科技汉语为例提出“学术汉语”概念，即“以汉语作为技能训练手段，以学科

知识作为讲授内容”。但张文和单文都未对“学术汉语”进行更明确的定义。2004 年至 2015
年的相关研究，也并未使用统一的术语，而是采用“汉语学术话语”（陈颖，2010）、“汉语

学术书评 / 摘要”（王妮娜，2008；曹旸，2009；刘科成等，2013）、“汉语学术互动”（任

育新，2013）等表述。这段时间内，可以搜集到的相关文献仅十余篇，我们概称为“学术汉语

研究初始阶段”。

2016 年，高增霞、刘福英（2016）首次界定了“学术汉语”的内涵：“训练学生运用汉

语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活动的汉语教学。”汲传波（2016）进一步阐释了学术汉语的定位，总

结为：汉语可二分为通用汉语和专门用途汉语，前者是指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的汉语；后者

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学科、目的相关的汉语。学术汉语属于专门用途汉语，主要指从事专业

学习和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汉语。自此开始，学术汉语概念正式形成，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逐渐

升温，研究者普遍开始使用“学术汉语”（周泉，2017）、“学术汉语写作”（林颖，2018；
翟文廷，2018）、“学术汉语互动”（黄梅等，2018）等表述。从 2016 年至今，可以搜集到

的相关文献达八十余篇，我们概称为“学术汉语研究发展阶段”。

在 2016 年至今的“学术汉语研究发展阶段”内，可再分为缓慢发展和快速发展两个阶段，

标志为 2020年“学术汉语词表研究”（朱明玉，2020）和“学术汉语课程建设及学习者需求研究”

（高增霞，2020；李海燕等，2020；陈香，2020；周珍洁，2020；刘斯婧，2020）等“学术汉

语应用研究”的集中出现。根据对文献的统计，从 2016 年至 2019 年，学术汉语相关文献二十

余篇，而 2020 至今（2023 年）相关文献达五十余篇。由此可见，近半的学术汉语研究集中在

2020-2023 年间，可谓“快速发展阶段”。

根据学术汉语概念的形成时间和明确界定，以及相关研究集中出现的阶段，本文将学术汉

语研究分为三个时期：（1）初始阶段：2004年 -2015年；（2）缓慢发展阶段：2016年 -2019年；（3）
快速发展阶段：2020 年 -2024 年。下文将按照这一时间划分，分别总结三个时期的研究侧重点，

探究学术汉语研究的发展路径。

3  学术汉语研究的发展过程

3.1 初始阶段：2004 年 -2015 年学术汉语研究

以 2004 年出现“学术汉语”一词及其相关研究为始，到 2016 年正式为“学术汉语”下定

义为止，是学术汉语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论文整体结构研究和学

术论文中的元话语研究两个方面。

3.1.1 学术汉语语篇结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对学术汉语语篇整体结构特点的宏观思考，也有对学术语篇中具体语言

现象或言语行为的微观探究。王妮娜（2008）通过对 50 篇汉语语言学书评进行语篇分析，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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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步分析（move-step）结构图式（schema）总结出宏观上的结构特点，参考评价分类理论（evaluative 
categories）归纳出微观上的评价策略特点，并提出书评有跨文化和跨学科差异。刘科成等（2013）
研究的对象是 100 篇汉语学术论文摘要，关注小句中零位主位现象，观察到学术汉语语篇中，

平行与链接两种模式占优，原因在于这两种模式的特点更合学术论文摘要的体裁特点及功能要

求。此外，任育新（2013）还关注到学术汉语口语方面，以开题报告中专家建议话语为语料，

考察学术汉语口语互动中建议话语的序列特征，总结出如下的经典模式：建议前序列（指出问

题 / 评价 / 询问）+ 建议实施序列（提出建议）+ 建议后序列（提供理由 / 说明原因）。

3.1.2 学术汉语元话语研究

元话语是学术汉语的研究重点之一，曹旸（2009）参照 Hyland& Tse（2004）的学术元话

语分类方法，对 48 篇学术书评语料的元话语开展手工分类标注处理，并进行了对比。曹文从

语境文化、写作导向、文化传统和礼貌理论四个视角对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阐释，尤其是提出

中文是作者导向，而英文偏读者导向。但不足之处在于，对比的语料数量较少，可能影响整体

的趋向；且部分解释力较弱，比如为何汉语中少用“模糊限制语”保全面子等。吴奇格、潘春

雪（2010）的研究语料为 30 篇汉语语言学学术论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定量和定性结合，分别

对模糊限制语、确定表达语、态度标记语、自我提及语的使用情况进行归纳和统计。对比英语

学术论文，作者提出汉语学术论文作者较少使用模糊限制语、极少使用态度标记语，避免自我

提及，缺乏人际互动意识。汉语更重视积极面子，而英语更重视消极面子，这是对前人研究的

补充。

陈颖（2010）的研究还重视了跨学科的差异，她以国内顶刊的 5 篇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和

5 篇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为语料，分析正文部分中传信语的使用情况，并根据传信语的类型进

行分类，进一步指出传信语在学术论文中既有指明信息来源的功能，也是礼貌原则的体现，同

时还表现出作者与读者互动的“协商性”，以加强论文的可接受性。

3.1.3 学术汉语研究初始阶段小结

在学术汉语发展的初始阶段，研究文章呈现出比较集中的特点：研究对象上，通常有明确

的研究对象，选择口语中的某个环节或者语篇某个部分，比如书评、摘要、结论等；研究方法上，

通过选择学术文章自建小型的学术汉语语料库进行实证研究，能够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

理论上，通常介引国外或者国内较为成熟的理论，并以此为框架进行统计、归纳和分析，并将

汉语论文的特征与英文论文加以对比。这一阶段的文章整体数量不多，且尚未统一使用“学术

汉语”这个术语，但在研究对象的明确性、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研究的理论性上已经初具雏形。

这一研究阶段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单篇文章对理论的介引略显繁杂，对个别理

论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影响解释力的透彻度和深度。第二，研究语料选取论文数量为 10-50 篇，

整体语料偏少。第三，在元话语研究上，重视中外差异的对比，以英语分类为准，可能会忽略

或者没有突出汉语本身的特征；元话语通常是整体研究，而不是有针对性研究某一类别，还不

够深入；用语用学理论去解释元话语略显主观牵强。

3.2 缓慢发展阶段：2016 年 -2019 年学术汉语研究

自 2016 年“学术汉语”有了明确且清晰的界定以来，相关研究逐年增多，进入“学术汉

语研究发展阶段”。根据前文所述，以学术汉语应用研究文章大量涌现的 2020 年为标志，分



7李水、陈肯 、辛平

为缓慢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 -2019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术汉语语言结构研究、

学术汉语语用功能研究和学术汉语教学研究三个方面。

3.2.1 学术汉语本体研究

在学术汉语发展阶段的初期，学术汉语本体研究有两个主要方向：

其一，探究了学术汉语词汇、语法等语言结构的特点，其中周泉（2017）从形 / 意合、被

/ 主动等方面归纳出学术汉语句式特点，从词汇、语法衔接（人称照应、指示照应、连接）方

面探讨学术汉语的衔接特点。这些总结较为系统，对学术汉语的科研及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和指导意义。

其二，关注到学术汉语口语和学术汉语语篇的人际语用功能。黄梅、张权（2018）对学术

口语中赞美言语行为进行了探究，参照赞美言语行为理论，作者归纳出常见的赞美话题及其出

现环节，总结出显性赞美程式和隐性赞美策略以及高频出现的环节，最后提出学术互动中赞美

语功能主要是开启话题、建立和谐关系以及表达态度。该文对探索机构性话语中的语言规律和

互动秩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袁国荣（2019）的研究对象为汉语学术语篇中的“他序”，他序一般由相关专业中的权威

人士撰写，介绍或评论著作的内容。该文先依据语类结构潜势理论分析“他序”包含的13类成分，

归类为专著维度关联、个人维度关联及专著社会维度关联。然后在关联理论框架下，分析读者

对专著认知的强关联成分、弱关联成分、非关联成分。该文选题有一定的独特性，理论的选用

也较适切，但文章提出个别他序“内容空洞，无法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专著”未免过苛，一是

他序并无定法，二是他序的语用功能与书评不同，未必是“更好地认识专著”。

3.2.2 学术汉语教学研究

2016 年始，汉语教学界逐渐“重视学术汉语教学与研究，增强学术汉语教学的意识，加

强学术汉语课程设置和教材开发等相关研究工作”（高增霞、刘福英，2016）。由此，出现了

一批以学术汉语中的词汇或语言结构为核心关注点的中外对比研究文章。承袭文字传统，学术

汉语语体特点之一是“文白混用”，留学生学习的难点与偏误也主要来自于文言词语、固定词组、

句法结构、连贯方式，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祖人植，2019）。汲传波（2016）比较了韩国留

学生和中国学者学术论文中 5 类文言结构的使用情况，分析后发现，前者比后者少用“于”、

“之”、“而”、“以”等结构，多用“者”字结构。黄启庆、薛蕾（2018）基于应用语言学

论文语料库，通过词频统计和频级序差分析，总结学术汉语词汇特点，提出学术汉语词汇主要

包括专业术语、书面性词汇、研究性词汇和结构性词汇四大部分，后三者也是通用学术汉语的

教学重点。

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已经在自建语料库的基础上，运用分词系统、语篇分析系统和统计学手

段开展研究。孔文、李敦东（2017）用 NLPIR 汉语分词系统对中英文论文摘要词性附码，运

用 Antconc3.2.1w 与 SPSS 20 对语料中名词、动词、形词、副词、代词、介词、连词等使用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并探究不同专业学生之间词类使用频率差异。孔文指出，长期的外语学习会

对母语词汇选择产生影响。林颖（2018）运用 Text Analysis 软件对中外硕士生的文学和语言学

论文进行对比，发现文学方向 28 项、语言学方向 16 项语言特征在使用频次上表现出显著性差

异。留学生存在使用频次过量或不足、口语词混杂、显著性差异语言特征项目词汇种类过少、

写作偏误、指代不明等共性问题。翟文廷（2018）同样运用 NLPIR 汉语分词，用 Text Analysis
考察了 111 项汉语语言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后发现：人文社科类学术语体和文娱语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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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项语言特征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以上研究说明，学术语体有不同于其他语体

的语言特征，对这些规律的总结，能够在指导留学生学术写作时有所侧重、有所凭据。

针对留学生在学术汉语写作中出现的语体无认识、口语化严重、篇章衔接连贯等问题，高

增霞、栗硕（2018）提出了教材编写方面的改进意见，该文指出学术汉语写作课主要提升基本

的写作技能，而非写作技巧。编写教材前，应当先列出书面语清单、篇章训练清单、学术论文

规范训练清单、学术研究过程训练清单，以此为参考开发立体化、系统化教材。

3.2.3 学术汉语缓慢发展阶段小结

在学术汉语缓慢发展阶段，整体数量比上一阶段有所增加，研究的手段和深度也有所加深。

相关研究文章存在一些共性：第一，本体研究方面，对学术汉语词汇和语法有了更全面和深入

的研究，语用研究中重视学术汉语口语的环节与语言策略和语用功能的关系，且介引的理论与

研究对象更适切。第二，在教学研究方面，研究者普遍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在

自建语料库的基础上，运用技术软件（如：分词系统、语篇分析系统）和统计学手段开展研究，

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第三，研究文章重视中外学术语言对比后的差异，并以此为教学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建议。与初始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文章有所增长，但整体数量不多，在科学性和

系统性上较之前一阶段进展较大。瑕中之瑜主要有三点：其一，学术词汇和句式相关的系统性

研究文章仍显不够；其二，学术汉语语用功能的解释略显主观；其三，侧重于对中外学术语言

差异的对比，以及差异对教学的启示，但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较少。

3.3 快速发展阶段：2020 年至今的学术汉语研究

随着科学方法的发展以及技术手段的更新，2020 年起，涌现出对词表、量表的研究。在

学术汉语教学研究方面，也出现了大量关注学习者以及与课程设计和教材开发相关的文章，学

术汉语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3.3.1 学术汉语词表及量表开发研究

自 2020 年起，学界的关注点由个别研究走向系统研究，特别是词表的建设。朱明玉（2020）
运用软件对不同学科教材和硕博论文进行文本清理、分词和词频统计，筛选出符合标准的通用

学术汉语词汇，建立了《通用学术汉语词表》。安妮（2022）对语料进行整理与加工并统计学

术汉语中常用不成词语素的频率，更新了《通用学术汉语不成词语素表》。这些词表的开发，

对学术汉语词汇书的开发、教材的编写、词典的编纂、通用学术汉语课程的设置和其他与学术

汉语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帮助。有些学者进一步深入到非通用学术汉语词表研制领

域，王笑然、王佶旻（2022）通过考察跨文本分布、专用性、词频、离散度等指标，开发面向

经贸类本科专业学习者的学术汉语词表。钱隆等（2023）着重开发医学汉语学术词表（MCAVL），
对医学学术文本的覆盖水平良好。这类研究为定向专业的留学生提供量化的词汇目标和学习参

考，贯通语言学习与专业学习，衔接预科教育和本科教育。

针对书面语语料库较多、口语语料库较少的情况，韩毅、刘运同（2020） 通过转录、转

写、加工存档、标注，使用 LancsBox 平台搭建了试验性汉语学术口语语料库。该文在搭建过

程中重视了停顿、重复、口误、填充词、未完句和替换等口语现象。参照英语学术口语语料库

MICASE，苏杭、傅忆馨（2021）搭建了 SCAC 语料库，为对外汉语教学、二语习得、教材编

写及相关课程设计提供参考与依据。这些语料库的搭建对开展学术汉语研究意义重大，但目前

基于这些语料库的研究性文章还不多，应用尚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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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学术汉语课程设计及学习者研究

在开设学术汉语课程前，部分文章对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进行了多维度调查。李海燕等

（2020）对选课学生的基本信息、学术汉语写作经历、学术汉语写作课的难点和需求进行了调查。

周珍洁（2020）采用 Hutchinson ＆ Waters 的需求分析理论，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开调查，

结果显示目前的汉语课程不能完全满足留学生的学术汉语目标需求和学习需求，不同群体对课

程需求有一定的差异性。高增霞（2020）的调查显示，留学生的压力点来自学术实践，学习汉

语的动机是学术需要，专门的学术汉语论文写作课程对其非常有帮助。土田真由（2021）的调

查研究表明，年龄、汉语水平、接触汉语时长等对学术汉语写作焦虑有显著影响。王瑾槐（2021）、
胡红苗（2021）调查得出，学历留学生对于通用学术汉语的需求度较高，尤其是写作和阅读，

语言类留学生比非语言类留学生主观学习意愿更强。

经过实证调查，部分研究者结合学习者的需求和所在单位的教学经验，为学术汉语课程建

设提供了思路。陈香（2020）以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汉语学术课程为例，对学术汉语课程的定

位与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评估与教学效果等进行具体探讨。李海燕等（2020）从

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框架和教学大纲设计、教学材料的选取、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

了反思和总结。高增霞（2020）提倡注重过程的教学方法，将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培养集于一体。

此外，对学习者学术汉语写作能力和学习动机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一类是个案研究，陈钰

（2020）通过历时个案研究发现，学习者的策略使用呈现出了从“抵制”到“顺应”再到“利

用”的阶段性发展。王梦笛、黄建滨（2023）基于 Ivanič 的身份理论框架，探究了学术汉语写

作中，留学生文本内外身份与声音的多重转变。文章选题和研究方法选用新颖，是对当前研究

的有益补充。周怡（2022）建立了通用汉语写作能力模型和学术汉语写作能力模型，总结了学

术汉语写作能力的发展过程初始阶段、提升阶段、优化阶段、拓展阶段。亓海峰等（2022）则

从学术汉语写作的词汇复杂度、语法复杂度和准确度方面考察了留学生学术汉语写作能力。舒

敬斌（2022）通过行动研究证明针对教学中不同的问题情境，采用体裁法和过程体裁法开展学

术汉语写作教学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学习动机的研究目前不多，王睿贤（2022）通过调查问

卷和访谈对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学术汉语学习动机的发展进行探究。

3.3.3 学术汉语本体研究 

学术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研究备受关注。这类研究中，一部分研究通过对大量学术汉

语语篇深入分析，探索词汇的类型及分布，总结归纳出学术汉语词汇使用的总体特征（张博，

2022；张赪等，2020）；一部分研究则聚焦于某类词语，详细探究这类词语在学术汉语语篇中

的使用特征。温倩（2020），金常心、李加 （2023）等研究着重考察了介词在学术汉语语篇

中的使用特征，以及在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等不同类型的学术汉语语篇中的使用差异。刘芳芳

（2022）以文言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在学术语境下的典型使用特征，发现了汉语学术研究

者偏好使用的文言短语序列，挖掘了文言词在学术语言使用中的能产性潜力。唐文菊、汲传波

（2023a）通过自建小型学术期刊语料库对汉语转述动词使用情况进行描写与分析，并从评价

理论角度分析作者在使用转述动词时体现的作者态度及背后的动因。

此外，还有一部分研究聚焦于连接成分在学术汉语语篇中的使用特征。杨家钰（2020）以

衔接理论为基础，运用计算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详细研究了学术汉语语体中的

衔接词。唐文菊、汲传波（2023a，2023b）分别关注了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语篇中连接成分的

使用特征，以及汉语学术语篇和通用语篇中连接成分的使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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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学术汉语语篇研究

汉语母语者学术汉语语篇特征的研究数量颇丰。多数研究着眼于学术汉语书面语语篇分

析。高雪（2021）关注摘要结构特点、语篇内部组织策略、人际互动实现方式及各语步所用语

言资源。于晖、张少杰（2021）着眼于学术语篇多声系统，探讨语篇中作者与不同研究者对话

交流的语篇特征。刘锐等（2021）的研究探讨了学术语篇中转述标记的形式、功能和分布特征。

黄文静（2021）考察了英汉语言学学术书评中不赞同言语行为的异同。周启红、王海峰（2023）
通过自建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语料库，考察自我提及语的学科分布，发现不同自我提及语在软硬

学科论文中的使用受主观性影响，呈现出连续统发展态势，而语言学论文自我提及语的使用表

现介于软学科和硬学科之间。少数研究还关注到学术汉语口语语篇分析，王雪薇（2022）收集

汉语学术讲座中的口语语料，分析互动元话语的使用情况及语用功能，并且基于关联理论，进

一步阐释了互动元话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深入探究母语者学术语篇特征的同时，也有少部分研究聚焦于汉语学习者的语篇特征。

周怡、吴勇毅（2022）基于评价理论和作者立场标记语框架，对三个阶段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作

者立场标记语及其人际意义进行了分层次考察，探讨汉语二语学术语篇中作者立场的阶段特征。

此外，也有一类研究关注学术汉语语篇对比。部分研究将汉语母语者的学术汉语语篇作为

参考依据，对比分析汉语学习者的学术汉语语篇特征，发现语篇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学习者语

篇能力提升给出建议。刘科科（2021）采用多种方法对外国作者汉语学术论文中元话语标记的

使用特征、使用偏误进行归纳和分析。吕长竑等（2022）以汉语母语者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为体

裁原型，对比分析汉语二语学习者硕士学位论文摘要的语步结构，探究学习者语步结构存在的

问题。李婷、吴勇毅（2022）运用修辞结构理论，对比分析汉语母语者和汉语学习者学术论文，

以探究留学生论文的语篇结构及语义连贯性。韩一（2022）则通过对比手法，探究汉语学习者

元语言句干的使用情况。在对比研究中，也有少量研究关注母语者内不同群体间的学术汉语语

篇差异，董婧（2021）对比分析了学生研究者及专家研究者汉语学术论文引言部分的语步框架

和立场标记语框架词差异，分析两者异同。

3.3.5 学术汉语快速发展阶段小结 

当学术汉语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整体数量倍增，研究深度和广度都逐步增加。突出的特点

有三个：第一，在本体研究上，由个别研究走向系统研究，比如通用学术汉语词表和专业学术

汉语词表的开发和研制、语料库的搭建。既有对总体特征的总结，也有对个别特征的深入，特

别关注语篇衔接成分。第二，在教学上，重视学习者研究，比如学术汉语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写作能力和学习动机，在质的研究和量化研究上均有发展。第三，在课程建设上，提供了更多

具体可行的建议和思路。第四，在语篇研究上，研究视域更广，除延续对语步和元话语的关注

外，将多声系统、修辞结构理论等与学术汉语研究相结合。

4  学术汉语研究的发展趋向 

通过对三个发展阶段学术汉语研究的梳理与归纳，下表分别列出发展阶段、起止年、划界

标志及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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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术汉语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

发展阶段 起止年 划界标志 主要特点

1 初始阶段 2004 年 - 2015 年 1.   研究对象较明确、研究方法较合理、研
究具有理论性；

2.   对理论的介引和理解较宽泛；
3.   整体语料偏少。

2016 年，研究者正式为
“学术汉语”下定义2 缓慢发展阶段 2016 年 - 2019 年 1.   本体研究更深入；

2.   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
3.   重视对比差异，提出教学启示。2020 年，学术汉语学习

者研究及词表研究
3 快速发展阶段 2020 年 - 至今 1.   本体研究更系统、更具广度；

2.   重视语篇衔接；
3.   兼有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
4.   关注学习者和课程建设。

从上表可见，得益于学术英语研究的发展，学术汉语研究的发展初始阶段就形成了比较完

整、规范的研究范式，包括研究对象选择、研究语料选取、研究方法选用等。但这一阶段学界

对该课题的关注度不高，整体文章数量少，研究语料过少，对理论的理解和介引还不够透彻，

因而在理论依据上有过多和过简的倾向，也过于依赖学术英语的理论和范式，没有突出甚至忽

略了部分学术汉语的特点。

而到了 2016 年，“学术汉语”在正名后进入缓慢发展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在研究方

法上更为科学、多元，研究对象集中在学术汉语语言结构本体和教学研究上。不仅延续了上一

阶段中外对比研究，还关注到跨学科或者一级学科内的中外对比。虽然缓慢发展阶段文章整体

数量不多，但深入程度大幅提高，尤其是统计和分词等技术手段的加入，实证性文章的可靠性

增加。遗憾的是，尚缺乏对学术汉语词汇和语言结构系统性的研究，在进行中外对比之后，更

多地提出教学启示，较少提出具体的教学建议。此外，这一阶段暂停了对元话语的关注，语用

方面的研究也不多。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文章的数量大幅增加，对学术汉语学习者的关注与日俱增，词表、

量表的开发和研究迅速发展。与缓慢发展阶段相比，快速发展阶段的文章弥补了缓慢发展阶段

的几点主要不足。首先，更注重系统性，尤其在词汇词表方面，兼顾整体特征与个别探究；其

次，更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既有量化研究也有质的研究；最后，基于对学习者的研究和调

查，关注学习者的写作能力和写作动机，结合对已经开设的学术汉语课程的总结和反思，为教

学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在语篇研究上加入了对衔接的探究，

在语用研究上重新兴起对人际语用、语步的关注，丰富了学术汉语的言语行为类型，结合多种

研究手段深入探究元话语，且细化分类。

通过对三个阶段学术汉语发展的归纳，本文认为未来学术汉语可能发展的方向有如下几

个：其一，兼顾开发通用学术汉语词表和各个专业的学术汉语词表，比如医学学术汉语、法学

学术汉语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其二，重视学术汉语口语的研究，与书面语相比，口

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限；其三，在学术汉语的语用研究上，目前只关注到几种言语行为类型，

还可以进一步探究更多类型；其四，元话语研究方面，还需要更多基于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

言学的元话语小类的深入探究；其五，如能将对学术汉语学习者的前期调查、中期教学反馈和

后期总结贯连研究，则会对教学方法改进有更多贡献；其六，目前少见学术汉语教学材料和资

源的研究，随着学术汉语教材的相继问世，可以更多关注教材、教学文本和教学资料库的编写

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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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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