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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论文

本成果主要完成人唐贤清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教改论文《汉语

史研究中的类型学与信息化》立足汉语经典史料、采用前沿研究理论和手

段，形成汉语研究史的新思路，夯实汉语知识储备和中华文化素养，为“汉

语+职业素养”培养模式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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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蒋湘平在《Journal of Pragmatics》（SSCI二区）发

表论文《A pragmatic analysis of V+yixia in Mandarin Chinese》，该论文是

本成果的国际化应用实践的体现，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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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蔡颂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论文《年味需要青

春赋能 文化需要青春表达》，对如何提升国际中文人才的中华文化内蕴提

出了新思考，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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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蔡颂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论文《加快推动媒

体融合发展的着力点》，为信息时代下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途径，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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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沈敏的教改论文《新时代汉语国际传播的湖南

对策》为本成果 “汉语+”理念的实施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指导方案，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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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曾丽娟的教改论文《韩国学生汉语语篇指称习

得研究》为留学生习得汉语的国别化研究提供了语料支撑，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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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张红的教改论文《对外汉语教学模式中

Seminar模式的运用研究——以面向留学生的文学类教学为例》立足

“汉语技能”，创新教学方法，为本成果“汉语+教育”方向培养教学型

人才提供思路，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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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曾丽娟教改论文《韩国学生汉语标点符号习得

研究》从国别化语言教育出发，为有针对性的海外汉语教育增砖添瓦，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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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沈敏的教改论文《湖南华文教育工作现状与策

略研究》从湖南华文教育现状出发，为贯彻本成果“汉语+职业素养”

培养模式理念的实施开拓了思路，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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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曾丽娟的教改论文《韩语母语者逗号习得及分

级教学研究》，为留学生习得汉语的国别化研究提供了语料支撑，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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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李斌依托“汉语+新闻传播”培养思路撰写的

教改论文《新闻听力课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教学手段的优化》，为国际

中文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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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蔡颂在《湖南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人·道

德·阶级——现代叙事法则的建构史分析》丰富了留学生汉语文学理

论知识、助力“汉语+教育”复合型人才专业能力的提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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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主要完成人沈敏的教改论文《论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的对

外汉字教学》，立足“汉语国际推广背景”，着眼汉字教学，推动“汉

语+教育”复合型人才专业能力的提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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