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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采用关键词词频统计和内容分析法，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

语言学课题指南和立项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课题指南与课题立项相互作用，近五

年研究热点依次为外语教学、翻 译 学、语 言 研 究 和 功 能 语 言 学；历 年 均 受 关 注 的 领 域 是

二语习得、教学法、语料库研究、语用学、测试与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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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考察问题与研究方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最高级别的哲学社科研究基金。本文对十一五期

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的课题指南和立项情况进行考察，分析指南对立项

选题的引导作用，以及历年的立项热点与分布，为指导立项和完善课题指南提供

参考。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计量学的关键词词频统计和内容分析法。关键词处理步

骤如下：１）确定关键词。关键词从项目标题中直接提取，主要是与主题相关、意

义完整且没有歧义的二词或多词词组，每个标题包含１－４个关键词。例如，“基

于自然会话语料库的汉英指称偏误及修正机制对比研究”有四个关键词：自然会

话语料库（语料来源）、指称偏误（研究内容）、修正机制（研究内容）、汉英……对

比研究（研究方法）。２）统计关键词词频。将所有关键词合并，删除重复项后得

到３００项词条，然后检索每个词条在项目标题内的频次。检索时先匹配下位词

（长词），再匹配上位词（短词），以免重复。例如，词条内既有“批评话语分析”也

·２７７·

＊ 本文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研究重点基地研究员。



有“话语分析”，程序先在每个项目标题内检索“批评话语分析”，匹配结果不为０
则直接报告结果，匹配结果为０则继续检索“话语分析”。３）将关键词分类。研

究类别的产生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法。研究者首先参考外语核心

期刊的栏目设置、学术专著的目录，以及近年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的分议题等，

列出语言学分支学科及其研究领域。然后，将每个关键词归入一个研究领域，并

结合其归属情况对研究领域进行调整，保证领域内部的相似性和领域之间的差

异性。少数关键词难以归类，需要回到原标题进行判断。在该过程中，剔除频次

很低且与学科联系 不 紧 密 的 关 键 词，最 后 得 到２７０个 关 键 词、１１个 分 支 学 科。

本研究所用的内容分析法旨在对研究对象的主题进行深入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从而揭示该主题的实质，把握其动态和趋势（肖明等２００９）。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　立项现状

国家 社 科 基 金 主 要 分 四 个 层 次：重 大 项 目、重 点 项 目、一 般 项 目 和 青 年 项

目１。重大项目数量极少，是社科基金最高层次的项目，重点项目其次，一般项目

和青年项目占绝大多数。表１显示，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类仅

２０１０年有一项重大项目：“大规模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立与加工”（北京外国语

大学王克非教授主持）；重点项目仅２００７年有两项：“影响中学基础英语教学质

量的多因素系统研究”和“外语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一般项

目和青年项目逐年增长，五年合计分别有１４８项和５０项。外国语言学五年立项

平均增 幅 为４５．２４％，高 于 语 言 学 中 的 汉 语 研 究（１１．５２％），也 高 于 外 国 文 学

（１５．７１％）２。２００６年外国语言学在语言学学科内的比重为２２．３７％，２００７年上

升为３８％，２００８年有一定程度的回落，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０年又升至近４０％，五年合计

的项目数占语言学学科的３５．２６％。

　表１．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立项统计

项目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五年立项数

重大项目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重点项目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一般项目 １４　 ３０　 ２７　 ３４　 ４３　 １４８

青年项目 ３　 ６　 ９　 １５　 １７　 ５０

小计 １７　 ３８　 ３６　 ４９　 ６１　 ２０１

语言学立项数 ７６　 １００　 １１３　 １２４　 １５７　 ５７０

外国语言学

立项比例
２２．３７％ ３８％ ３１．８６％ ３９．５２％ ３８．８５％ ３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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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课题指南与立项的关系

本文根据涉及外国语言学的指南内容对立项课题进行分类，结果发现，指南

对当年的立项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其中，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指南所涉领域较广，符

合当年指 南 的 项 目 各 有１５、３４、３６、４６个，占 立 项 课 题 的８８．２４％、８９．４７％、

１００％、９３．８８％；而２０１０年指南为６个具体条目，符合指南的项目有３３个，指南

引导率３ 降至５４．１％。需 要 指 出 的 是，２００９年 指 南 只 规 定 大 类“外 国 语 言 研

究”，立项课题的研究方向基本符合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指南规定，可见前几年的指

南具有后续引导作用。

进一步分析 发 现，立 项 课 题 对 下 一 年 或 隔 年 的 指 南 似 也 有 反 馈 作 用。如

２００９年立项“新兴本科翻译专业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２０１０年指南

即新增“外语学科建设与教学法研究”条目。２００９年立项“方言儿童的元语言意

识及其双语效应和迁移”，２０１０年指南提出“中小学英语学习与教学研究”。

２．３　立项特点

考察发现，许多立项课题具有跨语言和跨学科的特征，对比研究、关联研究、

综合研究很多。例如，“弱势群体身份表征的英汉多模态话语对比分析”既属于

话语分析，又属于英汉语言对比研究。根据关键词词频统计和内容分析法，我们

对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的立项学科做了统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立项学科分布

学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合计 占立项比例

外语教学 ９　 １５　 １４　 ３４　 ２６　 ９８　 ４８．８％

翻译学 ４　 ９　 １３　 １３　 １６　 ５５　 ２７．４％

语言研究 ６　 ９　 ９　 ９　 １８　 ５１　 ２５．４％

功能语言学 １　 １１　 １２　 ９　 １０　 ４３　 ２１．４％

对比语言学 ４　 ５　 ３　 ９　 １４　 ３５　 １７．４％

语料库和计算语言学 ３　 ６　 ４　 １１　 ９　 ３３　 １６．４％

非通用语种 ２　 ３　 ５　 ８　 １０　 ２８　 １３．９％

社会语言学 ２　 ５　 ２　 ４　 ６　 １９　 ９．５％

认知语言学 ０　 ３　 ３　 ２　 ５　 １３　 ６．５％

心理和神经语言学 １　 １　 １　 ３　 １　 ７　 ３．５％

转换生成语言学 １　 ２　 ０　 ０　 ０　 ３　 １．５％

合计 ３１　 ６６　 ６１　 ９４　 １０５　 ３５７

　　表２统计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立项课题涉及的

研究领域呈现出以下几个总体特点：

１）外语教学研究最多，包括９８个关键词频，４８．８％的立项是外语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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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与外语教学相关。２）翻译学研究位居第二，有５５个关键词频，立项率２７．

４％，且五年来增幅较大。３）语言研究占第三位，五年来稳步增加。４）对比语言

学研究增长较快。该学科是历年指南所强调的内容，但立项比较滞后。２００６年

指南指出“较少进行语言对比研究”，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指南提出“特别是进行语言对

比研究”，但这两年最多立项５个。２０１０年指南包括两项语言对比条目：语言类

型学视角下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中国人和西方人话语方式比较研究，当年立项

达到１４个关键词频。５）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研究整体上呈增长趋势；非

通用语种研究稳步增加，２０１０年达到１０个频次。这可能与国家加强非通用外

语研究，并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有关。６）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立项较少。

本文进一步统计了历年社科项目的热门研究领域，见表３。由于２００６年的

关键词相对较少，词频大于１的领域在统计之列；２０１０年的关键词较多，词频大

于３的领域纳入统计；其他年份内热门领域的关键词频均大于２。

　表３．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课题研究领域统计

研究领域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合计

二语习得 ４　 ４　 ２　 １２　 ９　 ３１

教学法 １　 １　 ４　 １０　 ７　 ２３

语料库交叉研究 ２　 ４　 ３　 ６　 ７　 ２２

语用学 ０　 ６　 ５　 ３　 ３　 １７

测试与评估 １　 ３　 ２　 ６　 ４　 １６

语篇分析 １　 ３　 ４　 ２　 ３　 １３

话语分析 ０　 ２　 ３　 ４　 ４　 １３

词汇学 ０　 ０　 ２　 ３　 ８　 １３

句法学 ２　 ２　 ２　 ０　 ５　 １１

跨文化交际学 １　 ２　 ２　 １　 ５　 １１

俄语 １　 ２　 ２　 ３　 ３　 １１

汉外句法对比 ２　 ２　 １　 １　 ４　 １０

翻译教学 １　 ２　 ２　 ３　 ２　 １０

专人或专书翻译 １　 １　 ５　 １　 ２　 １０

翻译理论 ０　 ２　 １　 ２　 ４　 ９

日语 ０　 １　 ２　 ３　 ３　 ９

语音学和音系学 ０　 １　 ２　 ３　 １　 ７

学习者因素 ２　 ０　 １　 ０　 ３　 ６

语言社会化 ０　 ３　 ２　 ０　 １　 ６

教育技术 ０　 ３　 ０　 ２　 １　 ６

翻译方法 ０　 ２　 ３　 ０　 １　 ６

词典学 ０　 １　 ０　 ３　 ２　 ６

语义学 ３　 １　 １　 ０　 ０　 ５

总计 ２１　 ４９　 ５３　 ６７　 ８０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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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显示，二语习得、教学法、语料库与其他领域的交叉性研究、语用学、测

试与评估历年都受到较多关注。二语习得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都排第一，说明

该领域是这几年社科项目最关注的研究热点。特别是２００９年，二语习得的词频

达到１２次，占 当 年 项 目 总 数 的２４．４９％，约 四 分 之 一 的 项 目 与 二 语 习 得 有 关。

教学法研究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各出现了４、１０、７次，均在前三位内。五年来语料库

交叉研究各出现了２、４、３、６、７次，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均在前四位内，２００７年居

第二位，可见该领域连续五年都是社科项目的关注点。语用 学 在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
年各有６、５个词频，均排名第一，也是社科立项的热点之一；不过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０
年有下降趋势。测试与评估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各有３、６、４个词频。

２．４　立项重点领域

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立项热点研究领域有一定

的变化。例如，语 篇 分 析 在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 属 于 热 门 研 究 领 域，各 出 现 了３、４
次，在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０年则减少。词汇学研究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较少，２０１０年成为热

门领域。跨文 化 交 际 学、汉 外 句 法 对 比、翻 译 理 论 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研 究 不 多，

２０１０年受到较多关注，各有５、４、４个词频，图１进一步总结了研究最多的１６个

领域，关键词频次均在９次及以上。近五年社科项目的热门研究领域包括二语

习得、教学法、语料库交叉研究等。这表明社科项目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且具有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特点。

图１．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立项热点研究领域分布

　　对外国语言学立项重点的具体分析如下：

　　１）二语习得、教学法与测试研究

二语习得研究包括３１个关键词频，占外语教学研究的近三分之一。其中，

研究最多的是学习者语言能力及相关能力发展，既包括传统的口语、听力、句法、

写作中的概括能力、语体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也包括研究较少的思维能力、综合

认知能力和英语学习可持续发展能力，但尚无对学习者阅读能力的研究。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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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习者语言研究，如句法多样性、语块、偏误等，但这些研究都集中于书面语。

再次是二语习得相关理论如迁移和磨蚀的研究。

教学法研究仅次 于 二 语 习 得 研 究，包 括２３个 关 键 词 频。新 教 学 法 发 展 迅

速，如体验式英语教学、商务英语教育、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内容与语言整

合的学习、依托项目的外语教育模式、以发展综合认知能力为目标的英语教学。

这与近年热门的内容依托教学、专门用途英语相符。需要注意的是，商务英语教

育研究仅２００６年有１项，落后于该学科的发展势头。可见需要加大该领域的立

项力度。另外，除了商务英语，其他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学研究尚未出现，如法律

英语、中医英语等。目前这些学科发展较快，需要增加立项，一方面促进外语学

科向复合型转型，另一方面推动专门用途英语的学科发展。此外，从语言能力的

角度来看，在已有项目内，词汇和口语的教学研究最多，其次是写作和听力教学，

其他并未涉及。

测试与评估研究 也 比 较 突 出，包 括１６个 关 键 词 频。研 究 主 题 涉 及 反 拨 效

应、分数等值、效度研究、难度评估、语言能力等级量表、计算机自适应语言测试

模型等，研究对象包括基础阶段英语、高考英语、英语四六级考试等各阶段的学

习者。这些主题是当前英语教育的重、难点问题。例如，国内各种考试所设级别

不同，难以建立等价联系，不利于学科的一条龙建设，也给学生选择考试、用人单

位考核应聘者造成了困难，因而需要建立统一的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再如，计算

机自适应考试能够根据受试的水平自动选择难度合适的试题，更快速地测定受

试的能力，研究该考试符合我国考生众多的国情。

　　２）语料库交叉研究

语料库与其他领域的交叉性研究十分突出，包括２２个关键词频，主要涉及

翻译学和语言对比，少数研究与词典编纂、话语分析、词汇学、教学有关。这与外

语研究的走向一致。近十年来，语料库语言学发展迅速，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

络出版总库 的 核 心 期 刊 内 检 索 主 题 词“语 料 库”，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分 别 得 到３９６、

４４０、４４７、５０５、５２７条记录，年增长率在５％以上。与跨领域研究相比，语料库本

体研究有６项，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如大规模英汉平行语

料库的建立与加工、评价语料库、中国日语学习者语料库、法律文本汉／英平行语

料库的建设。

　　３）语言本体研究

词汇学研究包括１３个关键词频，主要是特定词性研究（动词、助词、副词、名

名复合词）、词汇的语法研究（词汇化和名物化）、搭配研究。句法学研究包括１１
个关键词频，涉及动词配价、非施事描述、关系从句、论元结构、控制结构、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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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役性表达等。

　　４）语篇、话语与语用研究

语用学研究包括１７个关键词频，主要包括语言的语用分析、言语行为、言者

意义研究。话语分析包括１３个关键词频，并且连年增加。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多

模态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和话语建构模式，研究对象主要是媒体话语、课堂

或教师话语、政治话语、商务话语，今后需要加强对其他话语的研究。语篇分析

也包括１３个关键词频，研究主题比较广泛，涉及事件结构和过程、话题、回指等。

　　５）跨文化交际与汉外对比研究

汉外句法对比研究有１０个关键词频，是汉外语言对比中研究最多的领域，

其他领域主要包括语篇、词汇、语义、语用、话语对比，以及极少数语音、语言习

得、语言文化、语言认知、心理语言学等方面的对比研究。跨文化交际学研究有

１１个关键词频，其中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注最多，其次是文化差异、跨文化语

境研究，再次是跨文化教学、语言文化比较等。

　　６）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

翻译理论研究包括９个关键词频，研究范围较广，涉及译者主体论、翻译批

评、中西译理融合研究、诠释学、翻译诗学等。翻译教学研究包括１０个关键词

频，主要涉及翻译专业和翻译能力。翻译专业研究包括翻译专业口笔译教材建

设、翻译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翻译专业测试研究，这与目前蓬勃发展的本

科翻译专业和翻译硕士学位专业走势一致。专人或专书翻译研究也是翻译学的

热点之一，包括１０个关键词频。专人翻译包括傅雷和严复翻译研究，专书翻译

研究主要是中国文化 古 籍 英 译，包 括 中 国 哲 学 典 籍 英 译、儒 家 翻 译、四 书 英 译、

《史记》英译。

　　７）其他语种研究

俄语研究包括１１个关键词频，其中俄汉语言对比、语用学研究较多，其次是

语义学、宏观性语言研究、计算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研究。日语研究涉及９个关

键词频，主要包括日语教学、日汉语言对比、词汇学研究，少数研究涉及语法学、

语料库建设、日本教育与文化研究。

３．结语

通过对以上立项的现状、特点、趋势、重点领域以及研究热点的分析，本文发

现，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语言学课题指南与立项课题互相影响：１）指南

对立项具有较强 的 引 导 性，当 指 南 内 容 比 较 宽 泛 时（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引 导 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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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以上，当指南条目比较具体时（２０１０年），引导率为５４．１％；同时，立项课题

对下一年或隔年的指南具有反 馈 作 用。２）指 南 提 出 的 极 少 数 学 科 如 认 知 语 言

学、基础阶段外语教学立项不充分，而立项较多的少数学科或研究领域在指南中

并未提及，如词汇学、句法学、语音学和音系学、修辞学和文体学、计算语言学。

３）立项热点及分布是外语教学 研 究 课 题 最 多，占４８．８％；翻 译 学、语 言 研 究 其

次，占２０％以上。历年都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二语习得、教学法、语 料 库 研 究、

语用学、测试与评估等。

注　　释

１．国家社科基金还包括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这些项目中外国语言学的 立 项 较 少，

本文未作统计。

２．汉语研究五年分别立项５２、４９、６５、６９、７８个，外国文学分别立项３３、３１、３６、３６、５５个。年 度 涨 幅＝（当

年立项数－上一年立项数）／上一年立项数×１００％。

３．指南引导率＝符合当年指南的项目／当年立项课题×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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