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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 
（050200）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本学科可追溯到 1952 年北京工业学院成立的俄文教研组，1960 年成立外语教研室，1984 年成

立外语系，2006 年成立外国语学院。2000 年、2003 年和 2005年获批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

语语言文学和德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予权。2013 年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下设计算语言学二级学科博士点，2020 年获批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本学科现有教授 13 人，副教授 38 人，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34 人。3 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5 名青年教师入选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本学科设有语言工程与认知计算

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以建设入主流、有特色、重交叉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目标，经过多年的建设

与发展，在句法学、专门用途英语、莎士比亚研究、跨艺术媒介文学研究、汉日对比、现代德语文学

研究等领域取得突出成果。 

本一级学科博士点包括四个研究方向：  

1.理论语言学 

主要从生成语法理论视角对句子结构、语音语调、儿童语言、汉外对比等开展研究，比较不同

语言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厘清不同语言模块之间的交互作用，探讨自然语言的生成机制和普遍规律，

明确语言（官能）生物属性的本质内涵。该方向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可用于

自然语言处理及人工智能等领域。 

2.应用语言学 

基于功能语言学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动态语境下科技领域的话语特

征、学术语篇体裁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探索跨文化交际理论视角下语言、文化以及身份认同的动态关

系，解决语言教学与语言测试中的难题。该方向从社会文化角度探索话语体系构建和话语体裁特征，

解决语言应用中的实际问题。 

3.外国文学 

在英美文学、德语文学、日语文学的总体国别文学研究架构内，聚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现当

代英美文学、现当代德语文学与近现代日本文学，立足文学文本，结合文学理论，考查文论、文学

与文化之间的关联。重点研究领域有文学理论、文学流派、叙事学、话语分析、跨艺术媒介研究等。 

4.语言理解与智能翻译 

致力于将语言生成与认知机制、翻译理论与技术研究、语言教育等语言学研究与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进行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以智能化语言学习理论与技术、科技语言资源与

工程、知识驱动的自然语言理解、多策略智能辅助翻译为主要研究特色。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计算

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智能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语义检索、智能问答等。 

本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和德语语言文学 3 个二级学科。 

英语语言文学包括 3 个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英美文学。理论语言学主要从事

句法、形态、韵律、语言的认知等研究以及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应用语言学主要从事专门用途英语、

二语习得、跨文化交际以及外语教学研究；英美文学方向聚焦英美现当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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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语言文学包括 3 个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研究。日语语言学注重从

日语语义分析和语用学角度去考察语言；日本文学着力于从汉日对比的角度对日本近现代文学进行

文本分析；日本文化研究注重日本思想史、日本社会文化问题研究。 

德语语言文学包括 3 个研究方向：德语文学、德语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德语文学方向主要从

事文学理论和现当代德语文学研究；跨文化交际依托文化学和交际学相关理论，从不同视角分析中

德两国的语言文化差异；语言学方向侧重德语语义学、篇章语言学、德汉语言实用对比研究。 

二、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

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高水平创新人才。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的特点

和本质、前沿动态以及发展趋势；掌握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在本

学科领域取得具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毕业后能够胜任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较系统的外国语言文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研究方法，

具有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能够在教育、科研、外事、经贸等部门胜任教学、科研、

翻译等工作。 

三、学制 

学科门类 学术型硕士 
学术型博士 

硕士起点 本科起点(含硕士) 

文学[05] 2 年 4 年 6 年 

注：1.学术型硕士最长修业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增加 0.5 年； 

2.学术型博士最长修业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增加 2 年； 

3.特别优秀并提前完成学位论文的博士最多可提前 1 年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语
种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课程 
层次 

学分 
要求 

公共课 

270000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6 2 1 必修 硕士 

硕士 3 

博士≥2 
2700005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8 1 2 必修 硕士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博士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博士 

240003* 硕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分级 

选一 

硕士 

硕士≥2 

博士≥2 

240004* 硕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硕士 

240005* 博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分级 

选一 

博士 

240006* 博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博士 

2400231 日语二外 32 2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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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232 德语二外  

 

 

 

 

 

 

不

限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233 法语二外 32 2 1 选修 

2200002 学术道德与科研诚信 8 0.5 1/2 必修 硕、博 

硕士 2.5 

博士 2 

0300201 信息检索与科技写作 16 1 1/2 必修 硕、博 

2200003 心理健康 8 0.5 1/2 必修 硕、博 

2500086 体育与艺术素养 8 0.5 1/2 必修 硕士 

基础课 

2400234 当代语言学 32 2 1 

选修 

硕士 

 

硕士≥4 

博士≥2 

2400235 研究方法与学术论文写作 32 2 2 硕士 

2400167 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 32 2 1 硕、博 
2400236 翻译理论与研究方法 32 2 1 硕、博 

2400237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前沿I 16 1 1 
必修 硕、博 

2400238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前沿II 16 1 2 

核心课 

2400116 句法学 32 2 1 

选修 硕士 硕士≥2 

2400239 实验语音学 32 2 2 

2400240 科技语篇分析 32 2 1 

2400241 外语教学 32 2 2 

2400171 日本近现代文学研读 32 2 1 

2400176 

 

跨文化交际理论 32 2 1 

专业课 

2400118 形态学 

英

语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120 认知语言学 32 2 2 选修 硕、博 

2400242 语义学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243 语言习得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183 句法经典文献选读 32 2 2 选修 硕、博 

2400244 句法专题研究 32 2 2 必修 博士 

2400245 应用语言学专题 32 2 2 必修 博士 

2400246 语言学数据统计与分析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104 语料库语言学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184 语言测试与评估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47 欧美文学经典 32 2 2 选修 硕、博 

2400186 莎士比亚研究 32 2 1 必修 硕、博 

2400248 英美文学主文献研读 32 2 1 选修 博士 

2400249 美国文学与文化透视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27 二十世纪女性作家经典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50 日语语法学 

日 

语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114 日语语义学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51 日语语用学 32 2 1 选修 硕士 

2400218 社会语言学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128 日本社会文化选题研究 32 2 1 选修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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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112 日本思想史研究 32 2 1 选修 硕士  

 

 

 

硕士≥12 

博士≥6 

 

2400252 日本汉学文献研读 32 2 1 选修 硕士 

2400127 日本文学选题研究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53 日汉笔译专题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54 德语文学专题研讨 

德 

语 

32 2 2 必修 博士 

2400255 德语文学经典文献研读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107 文学理论与批评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106 文学文体学 32 2 1 选修 硕士 

2400256 现代德语戏剧 32 2 1 选修 硕士 

2400257 德语中篇小说 32 2 2 选修 硕、博 

2400258 当代德语小说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59 跨文化比较与传媒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170 德语语言学专题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177 应用语言学研究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204 德汉语言实用对比研究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60 语料库语言学（德语）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11 德汉笔译专题 32 2 2 选修 硕士 

2400261 语言信息处理程序设计 

不 

限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262 智能翻译技术与应用 32 2 2 选修 硕、博 

0700002 语言信息处理 32 2 1 选修 硕、博 

0701008 社交网络分析 32 2 2 选修 硕、博 

0701010 内容管理与数字图书馆技术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263 语言大数据技术 32 2 1 选修 硕、博 

2400264 计算语言学前沿 32 2 2 必修 博士 

2400265 当代翻译前沿研究专题 32 2 2 必修 博士 

合计 硕士≥25.5     博士≥14 

 

说明： 

1.外语课：外语为英语的学术型研究生，根据入学考试成绩进行划分，以确定所修课程内容，

达到免修条件者可申请免修研究生公共英语。英语免修条件按照研究生院每年发布的有关文件执行。 

2.综合素质类课程 

研究生如在硕士阶段已修过学术道德与科研诚信、信息检索与科技写作和心理健康课程，并且

成绩合格，在博士阶段可申请免修该类课程。 

3.基础课 

各学科方向的硕士生至少选修 3 门基础课中的 1 门。 

博士生基础课要求至少选修 2 学分。 

4.核心课 

各学科方向的硕士生至少选修 1 门本方向开设的核心课。 

5.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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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方向的硕士生至少选修 6 门课程，其中至少 1 门为跨方向课程。 

博士生选修课要求至少选修 3 门课程。 

注：《语言信息处理》《社交网络分析》《内容管理与数字图书馆技术》为计算机学院课程，各

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可跨学院选修。 

6.本硕博课程贯通 

在导师指导下，硕士生根据需要可选修本科生核心课程，课程如实记录成绩档案，但不计入硕

士培养计划要求学分，也可选修博士生课程，学分按照博士课程学分计算；硕士起点博士根据需要

可选修硕士生课程，学分按照硕士课程学分记入成绩档案，但不计入博士培养计划要求学分。本科

生可选修研究生课程，学分按照实际学分计算。 

7.硕博连读生在硕士阶段按照硕士研究生课程学分要求执行，进入博士阶段按照博士研究生课

程学分要求执行。本科直博生原则上应先修完硕士阶段的课程，再修博士阶段的课程。 

五、实践环节 

1.学术活动（1 学分） 

包括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学术报告，以及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口头报告等。 

2.实践活动（1 学分） 

包括科技实践、社会实践以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博士资格考核；2.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3.中期检查；4.博士论文预答辩；5.论文答辩；6.

学位申请。 

本学科对符合要求的硕士学位申请人或博士学位申请人分别授予文学硕士或文学博士学位。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细则》以及《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培养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学制（年） 2 年制学硕 硕士起点博士 本科起点博士 

博士资格考核 ／ 博士阶段一年后 研究生阶段两年后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三学期 

第 1 周(含)前 

第五学期 

第 1 周(含)前 

第八学期 

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第十学期第 1 周前 

博士论文预答辩 ／ 论文评阅送审前完成 

论文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9 个月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学位申请 答辩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七、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适用学科专业、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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