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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本科专业实习与科学研究

相结合的新探索 ①

聂志军，向红艳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汉语言本科专业实习存在对口实习单位少、学生实习意愿不强、实习经费不足等问题，与汉语言文学、新闻
学、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实习也有同质和竞争关系。汉语言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之一是培养面向高校、科研机构的

语言学高级专门人才，探索汉语言专业实习与各级各类科学研究课题相结合的模式，成为解决目前汉语言专业实习困境

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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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言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面向
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汉语言

文字的教学科研、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管理及

语言应用方面实际工作的语言学高级专门人

才［１］。从培养目标定位来看，汉语言专业包括理

论性与应用性两方面能力的培养，前者侧重于汉

语言文字的教学科研，后者侧重于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文字管理以及语言文字信息处理。

汉语言本科专业实习是高校汉语言专业培养

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组织过程中最容

易产生问题的环节。聂志军结合新时期专业发展

与社会需求的变化，充分发挥教师、校友会、就业

指导中心等个人和机构的社会关系，构建与汉语

言专业实习适应的特色化实践体系［２］。但是，汉

语言专业实习单位难落实、实习人员难组织、统一

教学难控制等问题仍然存在，汉语言专业实习课

程教学往往流于形式，部分学生甚至在实习鉴定

表上草草加盖实习单位公章了事，很难达到汉语

言专业实习课程设置的教学目的。相对于汉语言

专业应用性能力的实习而言，理论性能力的实习

就更加难以落实。因此，笔者尝试通过汉语言本

科专业实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教学实践来探索

高校汉语言本科专业理论性能力有效实习的

方法。

１　汉语言本科专业实习的主要问题及其
原因

一般认为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适应性强，就

业面广，学生可供选择的范围大，汉语言专业实习

较易实施。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专业适应性强也

意味着专业是个“万金油”，没有固定实习的行业

和单位，和其他相近专业在实习时有同质和竞争

关系。具体来说，汉语言专业实习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

１．１　汉语言专业实习直接对口单位少
从培养目标和就业去向来看，理想的汉语言

专业实习单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偏重教学研究，

例如高校和科研机构、地方志办公室和各级政府

图书馆；另一类是偏重语言文字应用和教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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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出版编辑机构、新闻媒体单位

和党政机关单位。

但是现实情况是，第一类单位近年来就业门

槛逐渐增高，接收本科实习生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１０年前汉语言本科毕业生还是有成功去第一类
单位求职就业的个案，近些年随着岗位的饱和与

大学扩招，鲜有招聘汉语言本科毕业生的情况出

现。至于接收汉语言本科生进行专业实习，除非

有社会关系或者有业务合作关系，一般也是不太

可能的事情。如果要说汉语言本科专业培养目标

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还有联系的话，那就是一部

分应届毕业生会选择考研，继续在高校和科研机

构深造，等于说间接实现了培养目标。但是近年

来汉语言专业应届考研录取率在２０％左右徘徊，
并且多数考研学生全力备考，对于专业实习往往

采取应付态度。

第二类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出版编辑机构、新

闻媒体单位和党政机关单位等实习单位联系牵涉

面太复杂。由于学校地处内陆，国内的涉外企业

单位绝对数量本来就少，愿意提供实习岗位的单

位少之又少。国外的对外汉语教学单位主要渠道

是国外中小学，但是一般是由学校出面，双方建立

合作关系。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汉办组织的汉语志

愿者，但是实际操作都是针对本科毕业生，不在专

业实习期内。其他诸如出版编辑机构、新闻媒体

单位和党政机关等实习单位，又与新闻学、广告

学、汉语言文学等专业存在重合和竞争关系。此

外，汉语言专业是非师范专业，部分学生通过４年
的学习，也有意从事师范教育行业。但是如果真

要去中小学进行专业实习，也面临两个问题：一是

汉语言专业的学生进行教育实习，和培养方案并

不吻合；二是即使允许参加教育实习，除了组织实

习的具体困难之外，也面临和汉语言文学师范专

业的重合和竞争问题。总之，汉语言专业实习直

接对口单位可供选择的范围非常小。

１．２　学生的实习意愿不强
从就业来看，近年来汉语言专业毕业生就业

去向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考研）、企事业单

位、党政机关。汉语言专业实习的时间一般安排

在第７学期，国家公务员考试一般是每年的１１月
份，考研的时间一般是第７学期期末。按照培养
方案的要求，学生可以选择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

所谓集中实习，一般是学校或者学院、系部利用各

种社会资源与实习单位签订合作协议，选送一定

数量的实习生，指派实习指导老师带队到实习单

位，负责学生的全程实习指导。所谓分散实习，一

般就是学生个人根据自己的就业意向，自行联系

实习单位进行实习，学院只负责指定实习专业指

导老师，远程进行专业指导，并不带队到实习单

位。但不管是集中实习还是分散实习，最终进行

考核的主要依据还是实习单位出具的《实习鉴定

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学生即使不参加实习，

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轻易获得一份有效的

《实习鉴定表》。因此，在面临专业实习和考研、

考公务员时间上的冲突时，多数学生会选择放弃

实习，集中备考，造成学生专业实习意愿不强。

１．３　实习经费不足
汉语言专业实习作为培养方案中开设的实践

课程，有８个学分，学校下拨的专业实习经费是生
均２６０元，含实习指导费、实习交通费以及校内见
习及专家讲座费。这个标准实行了将近１０年，越
来越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学院和系部即使想组织

大部分学生去校外单位实习，往往也是有心无力。

当然，学生专业实习不能完全指望学校的下拨实

习经费，实际操作的情况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学生

觉得实习对自己能力提高或者就业有着重要意

义，自费去实习；另一种就是大多数学生分散实

习，很少或者不使用下拨实习经费，由学院或者系

部组织小部分学生进行集中实习。不管是哪一种

情况，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都和实习经费短缺

有关。

２　汉语言校外专业实习与科学研究课题
相结合的具体形式

既然专业实习是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是又面临对口实习单位少、学生实习

意愿不强、实习经费不足的现状，就促使我们探索

一条解决问题的新路子。通过多年的摸索，汉语

言专业实习与科学研究课题相结合成为一个新的

选择。具体来说，有以下形式：

２．１　汉语言专业实习与各级大学生科研项目相
结合

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是

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旨在探索并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

模式，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验改革，激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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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提高其科研水平和

实践能力［３］。目前已经涵盖校级、省级、国家级

三级体系，包括国家级项目、省级财政资助项目

（自愿配套项目）、校级资助项目（自愿配套项

目）。申报省级项目（包括自愿配套项目）必须在

校级立项项目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国家级项目必

须在省级项目（包括自愿配套项目）的基础上择

优推荐。目前资助的经费校级是３０００元，省级
是５０００元，学校１∶１配套５０００元。自愿配套项
目的立项要求与省级财政资助项目一致。近４年
来，汉语言专业学生赵鑫、易雪梅、魏佳佳、吉欣

璇、吴玉容、刘文先后主持或参与李康澄指导的省

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湘

潭城区方言新老派比较研究”，聂志军指导的“湖

南隆回花瑶呜哇山歌整理及其研究”，陈语暄、陆

佳幸、陈丽姣、王丽文、王癑、王静、韦翠萍、熊慧、

刘诗琴主持或参与谢奇勇指导的校级大学生研究

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湘西龙山土家族

语言‘毕兹卡’的词汇特点及文化现象调查研

究”，聂志军指导的“梅山文化中的石崇拜研

究———以隆回高平仙人石为例”，丁志丛指导的

“湘方言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现状调查研究”“户

外广告用字用语的规范性调查与研究———以湘潭

市为例”。通过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汉语言专

业学生专业能力和研究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２０１２级陈丽姣、陆佳幸、王静、韦翠萍应届考取了
北京语言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广西

大学硕士研究生，其他在校学生的研究项目进展

正常。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文件精神，培养高
等学校创新人才，提高大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实现

科研资源与本科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湖南科技

大学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根据《湖南科技大学大

学生科研创新计划（试行）》（科大政发〔２０１１〕１８２
号），制定了大学生科研创新计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以下简称ＳＲＩＰ）［４］。该
计划以项目研究为载体，面向学习成绩优良、科研

兴趣浓厚、创新意识强的非毕业班本科生。近４
年来，汉语言专业学生郑文静、陆佳幸、阎艳、杨国

荣、张馨文、王婉、陈语暄、喻程琪、杨小乐、周晓

如、姚远、钟荣兴、顾耀祖先后主持 ＳＲＩＰ项目“网
络流行语对日常交流的影响”“关于湖南侗族酒

歌文化调查研究”“贵州省穿青人现状调查———

以纳雍县勺窝乡为例”“慈利县土家族传统文化

活动‘板板龙灯’的继承与保护研究”“华侨文化

与方言文化的资源开发———以福建古田为例”

“湖南科技大学语言学专业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届毕业生
就业状况调查与研究”。通过主持 ＳＲＩＰ项目，汉
语言专业学生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提高了研究

能力，坚定了进一步深造的意愿。２０１２级陆佳幸
不但考取了暨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

生，并且因为主持过华侨文化与方言文化资源的

ＳＲＩＰ项目，一直致力于成为一名汉语志愿者。
２０１４级喻程琪因为参与过校级大学生研究性与
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与ＳＲＩＰ项目，加上自身专业
成绩突出，２０１７年获得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

２．２　汉语言专业实习与专业教师科学研究项目
相结合

高校专业教师的工作，除了教学之外，还有科

研的要求。专业教师一般都要承担各级各类别的

科研项目，利用科研项目培养人才也是科研项目

设置的一个目标。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培

养科研的兴趣，接受基本的科研训练，可以为进一

步从事科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目前，汉语言专

业教师在编在岗１３人，教授５人，副教授４人，讲
师４人，其中博士１１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７项，省部级项目２０余项，吸收有科研兴趣的本
科生进入研究团队，从事初级研究工作，例如方言

调查、问卷调查与整理、文字录入、校对等。通过

一段时间的参与，可以选取教师科研项目的某一

个子课题作为学生自己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可

以认定为汉语言专业实习的成果。近年来，汉语

言专业２００９级刘倩、杨康、周双婷、林化如，２０１０
级蒋景红、何玲玲、王雁、王娇兰、熊幸、朱敏，２０１１
级郎军、王佳蒙、徐丽、谷庆、朱青、余剑桥、陈芳，

２０１２级步春梅、殷旭东、周一帆、唐明斋，２０１３级
徐景佳、李一凡、郑文静、乔丹雪，２０１４级陈语暄、
喻程琪、王贺楠、彭丹等同学参与过聂志军博士主

持的各级科研项目，从事文字录入、校对等基础工

作，逐步接触历史文献的整理与汉语史研究。在

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以上部分同学因为接触过

前期的文献整理工作，选题的范围相应地集中在

文献整理方面。２００９级刘倩毕业论文题目为《亲
属称谓“奶奶”之流变》，周双婷毕业论文题目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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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一词的产生及发展》，杨康毕业论文题目

为《“馒头”一词的演变过程》，林化如毕业论文题

目为《称谓词“公公”词义演变》，２０１０级熊幸毕
业论文题目为《〈三国演义〉称呼语研究》，朱敏毕

业论文题目为《“交通”词义演变研究》，２０１１级
郎君毕业论文题目为《亲属称谓“哥”的变异研

究》，王佳蒙毕业论文题目为《孝感方言亲属称谓

研究》，徐丽毕业论文题目为《社会称谓“公子”研

究》，谷庆毕业论文题目为《“且……且……”句式

历时考察》，２０１２级殷旭东毕业论文题目为《王筠
〈说文句读〉“乡语”研究》，唐明斋毕业论文题目

为《称谓词“老爷”研究》，２０１３级乔丹雪毕业论
文题目为《亲属称谓词“婆婆”之研究》。有了这

些成功的示范，低年级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

积极性也进一步提高。２０１７年暑假，２０１４级汉语
言专业向类坛、吴竹梅、唐敏洁、周琛媛、郭敏参与

了曾春蓉博士主持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项

目、湖南方言调查“响应”计划，赴武冈市多个方

言点进行田野调查。这次录制工作通过纸笔记

录、录音、摄像等方式，全面采集老男、青男、老女、

青女、地方普通话、地方口头文化等武冈当地发音

代言人的方言原始数据，并进行剪辑、整理、归档、

最终将采录的音像数据文件以数字化方式存入国

家和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永久保存［５］。

把专业实习和教师课题结合起来，这既解决

了教师课题研究的人力和经费瓶颈，又可以通过

组织学生参与课题研究，提高学生专业实习的积

极性；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实现专业实习的有效

实施。通过汉语言专业实习和教师课题的结合，

不但解决了有意考研学生的专业实习问题，避免

再花时间和精力去联系实习单位，而且提高了学

生的专业能力，为进一步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深造

打下了良好基础。

２．３　汉语言专业实习与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
相结合

汉语言专业培养方案第６学期有一门实践课
“学年论文”，１学分，第７学期有一门实践课“汉
语言专业实习”，８学分，第８学期有一门实践课
“毕业论文”，８学分。这３门课程虽然开设学期
先后不同，学分不同，课程要求不同，但其实质均

为专业性要求非常强的实践课。以前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这３门课程都是在不同学期、相对独立开
设，很少从总体上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如果从汉语言中专业论文撰写的角度来看，

学年论文可以看作汉语言专业实习的前期准备，

毕业论文是汉语言专业实习的成果，汉语言专业

实习本身就是专业论文撰写的材料积累的过程。

以汉语言专业常见的方言方向论文撰写来说，学

年论文实践课可以在校内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利

用课堂所学汉语方言调查理论方法，确定方言调

查点及调查内容。汉语言专业实习就可以到相关

方言调查点进行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

毕业论文写作就可以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整

理和分析，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

通过这样的流程，汉语言专业学生将学年论文、专

业实习与毕业论文三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

整体。其早期成果可以作为学年论文评定成绩的

依据，实习指导老师可以根据其研究、调查结果给

定专业实习成绩，最终成果可以作为毕业论文，通

过答辩。理论上通过这样一个完整流程进行下来

的论文，一般可以达到在正式学术期刊发表的水

平。部分本科毕业继续读研深造的学生，读研期

间将本科论文进一步修改发表，甚至可以作为研

究生阶段的科研成果。近年来，２００７级李癉红撰
写的毕业论文《云南弥勒方言中的量词“党”》，

２０１２级步春梅撰写的毕业论文《四川广元话中语
气词“哈”的特殊用法》，２０１３级郑文静撰写的毕
业论文《湖南慈利龙潭河话中“老实”的特殊用

法》，均是在学年论文阶段就确定将自己的家乡

话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整理和记录，最

终以毕业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在指导老师的进

一步指导之下，参照期刊格式进行修改，然后向学

术期刊投稿。２００８级别少璞撰写的毕业论文《中
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中的“通”与“同”辨析》，

通过后期修改，已经正式发表在《当代教育理论

与实践》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６］。２０１１级杨绪丽撰写
的毕业论文《近代汉语中“姑娘”一词的历史考

察》，选取近代汉语汇中常见称谓词“姑娘”作为

研究对象，考察其不同时期意义的变化。通过后

期反复修改、投稿，已经发表于《汉语史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７辑［７］。

３　结语
汉语言本科专业实习存在对口实习单位少、

学生实习意愿不强、实习经费不足等问题，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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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学、新闻学、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实习也有同

质和竞争关系。汉语言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之一是培养面向高校、科研机构的语言学高级专

门人才，探索汉语言专业实习与各级各类科学研

究课题相结合的模式，成为解决目前汉语言专业

实习困境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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