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论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对当今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新课题、新方法、新成果的

展示，在短期内提升学生描写、分析和解释汉语语法问题的能力，使

他们具有正确的语法观念和知识储备，直面当代学术环境下汉语语法

学的新要求、新动力和新机遇，做好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准备。本课

程是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研究

生必修基础课程。选课对象是有关专业初入门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

究生和高年级的本科生，也欢迎青年教师选修。

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系统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现代汉语语法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通过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

分析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为他们将来从事汉语研究工作、语言文

字工作、语文教学工作打好基础。

本课程还通过对当代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引领学生站到汉语语

法学的最前沿，培养他们了解和鉴赏高水平学术研究的能力，为他们

展示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发展趋向。

袁毓林，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澳

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理论语言学和

汉语语言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和

《中文信息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语言的认知研

究和计算分析》等 10 余部著作。多次获得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施春宏，男，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

研究领域涉及汉语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近年着力

从事构式语法、语体语法、韵律语法和汉语词法学的理论与应用

探索，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和教学研究，并积极开展语

言学观念和方法方面的探讨、语言学前沿思想和成果的教学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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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学普及工作。独撰和参撰专著、教材及工具书 20 余部，发表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

理论语言学、规范语言学、二语习得和教学研究等相关领域学术论文 120 余篇，以及语言学

随笔 80 余篇、译文数篇。目前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汉语特

征的多元语法理论探索（多卷本）》。

陈振宇，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计算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已出版专

著 5部：《时间系统的认知模型与运算》、《疑问系统的认知模型

与运算》、《汉语的小句与句子》、《汉语的指称与命题》和《逻辑、

概率与地图分析》。在《中国语文》《语言科学》《世界汉语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当代修辞学》《汉语学习》

《语言研究集刊》《语法研究和探索》等期刊、集刊及论文集中正式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广泛吸收功能学派、认知学派、语言类型学及逻辑语义学的理论，研究范围涉及汉语句法的

层次结构与类型学地位，信息价值和完句性，命题的语义学结构，以及时间、疑问、否定、

情态、预期、指称、量化、感叹等诸多汉语语义语法范畴。

1. 预修课程要求

选修本课程的学生必须已经完成汉语言专业本科基础课程的修

学，并接触到汉语语法学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流派和研究成果，如中

国结构主义、汉语生成语法、汉语功能语法、汉语认知语法、语言类

型学、汉语方言语法等，对汉语语法学的任务和技术路线有一定的了

解。

2. 教学内容及授课安排

本次授课包括三段：1）讲授“构式语法”的基本内容，它的基

本定义和相关理论；它的研究方法、争议的问题；它对汉语语法的重

大影响，以及在语言教学等方面的应用。2）在“可能世界分层”理

论的基础上讲授“事实性”与“叙实性”的定义和区别；造成新世界

的意向谓词，以及由于意向谓词的不同而形成的“实指”与“虚指”；

透明性的达成，语用规律的总结；以及若干具体的汉语事实性叙实性

研究案例。3）讲授汉语功能语法当前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研

究的多声部性；动词与名词的范畴性与去范畴性；物性结构理论在中

动句中的应用；以及若干具体的汉语语词的描写与解释。

课程设置



日期 星期 节次 上课内容
授课教

师

8月18日
四

上午 3-4

节
构式和构式网络

施春宏

8月18日
四

下午 8-9

节
构式语法的基本观念和研究路径

施春宏

8月19日
五

上午 3-4

节
构式形式和意义描写的原则与框架

施春宏

8月19日
五

下午 8-9

节
构式的能产性

施春宏

8月20日
六

上午 3-4

节
构式语法的应用

施春宏

8月20日
六

下午 8-9

节
走向多重互动的构式语法

施春宏

8月21日 日
上午 3-4

节
事实性与叙实性的定义与区别

陈振宇

8月21日
日

下午 8-9

节
意向谓词的类型

陈振宇

8月22日
一

上午 3-4

节
透明的来源——语用规律（上）

陈振宇

8月22日
一

下午 8-9

节

透明的来源——语用规律（下） 陈振宇

8月23日
二

上午 3-4

节

若干具体问题的讨论（上） 陈振宇

8月23日
二

下午 8-9

节

若干具体问题的讨论（下） 陈振宇

8月24日
三

上午 3-4

节
从语言的“多声性”看“假装”句的解读歧异

袁毓林

8月24日
三

下午 8-9

节
从语言表达看疫情下人们的因果认知与反思归因

袁毓林

8月25日
四

上午 3-4

节

汉语不能承受的翻译之轻——从去范畴化角度看汉

语动词和名词的关系（上）

袁毓林

8月25日
四

下午 8-9

节

汉语不能承受的翻译之轻——从去范畴化角度看汉

语动词和名词的关系（下）

袁毓林

8月26日
五

上午 3-4

节
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

袁毓林

8月26日 五 下午 8-9 从礼貌表达到充分必要条件副词——“亏”类词幸 袁毓林



节 好与充要条件意义的来源和演变

3. 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

每次课后要写体会与思考，1000 字以内；或者完成教师所布置

的练习题。

选择课程中的相关内容，自拟题目，写一篇论文。论文字数不少

于 3000 字。包括题目、提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重点在对课程

内容的评价，以及本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新观点。

平时体会占比 30%，论文占比 70%。

4. 教学参考资料

名称

Title

编著者

Author

(s)

出版机构

Publisher

出版年月

Publication

Date

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

析 袁毓林
北京大学出

版社
1998

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

统研究——互动构式语法

探索

施春宏 商务印书馆 2018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语

法中的语义学原理
陈振宇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7

5. 联系方式（授课教师或助教联系方式均可）

助教：步月，b1515317892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