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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学与研究的新空间＊

施 春 宏

题名是个多义表达，既指《语言教学与研究》的期刊发展空间，也指本刊编辑部所理解和探

索的“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学术发展空间。
《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于１９７９年，一直注重发表观点新颖、方法科学、材料翔实的学术成

果。自创刊以来，本着务实、创新的精神，在学界同仁的支持下，已经发展成为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教学与习得研究、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重要学术刊物。近年来，《语言教学与研究》先后入

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和“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机构欢迎

ＴＯＰ５０”。这正是前辈学者和学界同仁长期指导和支持的结果。２０１４年，本刊特色栏目“对外

汉语教学”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支持计划，这是对本刊长期致力于推进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习得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我们正围绕这

一工程，积极面对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期为学界提供更好的学术交

流平台。
为了进一步提升办刊质量，加强与学界、学人的互动，《语言教学与研究》将进一步强化“开

门办刊”的方向，实施“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刚刚在南开大学成功举行的“语言教学与

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６）”正是践行“走出去”战略的系列学术活动的一部分。
语言本体研究、习得研究、教学研究，当然各有自己的主体研究目标和理念追求。但是在

新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语言学理论，如果不能很好地说明语言习得现象，就多少

限制了其理论的张力；一个新的语言习得理论，如果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教学资源，那终

究会有很大的缺憾；同样，一个新的语言教学理论，如果没有深厚的语言理论基础和习得理论

基础，其教学效果恐怕也将大大受限。当下的学术研究，跨界面、跨领域、跨学科已经成为基本

态势，互动观念的研究正成为各个学科发展学术、创新思想的主导。整合汉语本体研究、教学

研究、习得研究的学术力量，以取得更丰富的学术成果，正是我们举办“语言教学与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的一个初衷。研讨会为此设置的三个主要议题：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本体研

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就是希望将这三方面的学

者聚到一起，相互交流，相互促发，相互引导，携手前行。当然，我们还需要将视野放得更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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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将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语言习得研究放到更大的科学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中去考察，去

探索，去交流。
具体到本刊的内容建设，《语言教学与研究》一直有若干基本常设栏目，但会针对一些热点

问题、前沿性问题、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栏目式的讨论。举例来说，基于对本刊发展定

位和引领作用的理解，我们将在继承本刊优秀传统、积极建设常设栏目的基础上，试图探索一

些新栏目。当前正在着力打造“大综合研究”这样一个非常设栏目，主要是发表一些基于多重

互动关系的跨界面、跨领域乃至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论文。其基本目标是：激活跨界思维，创

新研究方法，引领学术潮流。因此，这些文章，应该既有学术、学科的高度，又有观念、方法的思

考，还应有具体分析路径、策略的剖析；既能提出一些战略性课题，也能提供一些战术性选题。
同时，为了鼓励年轻学人站到学术前沿看问题，我们正在启动以青年学者、研究生为作者主体

的“大综述”系列研究。其基本目标是：整理学术思想，追踪学界动态，探索发展空间。这类文

章，可以是对某一时期相关研究现状及其思想的系统整理，对某些重要的前沿观念、分析方法

的介绍和应用，也可以是对某些范畴研究所涉及的重大理论意义的概括和挖掘，或是对某些已

有长期探索但仍需进一步发展的研究领域、实践模式（包括教学模式）的分析。因此，这类文

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现状述评，更非分类性地列举相关研究成果的“史实”，而要有相对

开阔的视野，侧重于既往研究对当下和未来探究的启发。无论是“大综合”还是“大综述”，都不

求对考察对象的全覆盖，而是立足前沿，求新探胜。
对所有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语言教学与研究》都不专设学术立场，但倡导发表有思

想、有立场、遵从学术原则和规范的文章。学术刊物，应该是思想和方法、材料和逻辑交互作用

的平台。只要能展示语言研究的科学精神，我们都热忱欢迎。我们希望《语言教学与研究》发

表的文章，既能挖掘材料自身的价值，又能做出材料之上（对材料系统所蕴涵的语言学意义的

挖掘和分析）和材料之外（对相关语言研究乃至相关学科的启发）的理论建构。我们既欢迎小

题大做，也欢迎大题大做；既欢迎一事一论的专题文章，也欢迎一事多论、多事一论的高屋建瓴

式的综合探求。路虽有歧终存道。从根本上说，文章的价值不决定于分析角度的选择、考察对

象的大小和同质用例的多少，而主要在于事实挖掘的深度和理论拓展的广度。这些都需要广

泛而又精细的现象调查和富有启发性、合乎逻辑、经受证伪检验的学理思考。
我们举办“语言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汇聚青年学者的学

术眼光，激发青年学者的科学热情，展示青年学者的研究实力。本次研讨会设立了“语言教学

与研究青年英才奖”，并特别邀请了四位青年学者做大会报告，这既是《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

的荣幸，也是学术的见证和学界的期待。
《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办刊宗旨是“推进学术，发展事业，服务社会”，编辑理念是“与人为

善，与人同善”。学术、期刊跟人生一样，既要有事业，也要有情怀。关于如何办好我们这份刊

物，需要创新办刊理念，拓展办刊路径，期盼学界同仁继续关注《语言教学与研究》的追求和发

展，并赐予我们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期盼各位学者将高端大作馈赠给我们。我们编辑部全

体人员将继续踏实勤奋地为大家建设好《语言教学与研究》这个沟通学术思想、展示创新成果

的科研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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