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 h e  S T u dy  o f  C h i n e S e  C h a r aC T e r S  a n d  L a n g uag e

T
h

e
 ST

u
d

y
 o

f C
h

in
e

Se
 C

h
a

r
a

C
T

e
r

S a
n

d
 L

a
n

g
u

a
g

e

12021

汉

字

汉

语

研

究

总第 13 期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简介

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五”

期间建设的首批五个科研机构之一，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与厦门大学共建，是集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政服务于一体的科研中心，目前正处在第 3 期共建期，

2020 年 1 月正式纳入“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中心遵循“探索教材语言世界，建设特色语言资源，提升国民语言能力，服务国家语

言战略”的宗旨，设立基础教育教材语言研究、汉语国际教育教材语言研究、语言政策与

台湾语言文字研究三个研究室，开展以教育教材语言为核心的科研探索，同时肩负四大工

作任务：⑴建设教育教材语言资源库，对教育教材语言应用状况进行监测和研究；⑵探索

教育教材语言性质、规律、特点及语言学习规律；⑶完成国家语委专项任务，提供咨询，

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与实施提供依据；⑷研究台湾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及语言政策，促

进两岸语言文字界交流与合作。

中心 17 年来科研探索屡创佳绩，围绕“教育教材语言”“台湾语言文字”获批多项重大、

重点课题，形成了教育教材语言及台湾语言文字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内涵到外延、从微

观到宏观、从国内到国际的系列化研究群。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中

心建设了 20 世纪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材语料库、台湾大中小学生语言使用状况语料库等，

开发了校对系列软件、数据类型转换软件辅助统计软件、术语及语义处理软件、查询工具

软件、文本整理工具等，形成教育教材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及工具集。

中心团队注重资政服务，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专业报告。20 多项成果被中央办公厅、

教育部、福建省政府等部门采用。中心每年承担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语情信息》的报送任

务，每年参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编纂，并负责“领域篇”

的组稿、编辑工作。2020 年中心承担《台湾语文资料》复刊的任务，每月向主管部门及相

关研究机构报送台湾语文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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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郑州大学文学院于 1985 年创刊《语文知识》，原定位于语文知识的普及和中小学语文教学的

指导，30 多年来为中国的语文基础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良好声誉。现在出于郑州大学“双一

流”办学目标的需要，学校决定将该刊改为学术性季刊，经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更名为《汉

字汉语研究》，刊号 CN 41-1450/H，ISSN 2096-4986。 新刊已于 2018 年第一季度开始出版，通

过邮局公开发行，邮发代号：80-895。

《汉字汉语研究》由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和文学院承办，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

究会、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等组织协办，主要发表汉字研究及出土文本研究方面的成果，

也发表汉语史及现代汉语方面的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汉字理论与汉字史”“古文字与传统文化”“《说

文》学与六书学”“汉字传播与域外汉字”“汉字比较”“汉字与汉语”“疑难字词考释”“汉字

规范与汉字教学”“汉语演变”等方面的内容。现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征稿，特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汉字汉语研究》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首发国内外具有学术价值的汉语言文字

学论著，只要是原创性理论、原始性资料，或者具有独特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成果，不限形式，皆所欢迎。

旨在关注学术前沿，交流学术信息，展示学术精品，推动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二、《汉字汉语研究》暂不设立固定栏目，不拘泥篇数多少，根据来稿情况灵活编辑组织每期

的内容板块。一般稿件篇幅控制在 15000 字内，特别约稿和对重大问题具有深度研究的成果可以不

超过 20000 字。

三、《汉字汉语研究》实行匿名审稿制。审读者和作者双向匿名，审读意见保密，但拟用稿件

的修改意见可由编辑部转达作者。来稿请注明作者信息（姓名、籍贯、性别、出生年月、职称、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子邮箱、电话号码）。稿件审

理时间一般为 3 个月，审理结果会及时通知作者，但原稿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请勿一稿两投或

多投，3 个月后如果没有接到编辑部通知，作者可以咨询编辑部或自行处理。

四、来稿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杜绝抄袭和变相抄袭，受益于人者应该鸣谢，引用或参考者必

须注明。行文格式和注释体例遵从学术刊物公认的一般规范，同时提供 200 字以下的内容提要和

3~6 个关键词，连同标题和姓名一起译成英语。

五、来稿请提交电子文本，分别用 word 格式和 pdf 格式两种附件，可以发送到编辑部邮箱：

hzwm2018@126.com，或通过网络在线投稿：http://www.hzhyyj.com。来稿应校对无误，除特殊需要

外，一般使用简体字。如有库外字符（特别是古文字字形）、音标、图表等，请用 JPG 图片格式插

入相应位置，图片的图形、线条、笔画等务必清晰，无论放大缩小都不影响辨认，如果文中字迹图

形等放大或缩小后模糊不清，影响制版，将遗憾地不予采用。

六、编辑部有权决定稿件的刊用与否及刊用时间，并有权对稿件作适当处理，如作者不同意，

请慎重投稿，一旦投稿，就视为认可了本刊的上述权利，同时视为接受了本启事其他方面的约定。

七、来稿被本刊采用后，将按有关标准计付稿酬，优质稿件报酬从优。

八、本征稿启事长年有效。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

心《汉字汉语研究》编辑部（450001）。联系邮箱：hzwm2018@126.com。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汉字汉语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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