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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 2017 年度项目指南 

 

一、重大项目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材建设与传承实践验证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梳理不同区域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并进行系统比较

分析，开展基于各类载体的中华经典诵写讲实践的个案调查，作出不

同类型与层次经典诵读与经典阅读的界定并进行实践验证，提出不同

学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与对策建议。 

2. 国产多语种桌面操作系统通用规范研制 

主要研究内容：为促进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针对

不同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需求，研制支持多语种少数民族文字信息

处理的通用接口规范和应用编程接口规范，形成《信息技术 多语种

桌面操作系统通用规范》（草案），指导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开发。 

3. 粤港澳语言服务平台建设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粤港澳地区语言动态进行全面深入的观

测、分析与研究，厘清普通话与方言的辩证关系，探索普通话学习和

推广的有效路径；借鉴港澳地区在语言服务方面的有益经验，培养有

正确价值观的双语双方言人才；为国家有关政策和标准制定提供建议

和参考。 

二、重点项目 

4. 汉字发展的历史文化动因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从中华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即自然环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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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系统中考察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一是研究具体

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形义关系，探究具体汉字演变的历史文化动因；

二是研究汉字的理论问题，如汉字的结构、形义关系、性质、特征、

生命周期、发展、传播等，揭示汉字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动因

以及汉字结构特征的文化成因。 

5. 手语主持语料库建设与国家通用手语媒体推广策略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规范和推广国家通用手语”是“十三五”时期

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媒体手语（电视手语和网络手语）

是推广国家通用手语的有效途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全息电视

及网络手语主持语料库，全面了解当前手语主持的现状，总结手语主

持的内在规律，研究形成国家通用手语媒体推广方案。 

6.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修订 

主要研究内容：根据当前中文信息处理发展需要，修订 2006 年

发布的国家标准 GB/T 2053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

该规范规定了信息处理中现代汉语词类及其他切分单位的标记代码，

适用于汉语信息处理，也可供教学与研究参考。 

    7. 港澳中小学普通话教学及文化认同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在全面深入调查了解港澳地区中小学生的普通话

语言水平、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与文化认同的现状基础上，对港澳普

通话教学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形成调研报告，研究形成港澳中小学

普通话教学及文化认同培养模式建议。 

8. 《甲骨卜辞精粹选本》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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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内容：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普及甲骨

文知识，在已发现的甲骨卜辞中精选一百篇，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

加配今注今译，形成《甲骨卜辞精粹选本》，为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

服务。 

9. 社会主义新农村推普模式建构与实施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调查研究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语言状

况，包括口头交际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的状况，公共标牌的宣传语言状

况，民众对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的心理认同状况；推普工作中的困难和

阻力，研究提出新农村有效推普的方式及实施建议，以及如何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中发挥示范作用。 

10. 湖南普通话推广的历史、现状及对策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考察湖南多民族、多方言背景下普通话推广情况，

梳理普通话推广历史，调查分析湖南地方方言与普通话的现状，总结

不同时期普通话推广工作的特点，研究提出普通话推广工作的对策建

议。 

11. 中小学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及实施纲要研制 

主要研究内容：研制《中小学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在“普

通话水平测试体系研究”的框架下，结合中小学语言教学实际和学生

语言能力，制订科学适宜的等级划分和等级描述标准。研制《中小学

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作为中小学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操作性蓝

本，要求研发《中小学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并根据《测试大纲》

设计研制具体的《实施纲要》，既是题库的素材，也是学习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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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字表、词语表、朗读篇目和说话话题等内容。 

12. 我国中小学生写作能力评价及教学策略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考察中小学语文课本教材与教学辅导材料、

课内作文教学与课外写作训练、学段学业考试与各类作文竞赛等方面

的关系，开展区域性的中小学生写作能力调研、分析和评价，研究培

养中小学生语言认识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教学策略，探索提高各学段

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和提升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 

13. 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育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调研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育现状，特别是基

础外语教育阶段的状况，包括学生外语学习状况、外语语种开设状况、

师资状况、教学效果等。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质量进行对

策分析，提出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育发展方略。同时，综

合分析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通用语、少数民族语、外语三语学习状况，

研究影响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可控因素，建立三语习得的有效生

成路径。 

14.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研制社会应用和信息化急需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基础规范标准，如正音正字、转写、术语、信息处理、应用领域标准

等，或已发布标准的应用情况调研。题目自定，并请在题目后括注“民

语标准”字样。 

三、一般项目 

15. 《汉语拼音方案》教学状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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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内容：在基础教育领域全面调研《汉语拼音方案》的教

育教学状况，梳理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重点调研教学中字母读

音、书写字体、字母本身的称说、分写连写、标调、轻声儿化等方面，

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形成汉语拼音教学指南。 

16. 汉语特点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汉语总体层面着眼，突

破以往对语音、词汇、语法各个组成部分各自概括特点的局限，向更

深层次探索汉语自身的构造特征；在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中，摆脱套用

外语结构模式认知思路的束缚，通过对汉语特点的研究，既能回答汉

语整体上的问题，又能涵盖和解释各组成部分的现象。 

17. 现代汉语词语释义的原则与方法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目前存在的词语释义不完善，义项间的语义

联系不明显，循环释义等问题，分析汉语各词类、各语义类型词的语

义结构，揭示词义构造规律和构造特点，确立汉语各词类、各语义类

型词的释义原则和方法，解决同义词、多义词、新词的释义问题，为

词汇教学、辞书编纂、新词识解服务。 

18. 老年人语言蚀失期的语用能力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老年人因认知能力衰退或其他生理变化而

导致语言能力衰退或语言表达习惯改变的状况，考察研究老年人如何

运用包括言语、韵律、体貌、动作等多种模态资源实现语用交际，建

立正常老年人语用交际常模；归纳智退症老年人语用交际特征，构建

老年人在语言蚀失期的语用能力指标体系，总结语言蚀失规律，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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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语用能力的提高。 

19. 中小学教学用文言文词频统计及常用字词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以服务于中小学古典诗文教育教学的经典文本语

料库为基础，在科学的汉语言文字学理论指导下，对经典文本中的字

词使用状况进行统计和分析，重点对其中的常用字词进行系统研究，

为相关教材和读物的编写以及教学与研究服务。 

四、“一带一路”语言文字研究专项  

主要研究内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语言支撑和服务，以语

言互通促进“五通”的实现，开展与“一带一路”有关的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语言状况调查、语言保护、语种规划、汉语传播、语言服

务、语言产业等方面的研究。题目自定，并请在题目后括注“‘一带

一路’专项”字样。 

五、语言文字信息技术与应用研究专项  

主要研究内容：开展多语种机器翻译关键技术与应用相关研究，

将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的信息技术运用于语言分析、语

言知识获取及语义资源建设。智能辅助语言学习系统和语音识别关键

技术与应用相关研究，开展语言理解、语言生成和语言评价的智能化

理论和技术研究。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评测研究。题目自定，并请

在题目后括注“信息化专项”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