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学院 2022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人文学院 2022年拟在教育博士（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育学博士（课程与教学论（语

文教育）方向）两个领域/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 

广州大学教育学博士和教育博士 2018 年开始招生。教育博士 2019年增设汉语国际教育

领域，教育学博士 2022年增设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方向，两个领域/方向以广州大学

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和教育学一级学科为主要支撑，分别由人文学院

和教育学院主要承担培养任务。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方向）招生目录及博士生导师，见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2022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人文学院另有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戏剧与影视学 3个硕士一级学科学位点，汉语国

际教育、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 2个专业学位点。 

人文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103人，其中教授 26人，副教授 48人，博士及博士后 90人。

教师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广东省“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各 1人，省级教

学名师 3人。近年来，学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 50项（含重大、重点项目 7项），省部

级项目 50余项（含教育部重大课题 1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600余篇，出

版专著和教材近 100 部，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 20多项。 

人文学院现有国家语委科研中心“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广东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省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和广州市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语言

服务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等科研

平台，牵头建设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广州十三行与海上丝路重点实验室”，是

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依托。学院先后与德国、意大利、荷兰、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

家及香港、台湾地区的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协助广州大学在意大利、美国、伊朗

建设 3所孔子学院。 

    招生单位名称：人文学院 联系人：古老师、万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66742   

 

教育博士专业目录及博士生导师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 考核科目 博士指导教师 

0451教育博士 

045174汉语国际教育 

01 汉语国际教育 1001 初选审核 

2001 专业测试 

3001 学术报告 

屈哨兵、郭熙、禤健聪、

纪德君、哈迎飞 

 

博士生导师简介 

 

屈哨兵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州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国家语委科研中心

“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语言服务、汉语传播、传统文化传承等研究。专

著《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研究》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1），主编出版



国内第一部语言服务研究理论专著《语言服务引论》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主编的《广州语言生活

状况报告（2018）》《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0）》《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

被纳入国家语委“语言皮书”系列，在《中国语文》《方言》《语言研究》《语言文字应用》

和《中国教育学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持完成的“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的高校互联网+中华经典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获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 

   

郭 熙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北京华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社

会语言学会会长，现为广州大学客座教授、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育博士导师，兼任国务院侨

办华文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语言战略研究》执行主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主编、

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编委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在海外华语研

究、应用语言学（含社会语言学）理论、汉语应用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具有突出学术

成就和学术影响力，在《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世界汉语教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10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等省部

级以上项目 10余项。 

 

禤健聪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人文学院院长、语言服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广东省本科高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

和汉语国际教育、语文教育人才培养，在《文史》《古汉语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国文字

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战国楚系简帛用字习惯研究》《战国简帛读本》等论著，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和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1项。获 2021年广东省

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二等奖。 

  

纪德君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广东省特色文

化研究基地“广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大学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广东省优

势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负责人，广东省教学名师、“岭南英杰工程”优秀人才、广州

市杰出专家、广州市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多项，在

《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 CSSCI期刊发表论文 90余篇。出版《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

究》等 8部。获省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7 项。 

 

哈迎飞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作家研究和文学教育研究，中国现当

代文学学科和教育硕士专业学科教学（语文）方向研究生带头人，广东省教学名师，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广州市“121 人才梯队工

程”第三层次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省部级项目 10项，出版专著 3部。在《文

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论文多篇，获国家教学成果奖和省市社科成果奖

6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