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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掌词典掌研究所简介
四川外国语大学词典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成立于2009年，其

前身为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词典编辑室”，迄今已编纂出版了《法汉大词

典》《俄汉搭配词典》《英语教学词典》等20余部辞书。

2015年，以研究所为依托获批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科研平台项

目——“汉外双语学习词典研发实训基地”。2020年，以研究所为核心获批重

庆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语言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创新团

队”。研究所致力于词典学基础理论研究、汉外双语学习词典研发和词典学博

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现有校内外专兼职研究人员12人，其中教授9人、博士

lO人、博士研究生导师3人和硕士研究生导师9人；有全国模范教师1人，

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1人、后备人选1人，中国辞书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

员会委员1人，亚洲辞书学会执行委员1人。

研究所近年来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8项(含重点项目1项)、省级

科研项目20余项(含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9项)，获批省级研究生优

质课程2门，荣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

文120余篇，出版词典学专著6部。承办了第二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

讨会、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第十三届

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等国际国

内学术会议。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新墨

西哥大学、杨百翰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巴斯大学、考文垂大学、沃尔夫汉普

顿大学，德国科隆大学以及丹麦奥胡斯大学等高校及学者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交流合作关系，应邀出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希腊、波兰、匈牙利和新加

坡等地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30余人次。

畸；，r，r，f，广，f，r’旷’r 'r'rlf’r’r’r'r1旷

k
譬
#
譬
譬
譬
#

竹牛

ISSN 1005—7242 CN32一100l，H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振兴路55号《外语研究》编辑部

网址：http：／／nwyj．chinajournal．net．cn

邮发代号：28—279 每册定价：10．00元

邮编：210039 电话：(025)80838723

E—mail：waiyuyanjiu@vip．163．corn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