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语文现代化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征稿函

尊敬的
——

女士/先生：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

规划》，积极推进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形势下中

国语文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拟于

2017年10月13日～15日在辽宁省沈阳师范大学举行中

国语文现代化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

会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

会主办，沈阳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联合承办。

欢迎报名参加。报名参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信息化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语言文字

能力的提升

主要议题有：

1.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

设研究；

2.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及信息技术和新兴领

域研究；

3.提高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及语言文字决策咨

询研究；

4.弘扬中华语言文化与语情调查以及语言资源保

护研究；

5.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际传播与海内外传播比

较研究；

6.其他有关议题。

二、会议时间

2017年10月13日（周五）～15日（周日）

三、会议地点

沈阳师范大学东佳酒店

段益民（1955-），湖南省华容县人，文学博士、广州大学华

软软件学院基础部教授、硕士生导师。1981年毕业于岳阳师专中

文科，随后在华容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86年考入徐州师范学

院攻读现代汉语硕士学位，师从廖序东教授，1989年毕业后在长

沙大学任教。1994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现代汉语语法博士学

位，师从邢福义教授，1997年毕业后在广东任教至今。

段益民先生的研究方向主要为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戏剧语

言等。已出版专著《句法规约与反义形容词》（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4年），《通用·异体成语词典》（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3年版，两人合作）。在《中国语言学报》《汉语学习》《汉语学报》《逻辑与语言学

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71篇。曾获广东省1999年“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奖。近年来，分别主持了省、市、厅科

研课题各一项。

付义琴（1978-），

女，河南省潢川县人。

2004年6月毕业于西南大

学文学院，获汉语言文字

学专业硕士学位。2010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获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博士学位。现为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历史语法、现代汉语语法。自

2003年以来，先后在《中国语文》《外语学刊》

《古汉语研究》《汉语学报》《语言学论丛》

《当代修辞学》《汉语史学报》《华文教学与研

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后期资助项目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项目各一项。

 朱哲（1972-），甘肃

省镇原县人，硕士、副教

授。1995年毕业于中国矿业

大学科技外语系，后留校任

教于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

至今，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

学，学术研究方向为翻译理

论与实践及英语教学法。除

教学工作外，还担任外文学院教学副院长，主管大

学英语教学。曾多次入选中国矿业大学校级优秀青

年骨干教师队伍，多次荣获学校“最受学生欢迎教

师”称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和耶

鲁大学访问学者。已主持一项省级教改项目和多项

校级教改项目；公开发表论文近20篇，主编或参编

教材近10部；曾荣获2011年第二十三届韩素音青年

翻译奖竞赛汉译英优秀奖。

四、来稿要求

1.字数要求：拟参会者请提交论文摘要（中文限

800字之内，英文限500字之内）和全文（字数控制在

4000～10000字以内）。

2.版面要求（包括摘要和全文）： A4纸；页边

距上下为2.54厘米，左右为3.17厘米；1.5倍行距；

标题用宋体、四号、加粗，正文用宋体、小四号。

3.后附个人信息：（1）论文题目；（2）作者姓

名；（3）所在单位；（4）通信地址；（5）联系电

话；（6）电子邮箱。

五、提交方式

论文摘要和全文请发至：zgywxdh@163.com；中

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秘书处

六、截稿日期

2017年3月1日，交稿截止以电邮日期为准。论文

由专家评审后将选入论文集于会前出版。

来稿经本次会议学术委员会匿名审查通过后即

可获邀参会。会议正式通知将于2017年6月15日前

发出。

七、参会费用

受邀者需交会务费600元，学生减半，差旅费及

住宿费自理。

八、联系人

郭龙生：18510987427

中国语文现代化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中国语文现

代化学会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组

        2016年10月8日

（来源：中国语言文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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