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背景与目标 

外语学科作为学术研究与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伴

随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

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注重跨学科研究、

智能化教育和文化创新，在外语学科的科研方向上取得了显

著进展。为响应这些趋势，四川省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通

过 2025 年度科研立项课题的发布，旨在鼓励高校外语教师

围绕新兴技术、跨文化研究、外语教育创新等主题开展学术

研究，提升四川省高校外语学科的科研能力与教学水平。 

二、立项重点领域 

结合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立项趋势，

本年度特别鼓励以下方向的课题申报： 

（1）外语教育的跨学科融合，鼓励将外语教育与心理

学、社会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相结合，开展跨学

科研究，推动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2）数字化转型下的外语教育创新，聚焦外语教育的

数字化转型，探索虚拟课堂、智能评测、大数据分析等新技

术的应用，以及其对教学模式、教学效果和教育公平性的影

响。 



（3）跨文化交流与地方特色，结合四川省的文化和社

会特点，研究如何通过外语教育促进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播，

推动四川地区外语教育在“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中的贡献。 

（4）外语教育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研究外语

教育如何帮助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文化认同，探索如何

通过语言教学促进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 

三、项目选题范围 

2025年度课题分类两类，含研究类项目和外语学科数字

教材建设项目。 

1、研究类项目 

（1）外语教育与教学改革 

智能化与数字化外语教学：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

现实等技术为基础，研究智能化、个性化外语教学模式，探

索 AI 辅助语言学习工具的应用及其教学效果。例如，AI 在

语言评测、智能教学平台中的应用，如何通过智能技术提升

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和自学能力，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教

学模式创新、人工智能背景下外语学习范式的转变。 

跨文化视角下的外语教学：研究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元素

如何融入课程设计，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通过外语教

学促进文化理解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可结合“一带一

路”等国家战略背景，研究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的融合路

径。 



赛教融合研究：以赛促学与能力培训，以赛促教与教学

改革，外语赛事与教师专业发展，赛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

赛事资源的转化与应用，外语赛事的评价体系研究等。 

  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调查四川高校外语教师的职

业发展需求与现状，研究外语教师培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路

径，参考有关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教

师发展模式。 

（2）语言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二语习得与语言认知：根据近年来对二语习得认知机制

的研究趋势，关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心理机制、神经语言学

与语言输入的关系，探讨外语学习者在不同学习情境下的语

言能力发展。 

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接触，

尤其是汉语与外语之间的语言变化及其社会文化背景。可以

结合四川地方方言的语言接触与变化研究，探讨方言与外语

语言间的相互影响。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政策：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的框

架下，研究四川省及全国范围内的语言使用情况，尤其是少

数民族语言与外语教育的关系，探讨双语教育、语言规划等

议题。 

（3）外语文学与文化研究 

跨文化比较文学：基于中外文化差异与文学作品的比较，



研究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表达与接受，探索外语文学对中国

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文学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外语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探讨翻译策略对文化传播与语言交流的影响。可以结合四川

地方特色文化与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促进外语文学与本土

文化的融合。 

当代外语文学研究：关注当代外语文学的社会主题，特

别是在全球化、移民、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文学创作与批评。 

外语电影与文化传播：研究外语电影在中国的文化传播

作用，尤其是其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分析电影中的语言与

文化信息如何促进语言学习和文化理解。 

（4）外语教育与社会需求 

外语教育与经济发展：研究外语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四

川省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

下的区域合作与国际交流，探讨外语教育在推动区域经济、

跨国企业沟通中的作用。 

外语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研究外语教育的目标定位与

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尤其是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职业发

展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适应性。 

外语教育的政策影响与效果评估：探讨国家及地方政府

在外语教育领域的政策支持及其效果，分析现行政策对外语

教育质量、语言能力提升以及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 



（5）新兴技术与外语教育创新 

虚拟现实（VR）与语言学习：探索虚拟现实技术在外语

教育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VR 在语言学习中的沉浸式体验对

学习效果的影响，尤其是在听说技能训练中的应用。 

大数据与外语学习评估：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外语学习数

据分析与评估方法，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

为，提升外语学习个性化服务与教学效果。 

人工智能与语言教育：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 AI 辅

助的语言学习平台和智能教学工具的开发与应用，探索如何

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语言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2、外语学科数字教材建设项目 

外语数字教学教材建设类项目要求申报院校已经开设

或计划开设相关课程。申报建设的数字教材必须具备原创性

与首创性，不侵犯第三者的知识产权，适合课程教学中使用。

应在充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教材优点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信息

技术，进行内容的深度挖掘和优化更新。教材内容要全面覆

盖课程教学要求，同时根据外语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

最新的语言教学理念和方法。 

四、结语 

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5 年度专项，四川省外国语言

文学研究中心鼓励高校外语教师紧跟学术发展潮流，在外语

教育、语言学研究及跨学科创新领域取得新的突破。中心期



待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推动四川省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

的整体提升，为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交流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