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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孙玉卿，女，1964年12月生于山西大同矿务局，祖籍山西怀仁。现为暨南大学华
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广东省语言学会会员。曾在
《方言》、《语文研究》等语言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研究领域                                                 

汉语方言和对外汉语教学                                                                                back

教育背景 

2000-2003 暨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方言学方向获博士学位，导师詹伯慧教授 
1986-2000 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方言学方向获硕士学位，导师乔全生教授 

1982-1986 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    
   
                                                                                 back

工作经历 

2009 晋升教授 
2004 遴选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对外汉语教学与华文教育方向硕士生导师 
2003-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系 
1993-2000 山西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2000 晋升副教授 
1995 晋升讲师 

1986-1993 太原师范学院                                                                              
                back

讲授课程 

语音学（研究生学位课） 
现代汉语语音（本科专业基础课） 
汉语方言学（本科专业必修课） 
汉语精读（留学生，中、高级阶段） 
汉语写作（留学生，中、高级阶段） 

汉语会话（留学生，初级阶段）    
                                                                                   back

论著目录 

（一）  学术论文： 

1. 试析“如果说”中“说”的语义变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华文教育与研究）2009年第2期. 

2.汉语方言“右扩式”亲属称谓词的构词特点.《暨南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 

3. 语音的发展变化与汉语方言亲属称谓的关系.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 

4. 从“婿”词义的发展变化看汉语方言表示姻亲关系的称谓词.《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5.山西方言形容词表示级差的几种格式.《山东文学》2007年第5期. 

6. 粤方言古全浊声母字演变的几种方式.《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2辑刊. 

7.《现汉》所收双音节轻声词的发展变化.《社科研究》2007年第3期. 



8.印尼华裔留学生汉语三合元音韵母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1期. 

9. 对外汉语教材中应重视轻声词的注音问题.《消费导读》2007年第2期. 

10. 大同方言“舒声促化”与轻声音节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11.山西方言“父亲”、“伯父”和“叔父”称谓类型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2.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堂兄弟”、“姑表兄弟”和“姨表兄弟”称谓类型分析[J]，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 

13. 山西晋语入声舒化情况分析，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4.高级汉语词汇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北方论丛》（双月刊）2005年9月。 

15.粤方言亲属称谓词“姑妈”、“姨妈”的称谓方式以及与其他方言的比较，《第九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澳门中国语文学

会，2005年。 

16. 试论县域通行方言的形成，《语言运用与语言文化》 

treasure fort development ltd.hk（香港）2004. 

17. 珠江三角洲入声韵尾演变过程中的几种类型，《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8. 独具特色的民俗— —旺火，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6. 

19. 大同方言的“鬼”，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5.  

20. 大同方言中的“忽”，方言，2002.4.  

21. 广丰方言上声字分流的几种类型， 《汉语学报》2002（下卷）. 

22. 山西汾城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汉语方言研究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23. 大同方言的“寡”，语文研究，2001.4 . 

24. 方言研究与民俗研究的互动关系，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4. 

25. 晋北有关“糕”的民俗与方言词，语文研究，2000.1. 

26. 晋北方言与民俗 《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 

27. 山西汾城方言的紧喉音节，方言，1999.1. 

28. 怀仁方言中的结构助词“的”，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29. “体态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教学与管理，1999（增刊）. 

30. 浅谈“体态语”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论文集》（上）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31. 山西方言中的数词与人们的生活，《语言教学与研究论文集》（下），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32. 怀仁方言性质形容词表示程度加深的几种格式，语文研究1998（增刊）. 

（二）学术论著： 

《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独立完成 

“中国暨南大学海外函授教材”：《普通话语音学》，共上、下两册，参编 

《广州话正音字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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