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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黄晓雪，1969年9月生，安徽省宿松人。文学博士，教授。

教育背景

2000-2007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

教授课程

为本科生讲授的课程：

1.语言学概论；2.现代汉语；3.语言研究方法论。

为研究生讲授的课程：

1.汉语语法史；2.汉语语法专题研究

学术兼职

中国语言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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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言学会会员；

广东省语言学会理事

科研服务

近年主持的研究项目：

1.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动（+宾）+补’语序及相关语法演变研究”

2.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600年来赣语与官话互动的历史追踪、现状调查与数据库建设”子课题负责人 

3. 201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宿松方言语法演变研究”

4. 201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宿松方言语法演变研究”

科研成果

研究兴趣为汉语历史语法和方言语法。在研究汉语语法的过程中，能站在本学科的前沿，将历史语法和方言语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发现汉语语法发展

演变的规律，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路数。已出版专著1部，教材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等8项。历年来在

《中国语文》、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语言研究》、《方言》、《汉语学报》、《语文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两篇被

SSCI、AH&CI收录，一篇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部分专著、论文获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奖1项、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1项、省社科联社科研究优秀成果

奖2项。

（一）主要获奖

1.浙江省政府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奖三等奖（2015年10月）

2.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三等奖（2010年11月）

3.浙江省社科联第三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0年12月）

4.浙江省社科联第四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2年8月）

（二）专著

1.《宿松方言语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5月  1/1

（三）主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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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宿松方言的“那里”和“那”           《中国语文》2009年第3期   1/1

2.从《歧路灯》看官话中“叫”表处置的现象   《中国语文》2016年第6期   1/2                 

3.南北官话中“了2”的来源及语法化路径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3 (June 2015)，SSCI和AH&CI收录                                      1/1

4.吴语处置标记的类型考察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6 (January 2018)，SSCI和AH&CI收录                                   1/1

5.说句末助词“在”                      《方言》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1/1

6.宿松方言带“里”和带“得”的述补结构  《方言》2010年第1期          1/1

7.安徽宿松方言的助词“里”              《方言》2014年第2期          1/1

8.汉语方言受益者标记来源考察            《方言》2019年第4期          1/1

9.方言中“把”的给予义的来源             《语言研究》2004年第4期      1/2

10. 安徽宿松方言的原因连词“把在”        《语言研究》2008年第3期       1/1

11.宿松方言中句末带“佢”的祈使句         《语言研究》2011年第2期      1/1

12.宿松方言的总括副词“一下”             《语言研究》2013年第4期      1/1

13.汉语方言与“给”义动词相关的受益格标记   《语言研究》2018年第4期   1/2

14.“持拿”义动词的演变模式及认知解释       《语文研究》2010年第3期   1/1 

15.汉语方言与事介词的三个来源                    《汉语学报》2007年第1期   1/1

16. 宿松方言的助词“下”                             《汉语学报》2008年第4期   1/1

17.安徽宿松方言的语气词“也”   《中国方言学报》2016年5月，商务印书馆  1/2

18. 宿松方言的助词“着”     《中国语文研究》2009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      1/1             

19. 宿松方言“一”的语法化        《中国语研究》（日本）2011年10月       1/1

20. 安徽宿松方言的事态助词“在”      《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         1/1

21. 独撰安徽宿松方言的“倒”         《长江学术》2010年第1期         1/1

22.安徽宿松方言的转指标记            《华中学术》2017年第4期         1/1

23. 安徽宿松方言的定语标记“里”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新视角》（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13  上海教育出版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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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被”表原因的来源                《汉字文化》2007年第5期         1/2

25.敬称形式“您”的来源              《汉字文化》2008年第4期        1/1   

26.安徽宿松方言持续体的表达形式      《汉字文化》2014年第3期        1/2

27.宿松方言用否定词构成的疑问句   汉语方言疑问范畴研究（第1版）2017年10月，中西书局                                                           1/2

28. 古本《老乞大》的人称代词        《语言研究》2001（特刊）             1/1

29. 古本《老乞大》的语气词“也”    《语言研究》2002（特刊）             1/1

30.安徽宿松方言引进与事的“在”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2

31.方言中“把”表处置和表被动的历史层次   《孝感学院学报》200年第4期    1/1

32.宿松方言的“把”字句，《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第二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1         

33.完成体标记的一个来源——以安徽宿松方言的“里”为例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1

34.古本《老乞大》的动补结构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1

35.宿松方言的状态形容词后缀“着”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1

（四）学术反响

所出版、发表的成果受到历史语法学界和方言语法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截止到2020年5月，知网上统计被引频次240余次（境外期刊无法统计）。

上一条：谢国剑

下一条：李茂增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

   Address：No.230,Waihuanxi Road,High Education Mega Center, Guangzhou,Guangdong Provi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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