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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介绍 

文学院的前身是华侨大学 1960 年初创时成立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学校成立最早的院系之一。著名

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林焘教授曾受聘为中文系主任，谢冕、钱理群、佘树森、李明滨、孙绍振、蒋绍愚、

郭锐、杨春时等著名教授曾在此任教。50 多年来，文学院为海内外培养了 7000 多名毕业生。学院目前设

有汉语言文学、应用语言学 2 个本科专业，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生近 700 人，其中港澳台侨学生和外国

学生 80 余人，境外学生比例在全国同类院系中名列前茅。 

 

☆办学亮点 

★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被教育部确认为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入选福建省重点学科、福建省“双

一流”建设计划，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教育部公布的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含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汉语言文字学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教师近年获得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省级以上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一流课程 5 门 

★持续开展“觞鼎文化·国学传承”特色品牌实践活动，入选福建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示范

基地 

★跟台湾十余所高校设立本科生交换项目，跟香港大学等境外高校建立合作交流关系，常年邀请海内

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开展学术讲座与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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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平台 

★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被教育部确认为高

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入选福建省重点学科、福

建省“双一流”建设计划，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教师近五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

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40 多项，获得省部级社科成果

奖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中国语文》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60

余篇； 

★学院教师近五年主编参编教材 10 余部，获

得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

获得福建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一流课程 5 门，

校级精品课程、一流课程、优质课程 13 门。 

 

教师队伍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41 人，其中教授、副教

授 24 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 37 人；曾留学于美

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著名高校的教师 10 余

人。 

★师资队伍中，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

选者 1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オ支持计划入选者 1 人，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

英才”1 人，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福建

省优秀教师 1 人，福建省青年拔尖人才 1 人，福建

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 2 人，泉州市高层次优秀人

才 10 余人。 

专业介绍 

目前文学院实行大类招生，新生统一录取到中

国语言文学类本科专业就读，在大学一年级结束

时，根据学生志愿和成绩，分流到汉语言文学和应

用语言学两个本科专业就读。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

为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应用语言学为

2016 年开办的特设专业。 

★汉语言文学（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国

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培养具有系统的汉语言文

学知识和文艺理论素养、深厚的人文情怀和较强写

作能力，能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海内外经济社会

发展和中外友好交流做出贡献的中国语言文学类

复合型人才。 

核心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

外国文学、文学理论、大学写作、海外华文文学、

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西方文论、现代汉

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一般在文化教育机构、

新闻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

从事文学评论、中文教学与研究以及文化宣传等方

面的工作，也可继续攻读研究生。 

★应用语言学（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特

设专业）：培养语言文字功底扎实，具有较强的语

言应用、写作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胜任汉语应用与

传播、国际文化交流、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工作的中

国语言文学类复合应用型人才。 

核心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英汉语言对比、汉语国际教育概论、语用修辞学、

社会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文字学、大学写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一般在新闻媒体、政府

机关、跨国公司、文化教育机构等从事语言文化传

播、文案策划、语言监测、汉语教学与研究等工作，

也可继续攻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

学、汉语国际教育等方向研究生。 

 

 



 

学生活动 

★学生活动丰富多彩，“觞鼎中华文化节”系

列活动、穿越话剧社演出、原创文学大赛、汉字文

化大赛、中华经典诵读等被列为全校精品活动。 

★“觞鼎文化·国学传承”实践教育基地入选

福建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基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基地。 

 

 

 

★常年邀请海内外著名专家来院开设学术讲座

“华学大讲堂”一百余场，涉及文、史、哲、语

言文化等领域，让全院师生近距离接触大师和名

家，品鉴学术文化的精华。 

 

境外与国际交流 

★跟台湾辅仁大学、淡江大学、世新大学、中

国文化大学等十余家高校建立本科生交换项目，

跟香港大学等境外高校建立长期合作与交流关

系。 

★举办多场国际学术会议，常年聘请海外著名

学者来院讲学，每年选派数名毕业生赴泰国等东

南亚国家从事华文教育工作。 

 

就业状况 

★近三年，文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基本稳定在

98%以上，其中有 20%左右毕业生考取（或推荐



学子互动 

文学院 2016 级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 贺田 

互动一：学院毕

业生就业前景如何，

今后如何进行职业发

展规划？ 

答：文学院毕业

生的就业去向并不局

限于文学创作，许多

同学在大三的时候都会做出考研或者考公的选择。

教师（学校专职教师、教育培训机构的辅导老师等）

和公务员是文学院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方向。对于文

学院学生来说，本科期间最好能考取普通话资格证

书（一般达到二甲就可以满足未来大部分职位的需

求）和教师资格证，另外计算机二级证书（具体报

考项目建议选择“Office 高级应用”）也比较重要。 

互动二：报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哪些优

势？  

答：一方面，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华侨大学建校

以来最早设置的专业之一，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

优秀的教师资源，并在 2019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另一方面，汉语言文学作为人文学

科，具有较强的欣赏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

仅掌握了专业知识和学科技能，还能收获丰富的审

美体验，充实其精神世界。 

互动三：学好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具备哪些学

科背景知识？ 

答：学好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具备较好的文科

素养，中学时代所接触的语文、历史等科目对未来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帮助较大。另外，有志于报

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考生最好能够有意识地培养

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文学理解接受能力。如

果有想要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术研究之路的同学， 

还应积极掌握中国古代和外国文献原文（多是英

文）阅读的技能，并注重培养自身的“问题意识”

和批判性思维，尽可能做到多读多思多写。 

 

免试）大陆或是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等海外地

区著名高校硕士研究生。 

 

文学院 2017 级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 何媛 

互动一：如何

进行职业发展规划？ 

答：尽可能去

接触自己感兴趣的领

域和方向，基于专业

的社会实践与个人兴

趣之上，找到一条适

合自己的道路。当然，“硬件”证书要多准备，如

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二

级证书、教师资格证等。 

互动二：应用语言学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区

别是什么？ 

答：应用语言学偏向语言学，而汉语言文学

偏向文学。两个专业大一的课程设置无差别，有许

多共同的语言、文学类专业基础课。大二上学期开

始课程差别逐渐凸显，文学类的课程相对减少，语

言学类课程增多，例如语用修辞学、社会语言学、

汉语国际教育、汉英语言对比、语言信息处理、语

料库语言学、文字学、实验语音学、训诂学、形式

逻辑等，是专门为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的课。 

互动三：应用语言学是不是偏重理科？ 

答：应用语言学是文理兼收的专业，比起汉

语言文学来说，更强调逻辑思维。在语言信息处理、

形式逻辑等课程中，理科思维会稍微占优势，但这

并不等于应用语言学是一个理科专业。应用语言学

专业对于学生的文科素养也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

在汉语方言学、训诂学等研究方向上，也需要学生

具有良好的人文历史知识积淀。学好应用语言学，

需要有广阔的学科视野和多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论

是偏向于理科思维的学生，还是偏向于文科思维的



优秀校友代表 

东瑞：中文系 1969 届校友，现任香港获益出

版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会

长、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会长、香港作家联会永久会

员。 

周智琛：中文系 2003 届校友，现任深圳晚报

社常务副总编辑。曾任云南《都市时报》社社长、

总编辑。2011 年中国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获得

者。 

 

 

学生，都能在这个专业里收获属于自己的研究乐

趣。 

 

白雪琨：中文系 2000 届校友，千和影业创始

人、总裁。历任厦门卫视首席记者、中央电视台骨

干记者，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13 年创办千

和影业，投资出品了《师父》《栀子花开》等 20 余

部代表作品。并主导参与《云图》《神偷奶爸 2》

《小时代系列》等多部影视剧的娱乐整合营销，营

销电影项目的总票房超过 130 亿。 

钟君：2001 届校友，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研

究员，硕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电视读书节目《开卷有理》之“马克思靠谱”主讲

人，青年理论家，著名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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