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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慧萍 Hui-Ping Wei 

 

 

职称 : 副教授 

学院/部门 : 国际学院 

电邮地址 : hpwei@must.edu.mo 

电话 :   (853) 8897-1975 

传真 :   (853) 2882-0126 

办公室 :  R712 

邮件地址 :  澳门凼仔伟龙马路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教研领域：  国际中文教育 词汇学 语义学 

 

 

学历 

2002—2004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1999—2002  山东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博士 

1996—1999  山东大学  汉语史  硕士 

2012—2013  澳门理工学院  葡语和葡语国家文化研修 

工作经历 

2015—至今  澳门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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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SSCI/SCI )，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历史照进现实——抗疫汉诗外交的超时空话语与当代寓意》， 《当代修辞

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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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优秀论文创新奖，《第十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论文选》，北京：万卷出版

社，2011。 

《“再说”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

第 4期。 

《现代汉语中的俄源外来词》，《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汉韩同源异质汉字名词释义问题》，《汉字文化》2009年第 4期。 

《也谈现代汉语的分期》，《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 6期。 

《意象沉潜的世界——汉语词义研究的哲学探索》，《第六届词汇语义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出版），2006。 

《汉语常用词词义传承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探析》，《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 1

期。 

《汉语词义发展的重要背景—主导文体及其嬗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期。 

《汉语词义发展与修辞》，《汉语学习》2004 年第 4期。 

《从认知角度看义素的类型》，《汉字文化》2004年第 2期。 

《关于汉语字词关系的再思考》，《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 1期。 

《词义与意象》，《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 3期。 

《汉语外来词素初探》，《汉语学习》2002年第 1期。 

《论汉字的“形”与“象”》，《汉字文化》2001 年第 4期。 

《流行话语的双关》，《语文建设》2001年第 12期。 

 

会议论文： 

《在綫学习社区教师角色与研讨型教学法》，韩国顺天乡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学

研究所主办 “疫情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綫上教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2022，韩

国。 

《在历史中传承，在多元中借鑑—粤港澳湾区发展语境中的澳门公文词彙探

析》，澳门语言学会主办、澳门科技大学协办“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语言研究和中

文教育”学术研讨会，2021，澳门。 

《“她”和“她们”——当代汉语女性称谓词语及其社会形象建构》，第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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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2021，济南。 

《历史照进现实——汉诗外交的跨时空话语》，中国修辞学会成立 40周年学术

研讨会暨“中国修辞学会青年学者论文奖”评选优秀论文奖，2020，上海。 

《澳门公务人员语言背景与行政公文语言特点分析》,澳门语言学会 “澳门回归

二十年社会语言状况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2019，澳门。 

《“澳闻”专有名词及其社会镜像探析》，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研讨

会， 2018，香港。 

《多元文化背景下汉语教学的挑战》（第二作者），第十一届中文教学现代化国际

研讨会，2018，澳门。 

《澳门地区音译词使用现状和发展趋势》，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语言与现代化

学术研讨会，2017，澳门。 

《汉语教材词汇分布的设计理念与评价指标》，第十四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

会，2017，澳门。 

《澳门特有词语的认知与使用—基于多元工作语境个案访谈的研究》，第十届海

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2017，澳门。 

《澳门语言资源优势和语言教育发展》，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庆五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语言教学与文化互容— 国际汉语教育视阈中的一带一路 之语言

文化反思”，2016，澳门。 

《网络交际语境对语言输出的影响》，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语言能力和语

言服务”学术研讨会，2016，澳门。 

《当代语境下的汉韩共有汉字词汇研究》，新汉学视角下的中韩文化交流研讨

会，2013，韩国。 

《国际汉语教师的人才规划与类型化培养》，第十一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国际研

讨会，2012，西安。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模式及特色》，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人才培养论坛，

2011，北京。 

 

学术专著、译作: 

1.《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研究》（专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2.译作《上古汉语词汇：历史的透视》，收入《汉语的祖先》（[美]王士元主编\ 李

葆嘉主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参编教材、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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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nshine Chinese》（《阳光汉语》）“教师指导手册”，商务印书馆，2019。 

2.《Sunshine Chinese》（《阳光汉语》），商务印书馆，2012。 

3.《Access Chinese》（《汉语入门》）, 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美国麦希出

版集团，2011。 

4.《汉韩学习词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参与研究课题：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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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外籍师生汉语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