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2021年工作要点 

 

2021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落

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系统谋划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奋进之笔“加大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攻

坚行动为着力点，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

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推进语言文字工

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改

革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助力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一、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提升抓党建促履职水平 

1.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按照直属机关政治理论学习重点

内容安排，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专题教育，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论述。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集体学习和个人自

学相结合，做到学懂弄通、学深悟透、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准确把握语言文字的政治、社会、文化、育人和对外交流功



能，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2.提高党建工作质量。按照要求实施庆祝建党 100 周年

“百年行动”，深化“学习·诊断·建设”行动。持续巩固深

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化创建“让党

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按照《直属机关党

支部达标创优建设标准》，推动党支部凝练特色、创建标杆。

落实一线规则，创新开展学习、参观、走访、调研等活动，

促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 

3.加强支部组织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

会、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创新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抓好党小组、青年干部理论学习小组建设。持续加大

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力度，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不断提

高履职尽责本领。持续加强作风建设，积极培育和弘扬奋进

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贯彻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加强语言文字工

作顶层设计 

4.持续推进宣传贯彻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广泛宣讲

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地方和

有关部门召开语言文字会议，制定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实施

意见和分工方案。推动将贯彻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纳

入相关司局和地方开展的培训。 

5.加强语委体制机制建设。报请国务院批准调整国家语



委委员单位构成，提高语委委员层级，明确委员单位职责分

工。建立省级语委语言文字工作报告制度，探索建立教育部

直属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语言文字工作年度报告制度，推动

地方和高校完善语委体制机制。继续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广普及、教育教学纳入各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 

6.制定发布《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明确“十四五”期间语言文字工作的目

标任务和重点工程，做好规划制订、发布工作。指导推动地

方制定本地区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开展“十

四五”规划解读和实施培训。 

7.启动国家语言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提高站位、拓宽视

野，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统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

及、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民族语文教育、语

言资源保护利用、外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人才培养、

语言服务等内容，启动国家语言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8.推动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配合相关部门推动加

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进程。指导地方修订完善相关法

规。推动开展国家语言文字法执法调研或执法检查，开展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贯彻落实情况监测。 

三、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

村振兴计划，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 

9.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遵循规律、精



准施策，分类确定东中西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内

涵和路径。构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高质量发展体系，

推进推广普及从提高规范程度向提升应用能力、提高语言文

化素养拓展。推进巩固拓展推普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继续组织开展大学生推普社会实践活动。坚持

和完善东西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推普的工作机制。 

10.推进民族地区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推进学前学会

普通话，实施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项目“童语同音”计划。

加大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力度，建立线上工作坊、

骨干教师传帮带、小手拉大手等工作机制，实施效果动态跟

踪监测，组织开展东西幼儿园结对帮扶。 

11.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分类指导，推进各地学校语

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加强高校语言文字工作，推动高校语

言文字工作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创新发展。 

12.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示范培训计划（简称“语培计

划”）。针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行

业部门和社会其他领域，实施面向语委干部、教师、基层干

部、青壮年劳动力等人群的有关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等示范培训，重点向学前教育阶段、民

族地区、农村地区倾斜。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平台，

研发、汇聚、整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优质学习资源。 



13.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推广。创新开展第 24 届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利用新媒体持续开展常态化推普宣

传活动。建设“中国语言文字”强国号，筹划建设中国语言

文字数字博物馆。举办建党百年语言文字事业历程展巡展。

开展语言文字工作品牌创建活动，鼓励建设富有地方特色、

校园特色的语言文字工作品牌项目。 

14.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测试评价标准。修订出台《普

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和实施纲要，继续开展普通话水平

测试和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开展全国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

析研究，完善学前儿童和青壮年劳动力普通话评价标准。完

善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评价标准，开展试点监测。 

四、深入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语言文化 

15.开展特色品牌活动。继续举办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

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组织举办“家园中国”民族地

区中华经典传承推广活动。结合建党 100 周年等重大时间节

点和节庆日，举办经典诵读融媒体直播活动。实施经典润乡

土计划，服务乡村振兴。 

16.打造优质资源平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布“中华经典资源库”第六

期项目内容，启动建设第七期项目。继续建设“中小学语文

示范诵读库，汇聚整合优质语言文化资源，加大资源传播和



融媒体宣传推广。 

17.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举办中华经典诵写讲骨干教师

面授培训， 继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网络专项培训计划，面向

乡村地区教师开展培训，有效提升教师中华文化素养和经典

诵写讲教学水平。在中小学培育建设中华经典传承推广特色

学校。 

18.深化拓展交流合作。支持和服务港澳同胞学习普通

话，开展港澳普通话水平测试，编写澳门普通话教材。举办

港澳教师普通话培训、经典诵读展演交流、中小学生语言文

化夏（冬）令营等活动。举办海峡两岸与港澳大学生汉字创

意设计大会，持续建设两岸中华语文知识库网站。加强台湾

语言政策跟踪研究。组织海外中文教师经典诵写讲研修活动。 

五、提高语言文字服务能力，夯实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

展基础 

19.加强基础保障建设。推动落实“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召开 2021年

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国家语委全体委员会议、国家语委咨

询委员会议。优化完善语言文字决策支持服务系统。发布第

二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名单，启动遴选第三批基地，加

强对基地的管理和指导。探索建设多层次的专家队伍。建立

语言志愿服务机制，建设国家语言志愿服务队伍。 

20.提升语言文字监测和服务能力。加强研究论证和沟



通协调，推动开展语言文字专项调查工作。开展广播影视、

网络等新媒体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监测。指导开展听障、视障

人员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工作，继续建设手语盲文学习资源。

编制发布《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1）》。持续开展

外语中文译写规范工作，发布第十一批、第十二批外语词中

文规范译名，引导和提供社会规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