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峰：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刍议 

一、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现实意义 

[日期：2007-09-13] 来源：  作者：上海音乐学院 祁峰 [字体：大 中 小] 

提  要：本文探讨的是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首先，论述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现实意

义；其次，分析高校校园用语用字情况；再次，概述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具体内容；最后，

阐述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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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现实意义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且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

团结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千多年前秦朝的“书同文”，就是把原六国文字纷乱的字形加以整理，

定出标准的字形，使全国所使用的文字字形规范化。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

语言文字规范化运动，虽然它只涉及到书面语言中的字形规范化，但是其影响深远，对中华

民族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十分关注语言文字

的规范化问题，在 1951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

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著名社论。五十多年来，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已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但是与时代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至少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突出表现

在：说普通话还没有形成普遍的风气，方言的歧异仍然是人们在交往中经常遇到的障碍；在

书面语言运用上，乱写错别字、滥用繁体字等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

一个信息社会，而语言文字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是整个社会发

展的必然需要，所以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人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基本能力，也是构成人的整

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语文素质与其他各项素质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

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文化、学识、修养等内在的素质，都要通过语言表达、文字表达或者

行为表达的方式外化出来。人们的创新思想、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都要靠准确、鲜明的语言

文字来表达，所以人的语文素质提高了，对其整体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益的。高校的语言

文字工作是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所高校，应该教育学生正确使用祖国的语

言文字，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规范标准，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增强学

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这些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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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素质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是高校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高校校园用语用字的现状分析 

[日期：2007-09-13] 来源：  作者：上海音乐学院 祁峰 [字体：大 中 小] 

  我们根据《上海普通高等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指标内涵及标准》，以上海音乐学院为

例，具体分析高校校园用语用字情况。  

  首先，在校园用语方面，根据对大部分教师和学生的调查，绝大部分教师在上课时使用

普通话，学生日常学习与交流也使用普通话，因为学校中很多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使用

普通话才能达到彼此交流的目的，所以普通话在高校的推广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当然，我们

也发现一部分教师或学生在校园里也有使用方言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来自同一方言区的教

师或学生之间。同时也出现了普通话和地方方言串讲的这种情况。  

  其次，在校园用字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招牌方面。一部分招牌有使

用繁体字的情况。如“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上音乐器工厂”中的“乐”字都使用

了繁体字。[1]第二、海报方面。一部分音乐会的海报（包括在学校的宣传橱窗里，或在教

学大楼一楼的宣传海报上）有使用繁体字的情况。笔者还曾经发现在某系宣传推广普通话的

海报上也使用繁体字的情况。第三、板书方面。教师的板书一般使用简化字，但有时也会使

用一些不规范用字。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广泛使用，有时在课件上也会出现一些不规范用字。

第四、公文与文件方面。从张贴出来的公文，各职能部门下发的文件来看，用字基本上是规

范的。第五、在其他方面。像学校的食堂，里面张贴出来的菜名用字基本上是规范的，但张

贴在购买处的玻璃上的部分用字不符合规范，如“饭菜”中的“饭”字使用了繁体字。  

  从以上出现的这些情况来看，作为高校，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规范用语用字的观

念深入到每个师生员工的心目中；另一方面学校各个部门、每个师生员工都应切实做好语言

文字规范化的自查工作。  

 

 

 

[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七条：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

字、异体字：（一）文物古迹；（二）姓名中的异体字；（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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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词和招牌的书写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

特殊情况。 

三、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具体内容 

[日期：2007-09-13] 来源：  作者：上海音乐学院 祁峰 [字体：大 中 小] 

  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具体内容主要集中在推广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两个方面，具体而

言，教师和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基本达到规定的要求；普通话基本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即师

生在教学中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基本成为学校的校园语言，即师生员工在教学、会议、宣传

和其他集体活动中使用普通话。教材（含讲义、教学辅助读物）用字，教学、公务和校园环

境用字符合国家颁布的规范标准和要求。下面我们具体谈谈这两个方面：  

  第一、推广普通话。众所周知，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是我国第一部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

并且规定普通话是国家机关的工作用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用语、广播电视的

播音用语，并提倡公共服务行业将普通话作为服务用语。同时这部法律还规定以普通话为工

作用语的岗位人员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我们知道，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促进

社会交往，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调查，目前大中

城市 90%以上的人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学习、使用普通话，80%左右的人能够使用普通

话进行社会交际。可见，普通话已经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我国的语言隔阂正在逐渐消除，

人民群众的语言观念正在向规范化方向转变。  

  目前，使用普通话在学校教学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普通话在师范院校和部分其他学校

已成为教学语言，一些学校已初步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一大批语言文字工作的先进地

区、先进学校和先进工作者都已涌现出来。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语言的社会应用状况还不能

适应现代化、信息化的需要，为使国家通用语言在增进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交往和沟通，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扩大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范围，加大推广普通话的行政力度。在高校中，教育部、国家语委对学校普及普通话的基本

要求是：普通话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和校园语言，教师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二级乙等以上（语

文教师应达到二级甲等以上），师范专业及其他与口语表达密切相关专业的学生普通话不合

格者缓发毕业证书。为此，在高校中，师范专业及其他与口语表达密切相关专业的学生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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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努力提高个人的普通话水平，从而为专业学习及今后的工作提供

一个良好的语言平台。  

  第二、用字规范化。使用汉字的规范化包括正确书写字形，不写错字、别字，不写被废

止的繁体字、异体字，不写不合规范的简化字，不写旧字形等，也包括正确地读字音，不错

读乱读字音等。  

  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正确书写字形，防止写错字、别字。错字是指不成字的字，

别字是指把甲字当作乙字来写。同错别字相对的是规范的正字。决定一个字是否规范，以正

字为衡量的依据。写错别字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是对正确写

字的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在写字时，一点一画不必斤斤计较；或者认为文字只要记

音，形和义都无所谓；还有的人没有仔细分辨字的形、音、义的细微差别，不注意字出现的

不同环境等。客观原因是汉字数量多，结构复杂，字形之间很相似，汉字的形、音、义三者

的关系比较复杂，声旁不能准确表音等。写错字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受相近偏旁影响而错

写偏旁；二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双音词中的一个字受另一个字偏旁的影响而错写；三是弄错

字的笔画，误写字形。克服写错字要注意辨明字形相似的偏旁，弄明白有关的字究竟用的是

哪一个偏旁。写别字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读音相同相近，如“粗犷”误为“粗旷”，“食不果腹”

误为“食不裹腹”；二是字形相似，如“气概”误为“气慨”，“如火如荼”误为“如火如茶”；三是意

义混淆，如“凑合”误为“凑和”，“自力更生”误为“自立更生”；四是不明典故，如“墨守成规”误

为“默守成规”，不知道“墨”指战国时的“墨翟”，“黄粱美梦”误为“黄梁美梦”，不知道“黄粱”指的

是做饭的小米；五是忽视语文法规，如“重叠”误为“重迭”，“天翻地覆”误为“天翻地复”，其实

早在 1986 年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时，“叠”“覆”二字已经恢复使用。此外，还有些别字

是由于方言语音中同音，写字人误用而造成的。例如上海话中“有”和“又”，“都”和“多”误用现

象比较常见，北方话地区就比较少。以上这些方面是需要我们平时注意的。如果在校园的宣

传栏里或者在横幅标语上出现了错字或别字，那往往就会闹出笑话来。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

不写被废止的繁体字、异体字。在高校中，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宣传栏里的海报上写有繁体

字或异体字，这些都属于使用汉字不规范，我们应该注意平时使用符合规范的简化字。应该

说，用字的规范化能够反映出一所高校的整体文化素养。 

四、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主要措施 

[日期：2007-09-13] 来源：  作者：上海音乐学院 祁峰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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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开展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字：“认识、管理、应用”。“认

识”是指工作定位要有特点，要结合高校特点来定位，并统一到国家意识、法制意识和现代

意识。“管理”是指要成立一个工作机构，一方牵头，各方共做。并且形成一定的制度，同时

做好宣传工作。“应用”是指“用语、用字”两个方面。关于用语方面，教学、会议必须使用普

通话，公共场所提倡使用普通话，加强普通话测试工作宣传。关于用字方面，学校校牌、标

牌、标语、印章、各级橱窗宣传栏、张贴物、布告、课堂板书以及各种活动的会标等使用规

范字。同时，校内的公文，学校出版的各种书、报、刊（古籍整理、研究除外）音像、电子

出版物、学校自制的奖状、证书、学校招生广告、简章以及各种活动的宣传资料、礼品、纪

念品等使用规范字。  

  具体而言，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摆在适当位置，给予足够重视。提高

认识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高校的各级部门要正确认识、充分理解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与实

施素质教育的关系。明确使学生正确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和规范文字，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基本任务。  

  第二、加强领导，健全机构，把语言文字工作列入工作日程。高校的行政部门要加强对

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成立学校的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召开语言文字工作年会，并切实采

取措施，把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要求纳入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有

关课程标准，纳入教育教学和学生技能训练的基本内容，纳入学校工作日程和常规管理，渗

透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社会实践等教育活动中。  

  第三、把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结合起来，逐步走上制度化和

规范化的轨道。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本身是素质教育的一项内容。学校语

言文字工作本来就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方面，要和学校各项工作密切结合，融为一体，

逐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格局和工作模式。只有这样，高校的语言文字工作才能深入

持久、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第四、把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作为教师培训和考核的一项内容，努力提高教师职业

语言素养。教师的语言面貌、语言素质对学生的影响很大。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应当具有较

高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专业水平，还应当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和较高的语言素养。学校可以先

确定参评对象，然后分阶段对适龄教师进行普通话测试。在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过程中，学



校的人事部门要把具备相应等级普通话水平作为获取教师资格和教师录用的必备条件。同时

也要加强宣传，鼓励学生参加普通话测试。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办普通话测试站。  

  第五、坚持汉字简化的方向，使用规范字，并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用字的规范化水平。高

校的教材（含讲义、教学辅助读物）用字、教学、公务和校园环境用字要符合国家颁布的规

范标准和要求。目前在很多教室里都装有多媒体设备，这样的话，用字不规范的多媒体课件

就不能进入教学领域。同时还要对学生加强写好规范字的训练，让他们平时注意使用规范汉

字。  

  第六、充分发挥语文课程在推广普通话、用字规范化中的主渠道作用。高校的大学语文

课程教学要重视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切实改变重知识、轻能力

的倾向，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第七、加大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力度，做好科学研究工作。高校要在师生中开展形式多

样、富有实效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要精心组织并开展好每年一度的推广

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同时可以开展“啄木鸟活动”，并制作语言文字工作网页，利用校园网络

引导师生关注社会语文生活，监督、评测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  

  第八、加强学校推广普通话、用字规范化工作的检查评估。高校要将这项工作纳入教育

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作为教育督导、检查、评估的一项内容。同时还应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及其操作办法，有计划地开展检查评估工作，并且要注意

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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