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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放大学文件  

 
 

 

 

 

沪开大〔2021〕42 号

关于印发《2021 年度上海开放大学语言文字 

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各分校（教学点）：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学

校教育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全面加强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切实提高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水

平，现将《2021 年度上海开放大学语言文字工作计划》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2021年度上海开放大学语言文字工作计划 

 

 

上海开放大学 

2021 年 6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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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上海开放大学语言文字工作计划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

局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之

年。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是赓续百年征程、勇担时代使命的

必然要求。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 2021 年度上海市语言文字会议精神，多渠道、全

方位开展语言文字工作，建立健全语言文字工作管理与运行机

制，形成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思路和特色。 

一、工作目标 

（一） 提高师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加强宣传教育，提供学习资源，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语言文

字工作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

师生文化素养和文明素质，切实提高全校师生语言文字规范化的

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应用意识。 

（二） 加强学校语言文字综合管理 

继续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有序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提升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水平，将其纳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渗透到教学管理的全过程。 

（三） 推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 

立足学校，发挥优势，整合优质资源，弘扬中华文化，推动

中外交流。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面向社会，依托平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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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更广大人群。 

二、工作要求 

（一）贯彻落实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文件精神 

深入贯彻上海市语言文字会议和上海市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结合各部门工作协同推进。重点开展面向学生

的“重点人群语言能力培训”“中华经典诵读”等专项行动，着

力推广普通话宣传教育，提高语言文字普及工作质量，助力语言

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语言文字工作与常规工作相结合 

深刻认识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性，结合学校各条线工作实际，

坚持稳中求进、进中突破、精准施策。建立各部门分级负责、分

工协作、联合推进的工作机制，共同做好语言文字工作。 

（三）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 

加强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宣传推广，加强语言文

字科学研究、工作方法和活动组织的创新实践。结合学校工作实

际，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 

（四）健全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体系 

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下设办

公室（以下简称“语委办”），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全校各部门须

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将语言文字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形

成科学、完善的工作方法与工作路径，按时、认真做好资料的积

累和归档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语言文字活动。 

三、重点工作 



 

 

- 4 - 

（一）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1.开展重点人群普通话能力培训及测试 

开展面向学前教育类、家政类相关专业学生的普通话培训，

以建党百年为主题，开展“诗说党史”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普通

话考试。将普通话培训纳入托育从业人员、家庭教育、养老服务

人员、校外教育等非学历培训工作中，动员学员参加普通话考试

和考前培训。 

（责任部门：学历部、公管学院、人文学院、非学历部、各

分校、电中） 

2.在听障学生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 

手语是听障人士特殊的语言文字，是国家语言文字的重要组

成部分。结合学生工作，鼓励听障班学生学习规范手语，准确理

解中华经典诗词中的艺术表达，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文化的浓厚情

感。在听障学生中普及和推广中华经典读本手语版，传递手语魅

力，共用规范手语。 

（责任部门：学历部、各分校） 

3.组织开展和参加各类语言文字类竞赛活动 

组织全系统师生积极参加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比赛，

传承中华经典，陶冶文化情操。以建党百年为主线，组织学历教

育学生开展爱国主义诗词诵读评选活动，组织成人中等学历教育

学生开展“讲红色故事”活动，培育学校人文精神，展示开大学

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责任部门：学历部、各二级学院、各分校、电中） 

（二）渗透教育教学，提升教师语言文字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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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切合岗位的语言文字学习 

密切联系工作实际，为各单位、部门提供语言文字类学习资

源，使教职员工熟练掌握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提高自觉规范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落实语言文字

的准确运用。 

（责任部门：各单位、部门） 

2.继续规范教学实践中的用语用字 

修订课程文件编写的规范化要求，规范教学大纲、教学实施

等文件的用语用字，提高教师在备课、授课、编写教材、编制试

卷等教学活动中用语用字规范化程度。落实每位教师“讲普通话、

写规范字”的要求，加强教师在用字规范和普通话授课的执行情

况检查力度，将其作为教师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和评教选优的重要

指标。 

（责任部门：学历部、各二级学院、各分校、电中） 

（三）健全工作网络，整体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1.推动校园语言文字审查工作常态化 

做好学校信息化平台文字使用情况的审查工作，推进审查结

果与各部门自查自纠工作相结合，促进整改意见落地落实。各部

门须建立文字审核机制，保证部门信息化平台及部门内标示牌、

标语、宣传栏等的用语用字规范。组建外部专家评审团，对学校

语言文字进行定期检查, 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营造良好的校园

文化氛围。 

（责任部门：各单位、部门） 

2.做好学校语言文字网的内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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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更新学校语言文字网上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政策法规、新

闻实事和文化知识，服务学生的文字应用能力和教师的教育教学

工作。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宣传工作，提升师生自觉

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 

（责任部门：学历部、宣传部、信息中心） 

3.建立语言文字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 

定期召开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语委办负责各

项语言文字工作的协调、检查和监督，在各学院、各部门按年梳

理计划和落实情况的基础上，形成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计划和总

结。 

（责任部门：各单位、部门） 

（四）打造示范标杆，合力助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1. 规范社区教育宣传平台的语言文字使用 

加强社区教育宣传平台的语言文字规范，基于语言文字相关

政策法规及指导性文件精神，结合工作业务流程及特点，切实承

担起组织领导、监督检查等职责，针对相关书籍杂志、多媒体平

台等建立文字审核工作机制，做到责任到人，落实到位。 

（责任部门：学指办、社区部） 

2.提升社区教育教师语言文字应用水平 

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加强对全市社区教育机构语言文字工

作的统筹指导，深化监督管理，在社区教育教学工作、课程建设

等方面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应用指导，切实将语言文字工作落实到

社区教育教学全过程，提升社区教育系统教师和工作者的语言文

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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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部门：学指办、社区部） 

3.汇聚社区资源推进全民阅读 

举办 2021 年市民终身学习数字阅读活动。以“追寻百年伟

迹，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以“上海学习网”为主平台，广泛

汇聚本市优质红色经典学习资源，通过丰富多彩的阅读子活动，

将数字图书、多媒体课件、听书资源等多种形态的资源推送给市

民，让中华语言文字的文化精神通过数字阅读与市民走得更近。 

（责任部门：学指办、社区部） 

（四）深化国际交流，促进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1.推送国际中文教育资源 

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国际中文教育中

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作为规范性参考，继续建设和

推送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开展国际中文教学、师资培训和文

化讲座，推动标准中文和中华优秀文化传播。 

（责任部门：国交学院） 

2.建设中德开放在线学习平台 

继续建设中德在线学习平台，通过集成、共建、定制开发等

方式，提供适需、优质、特色的在线教育课程资源和学习支持服

务，形成课程体系，为两国的大学生、企业员工学习和培训服务。

通过平台的功能迭代，深化中德两国高校合作，促进学术、文化

交流和企业成长，推动远程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发展。 

（责任部门：国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