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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要点 分值

2-2
教师能力

将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纳入教师培训方案，强调培训效果。重视教师语言文字基本功训
练，通过定期培训、综合培养等方式，提高教师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并适应教育教学
的新要求。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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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教师在授课、教案、讲义、板书、
课件、试卷、作业批改等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用语、用字和书写规范。语文教师熟悉、
掌握相关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立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方案，各学科教学中都
重视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语文课重视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的培养和训练，有日常和定期的口语考核。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注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教学，
将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贯穿于各个教育环节。学校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
写、讲等活动；教师自觉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表率；学生有相关兴趣小组或
社团，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有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

将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列入学校普法宣传教育，网站、信息屏或
宣传栏中有相关内容并定期更新。教职工熟悉掌握、高年级学生基本了解国家语言文
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

每年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积极发挥学校在家
校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对社会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社会研究和实践，并通过“小手
拉大手”等活动，为家长和社会提供有关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咨询或培训服务。

重视学生语言学习方法研究，有可以指导教育实践的研究成果。研究建立学生语言文
字应用能力评价体系，重视并开展学生口语测试评价。积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教学方法研究。

结合本地和本校实际情况及办学特色，积极探索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新方法。
创造性地开展各种语言文化活动，形成品牌或传统。自主研发语言文字校本课程、教
材或教辅材料，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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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宣传

4-2
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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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5-2
创新实践

有语言文字工作机制，有校内部门分工负责制度。

语言文字工作有计划、有过程、有总结。校长熟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将
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在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总结中有语言文字工
作内容；在用语用字、学生培养、教育实践过程中有关于语言文字使用的规章制度，
并有定期检查落实制度；在职务评聘、教育教学考核评价等制度中，有关于语言文字
应用能力、应用情况的明确要求。按照规定开设写字课和书法课。建立奖惩机制，对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普通话是学校的工作语言和基本交际语言。校内有永久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标识
或标语，学校主页有语言文字工作宣传。重视环境对学生语言文化素养的熏陶作用，
校内公文、文件、网站、宣传信息平台以及名称牌、指示牌、校风校训、标语、建筑
物等用语用字符合规范及相关要求，汉语拼音使用规范，外文使用符合标准、规范。

语言文字工作经费管理严格、使用规范、效益显著。

教师熟悉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强，学生
有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高年级学生有较强的中华文化和语言的自豪感。

学生培养目标中有明确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的要求，逐步提高学生语言文
字应用能力，并达到课程标准的相应要求。学生能熟练规范地使用普通话；熟练掌握
和使用应知应会的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书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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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标准

说明：1.满分为100分，70分及以上为合格，其他等级要求由各地自行制定；2.指标1-3中，学校名牌、公章等用字
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3.指标2-2中，普通话达标率低于98%的此项不得分；4.各地可自行设定加分项目，总分不超
过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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