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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息，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顺畅交流，赢得和谐

的人际环境，并借助各种文字载体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诉

求，更多地掌握文化知识和当代科学技术。还要做好推

普与乡村振兴的各项活动的有效衔接，把推普纳入助力

乡村振兴计划中，纳入乡村学习型社会建设中。通过上

述措施使村民普通话水平得到巩固与进一步的提升。

其 次 ， 对 于 陕 西 省 的 城 市 地 区 来 说 ， 目 前 陕 西 省

城市普通话普及率相对较高，今后推普的主要任务是质

量的提升，应继续按照省教育厅、省语委办制定的有关

文件要求，以国家机关人员、学校师生、新闻媒体工作

者和公共服务行业人员等为普通话提升重点对象，在提

升普通话应用水平上下功夫，切实把普通话作为上述各

类人员的职业语言、工作语言，甚至日常生活语言，带

动和影响整个城市市民都说普通话。学者李宇明指出，

“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具有熟练使用口语、一般书面语

和典雅书面语的‘三语体’能力”。[8]提升城市各类工作

人员普通话水平，除了提升口语能力外，还应提升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书写及表达能力，应加强城市职工的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知识的培训，增强各行各业语言文字应用

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使每个职工具有自觉辨别和抵制网

络中不规范、不文明用语的能力，不断提升语言文化素

养。

最 后 ， 在 数 字 化 时 代 ， 语 言 文 字 数 字 化 是 数 字 中

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要以数字化推进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推广普及的效率变革，加强数字化资源和平台建

设，充分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村村通”等

方式，扩大培训规模，提升培训效率，以数字化赋能推

动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

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开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的

新赛道，努力实现全省2025年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率高于

85%的目标。

（二）关注方言保护传承，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在全国大力推广

国家通用语言的今天，方言保护传承同样受到了国家的

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共鸣。《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指出，以推

广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重点，加强语言

文字法治建设，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

建设。

保护开发语言资源，大力推进语言资源的保护、开

发和利用，科学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构建和

谐健康的语言生活。武汉大学教授赫琳指出，当前我国

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取得了显著成效，新的发展阶段，应

当逐步将其转变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多语能力提升，以

拓展脱贫群体的个人发展空间。这里的多语能力“主要

包括母语/母方言能力、国家通用语（普通话）能力、必

要的地方通用语和邻近语言能力等”。 [9]郭龙生曾经提

出：“推广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让大家在各

自方言之外，再掌握一种用途更为广泛的通用语言，以

利于学习和工作。”[10]因此，大力推普的同时应加强宣

传引导，使广大群众树立全面科学的语言发展观，公民

能够认识到推普与说方言并不矛盾，学习和掌握国家通

用语言并不是放弃方言母语的使用和传承。

方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是历史赋予

人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一些民间场所日常交流

中广泛使用。有些民歌、戏剧中使用方言往往还会达到

更好的效果。方言能力本是母语能力，主要是在幼儿时

期从母亲、家庭和社会群体中自然习得，除专家或方言

爱好者专门学习研究外，对于大多数人群，不需要开展

专门的学校教育，而是在日常生活交流中就可以自然表

达和传承。前不久，有学者调查西安当地人的语言态度

对普通话与陕西方言语码转换的影响发现，人们对于这

两种语言变体的态度中既包含了对语言交际功能的认知

因素，也包含了情感因素，“认为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

同时，不可忽视陕西人对其地域方言的认同感与文化自

豪感，普通话与方言是构成和谐语言生活、和谐社会的

一个重要基础”。[11]近日，有媒体面向全国近千名高校

大学生就方言话题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2.11%

被调查者会说方言，76.20%受访大学生愿意主动传播家乡

方言”。[12]这些调查事实颠覆了人们以往对“方言传承后

继无人”的认知。因此，陕西省除了继续组织专家学者

进行陕西方言的调查保护外，应在青年学生充分掌握国

家通用语言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开展一些有利于方言传

承的活动，引导广大民众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正确理

解方言存在的价值，使陕西方言文化在新时代社会发展

中得以进一步的延续和传承。

（三）优化外语教育结构，提升陕西公民多语种外

语能力

外语能力是构成新时代国民语言能力的重要方面，

随 着 中 国 对 外 开 放 的 大 门 不 断 扩 大 ，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国正逐渐走进

世界舞台的中央，国民不仅需要具有以英语为代表的国

际通用语言能力，还需要具备多语种外语能力。李宇明

指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语言有20多种，我国要获取

世界先进知识、参与世界治理，至少需要具备使用20多

种语言的能力。”[13]近几年来，国家教育部门在调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