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普通话为的手抄报内容(优秀8篇)
通过明确岗位职责，可以避免工作重叠和责任模糊。以下是
一些用人单位对个人简历的审查标准和重点关注的内容，供
大家参考。

普通话为的手抄报内容篇一

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是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普及
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是国家一项重要的语言政策，是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推广普
通话手抄报内容，欢迎欣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指出：“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
范汉字。”我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口，民族语言、
地方语言各占其地、各拥其主，复杂纷繁。在信息化、商品
化的今天，语种的繁多、复杂，使语言交流、信息传递受到
严重制约，给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严重阻碍。使用全国通
用的普通话，势在必行。“推广普通话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语言文字信息处
理技术的不断革新，使推广普通话的紧迫性日益突出”。因
此，推广普通话是科技信息时代的迫切要求;是市场经济迅猛
发展的有利保障;推广普通话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全民动员、人人参与，
从孩子抓起，从自身做起，使用国家通用的普通话。让普通
话为市场经济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服务，进一步促
进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手抄报资料：民族共同语言，普通话

普通话是民族共同语，是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独立
民族的标志。手抄报的主要内容：普通话的由来、普通话的



宣传口号、普通话的意义、关于普通话的资料、关于普通话
的笑话。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手抄报资料：中国普通话

语言是我们用来沟通的工具，普通话是我国民族内部的共同
语言。手抄报的主要内容：普通话资料、什么是普通话、普
通话的语法、普通话小笑话。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手抄报资料：人人说好普通话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沟通方便，
人人都说普通话。手抄报的主要内容：什么是普通话、推普
小知识、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口号、推普儿歌。

1、普及普通话，推行规范字。

2、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3、人人都讲普通话，处处盛开文明花。

4、树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5、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范社会
用语用字。

6、文明语深入男女老少心，普通话融汇东西南北情

7、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

8、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

9、树立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

10、推广使用普通话、增强民族凝聚力。



11、让您的孩子从小学会普通话。

12、人人都讲普通话，校园文化靠大家！

13、大力推广普通话，创设投资好环境。

14、普通话是人与人交流的桥梁，是雄鹰飞上蓝天的翅膀，
是让小树茁壮成长的阳光，让我们学说普通话，让普通话伴
我成长。

15、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自豪，我说普通话。

16、说流利的普通话，做文明的上海人。

17、推广普及普通话，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18、说普通话，从我做起。

19、普通话，神州音，华夏情。

20、56个民族56朵花，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请说普通话。

21、大力推广普通话，营造良好语言氛围。

22、说普通话，迎四方宾客；用规范字，显华夏文明。

23、新闻媒体要做推广普通话的榜样。

24、树立公共服务行业新形象，人人都讲普通话。

25、人人爱说普通话，心相印，话相通，语相融，乐奔小康
笑融融。

26、推广标准普通话，传播文明好声音。



27、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开口一件事：大家说好
普通话。

28、学好普通话，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用好普通话，是每
个中国人的骄傲。

29、学好说好普通话，广结朋友走天下。

30、全国普及普通话，世界刮目看中华。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五年级七班的冯莉涵，今天我演讲的内容是推
广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种、多语言的国家。我们有汉语、
藏语、维吾尔语等几十种语言。而普通话就是汉语。大家想
想，如果有两个人一个人说藏语，而另一个人说维吾尔语，
但两个人都不会普通话。那样还怎么交流呢？但是，如果人
人都懂普通话，人人都会说普通话，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
简单便捷，普通话是人与人交流的桥梁，普通话更是民族之
间交流的桥梁。

同学们让我们都学普通话，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推
广普通话，方便的是所有人。同学们，推广普通话，从我做
起，让我们一起学说普通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
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
语。“普通话”一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6年，研究切音
字的学者朱文熊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
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清廷1909年规
定北京官话为“国语”，民国时期多次制定国语读音，1949
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由国语改称普通



话。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
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
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
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
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
“普通话”的名称。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
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
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
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当时
人们又称“普通话”为“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一
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应考、做官、
经商的人很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普通话，但他们的
北京话，却有多少杂有地方口音，人们就用“蓝青”比喻
它“蓝青”比喻不纯粹（夹杂许多地方口音）。开始，这种
话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称“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
越来越多，称官话不合适了，民国初年又有了一个新名：国
语。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
通话”有了严格的内涵与规范（即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
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
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
任务。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
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
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
广泛交通。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即汉语普通话，
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区别于首都胡同
音）。要区别三个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话，首都胡同音，
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
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



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
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
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
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
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新中国的普通话以北京官
话语音（区别于北京胡同话）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主
要是吸收滦平话的特点如直接、清晰、明确）。以滦平话为
主要标准——滦平话是北京官话的推行区、记录区，小小区
别于北京胡同话。

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
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一、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提倡的素质教育，其内涵十分丰富，总体来说就是全面提高
人的综合素质。普通话的应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标准。试
想一位综合素质较优秀的学生，要参加一个正式的场合但操
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其形象是不是要大打折扣呢？再比如
说老师，他会不会也为说不好普通话而苦恼呢？一堂公开课，
各个方面的准备都很周密，但是就是因为不能用流利的普通
话表达，其效果必然要受到影响。作为一位教师，不但在课
堂上要用普通话，给学生一个积极的引导，而且还应督促学
生使用普通话，由此是其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

二、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有利于爱国主义情操的培养。

语言文字从来就不单是一种交流工具。自从一种语言产生以
来，他就带来浓厚的民族意味，就成为这个民主、这个国家的
“灵魂”，就像血浓于水一样，这种语言就与这块土地以及



人民血肉相联。爱国主义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口号，他不仅体
现在热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还体现在热爱祖国的
文化与传统，热爱本民族的语言。

三、使用普通话还能增强民族凝聚力。

我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一些少数民族还拥有
自己的语言文字。我们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一方面采取保留的
态度，允许其继续使用；另一方面，我们更大力推广普通话，
使整个民族对共同的语言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并意识到自
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中使
用普通话就显得尤为重要。

普通话为的手抄报内容篇二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二十一世纪，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它需要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更需要国家语言文字的统
一和规范。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知识、经济飞跃发展的
时代；是信息化、国际化的时代；是科技、人文相融合的时
代。说普通话，用规范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是提高国民素质，营造改革开放环境的前提条件；也是提升
国家形象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二十一世纪，每一天都是新
的，每一天都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尤其在今天，我们
面对的是具有新视野、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的群体。在
学习交流中、工作、业务联系中、结社聚友中、人与人之间
的来往接触中，都离不开讲普通话和运用规范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
话。”你们是祖国未来的花朵，我们的大家就理所当然地成
为推广普通话、运用规范字的重要场所。教师也理所当然地
成为说普通话、用规范字的先行者。我校已走在了推广普通
话的前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人生的哲理。”我
校推广普通话活动正常开展，成绩喜人。瞧！每天早晨书声



朗朗，读的是那么地清晰标准，读得是那么的富有感情，人
人都自觉地担当起“推普员”的工作。

同学，请你讲普通话好吗？因为每个孩子都把说好普通话作
为自己的责任。听！是谁在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哦，原来是
学校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正在进行校园小导游的比赛。字正
腔圆的发音，流畅生动的表达，配上活泼可爱的动作，不时
引来评委老师们的阵阵掌声。三至五年级的同学们也正在角
逐，故事大王也是精彩纷呈。我校的师生们已养成了在校内
外坚持说普通话的习惯。流利、发音准确的.普通话也得到了
学生、家长的好评和称赞。

使用规范字，是国家法律的规定，也是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
教师不仅要通过教学，教会学生使用规范字，还应该通过传
授知识培养学生从小养成书写规范字的良好习惯。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书写一手漂亮的规范字，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也可以为学生书写规范字起到表率作用。美观规范的
字体还能满足学生的欣赏欲望。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在接受
知识的过程中，也能自觉养成写规范字的良好习惯，因
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校老师规范字体的板书，也
为同学们坚持写规范字作出了榜样。学生每天的练字不仅陶
冶了孩子的性情，而且也培养了孩子一手好字，一种追求完
美的认真的态度，整个学校学生的书写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
阶。

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是国家语言文字发展的必然，是中华
厚重文化发展的呈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又一重任。作为中
华子孙，我们必须肩负起这一新的历史使命，推广普通话，
使用规范字，为新时代、新经济的发展铸造新的辉煌！

普通话为的手抄报内容篇三

1) 普通话——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



2) 心相印，语相通，和谐共处乐融融。

3) 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大力推广普通话。

4) 讲普通话，标标准准;写规范字，堂堂正正。

5) 请说普通话，书写规范字;使用文明语，争做文明人。

6)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好学生。

7) 规范语言文字，弘扬民族文化。

8) 普通话是您出行的第一名片。

9) 说好普通话，方便、文明又高雅。

10)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用规范字。

11)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12) 方言诚可贵，外语价更高。若为普通话，二者皆可抛。

13) 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14) 今年暑假不休息，学习只学普通话。

15) 今年过节不说话，要说就说普通话。

普通话为的手抄报内容篇四

推广普通话和方言保护并不矛盾，并非是一个取代另一个。
普通话的确要学习，但是方言地区人群在和人对话时，似乎
交谈对象来使用普通话或者方言是没问题的。不需要强制要
求同一方言背景的人群必须使用普通话。中国大陆从50年代
开始推广普通话，取得较大的成就。现在，中国基本实现了



在城市中普及普通话的目标，在东部地区已经全面实现。

然而，从80年代开始，一些地区过度推普，导致了诸多问题。

首先:过分推广普通话导致方言的流失。在02年后，推普力度
继续加大，有些人为了急功近利，禁止在幼儿园和学校使用
方言，并且宣传方言粗俗、粗鄙、不文明，使用普通话才是
文明、礼貌、高尚的行为。出现各地政府、官员、学者以推
广普通话为藉口肆意打压限制其他语言的极端行为。一些地
方政府以“推广普通话，建设先进城市”作为政绩，对当地
地方语言文化采取灭绝措施，直接导致地方本土语言文化迅
速式微。因此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当地孩子不会说当地方言
的现象。

过度推普造成方言危机是个全国性的问题，其中以吴语地区
最为严重。这个显然违背了语言的自然发展规律，更是对中
华文化的破坏。当然，保护方言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推
普中间存在的极端行为引起不少人士的强烈反对，纷纷发起
保护本地语言文化的活动，然而往往收效甚微。有些保护本
土语言的人士认为，极端的推普政策利用了法律空白推行大
北方语言文化沙文主义，亦有些人认为，极端的推普政策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语言自由的条文，涉嫌语
言文化歧视。当然也有人称南方方言区和北方地区通话程度
较低，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虽然语言在减少，但是这些语言
都是人口较少，而且通行地区经济落后，因此无法维持。比
如吴语区有7000万人口，经济发达，吴语地区完全可以维持
文化多样性，如果没有保存和发展好吴语是不应该的。

其次:过分推广普通话引起一些人对普通话的抵制。目前，西
部一些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城市，他们了解到东部地区的推普
结果后，往往对使用普通话有所误解，推普效果不明显。而
广东地区也对这种推广普通话存在质疑，甚至有人把这种过
激的推普戏称为“推普机”。广东地区也要警惕“推白机”，
根据文化传播“穷学富”的原则，有些地区的客家话受粤语



的渗透，成为“双方语言”，甚至成为粤语区。

第三:过分推广普通话导致地域矛盾。语言文化更是族群标志，
强制性的剥夺母语教育和母语流通的权利是对某个特定族群
的歧视，必然会导致特定族群因为“不公平”而对国家产生
离心倾向。更会挑拨“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冲突。恰恰
无法达到推普支持者所宣称的“减少矛盾，冲突，构建和
谐”。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化得到较好的保护反衬对汉族个
内部族群的极大不公平。又造成新的“不平等”。例如，在
大陆一些地区，由于方言的差距，一些外地人往往到了当地
要求当地人使用普通话，并且不希望当地使用方言，造成一
定的文化冲突。而在国外，国家一般没有“标准语言”的制
定或者推广，外地人往往融入当地学习当地方言，因此，文
化地域冲突比较少。因此，有人称，过分推广普通话导致当
地一些人担心自己方言流失出现对外来移民的反感情绪。

第四:过分推广普通话导致民族矛盾。同时部分少数民族因为
和汉族杂居，因为受推普政策的影响，其少数民族语言，文
化和当地汉语方言一起消亡。比如广西南宁市，南宁市区有
很大一部分壮语使用者，随着南宁成为“推普先进城市”，
南宁壮语和南宁汉族使用的南宁粤语一齐，基本上已经在公
共场合消失。此举也令方言人士反感，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
族政策的实施。

【推广普通话手抄报资料：普通话推广的立法根据】

普通话为的手抄报内容篇五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
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
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
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



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
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
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
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
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
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
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当初在推广普通话的时候，曾经有人对新中国推广普通话有
以下解释：新中国推广的普通话，和封建统治者通行的官话
不同。我们推广的普通话，是让群众在学好自己的语言的基
础上，掌握而用来的交流工具。在旧社会，一些官僚拿他们
定下的官话，作为“特权的语言”，凌驾于群众的语言之上，
要人民群众接受他们的统治教育，认可他们的官僚制度。这
个时代不会再来了。我们新中国的干部，南下要学习群众的
语言，放下官架子，和人民群众走到一起。普通话只用于交
流工具，任何行政命令都不可以限制人民群众说自己的语言!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口语形式，我们国家地域辽阔、
人口很多，自古以来就有方言分歧。方言的存在给交际带来
不便，产生隔阂，为了克服方言给交际带来的隔阂，就要有
沟通各种方言的共同语存在。

推广普通话，对于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推广普通话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需要。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是否拥有统一的语言，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具
有政治意义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
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
文字，是每个公民应当履行的权利(非义务)。我国是一个多
民族、多方言的国家，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我国各民
族的交流与往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推广普通话是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



普通话是以汉语文授课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是以汉语
传送的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规范语言;是汉语电影、电视
剧、话剧必须使用的规范语言;是我国党政机关、团体、企事
业单位干部，在公务活动中必须使用的工作语言;是不同的方
言区以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人们的通用语言。

【推广普通话手抄报资料：普通话存在的问题】

普通话为的手抄报内容篇六

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
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秦汉开始，黄
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南方。 晋代
(洛阳话、建康话)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
都按照其首都的方言为标准音。北方朝代建都各有不同，但
是传统上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建都在建康(今南京)，
所以建康话为标准音。西晋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他
们逐渐开始和汉族交流生活，因此他们的口音也渐渐影响到
了中国北方地区：比如西晋后的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洛阳话已
经有很大差别。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
言(主要是当时的吴语)融合形成的。相对而言，建康话的变
化比较小，汉族知识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 隋代
(切韵音——洛阳南京综合音系)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
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而唐代政治中心长安的
方言并没有很高的地位。甚至据说当地皇帝因为说长安方言
而被谏臣指为不标准。但是，长安话仍然比较流行。长安话
是日语汉音的来源。 宋代(广韵音——洛阳南京综合音系)
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后来由于《广韵》



和当时的语音差别很大，南宋时代的刘渊又著《平水韵》。
遗憾的是，《平水韵》的影响力未及《广韵》。 元代(大都
话) 中国元朝以首都大都话为基础，制定《中原音韵》，作
为标准音。这样，《广韵》标准音地位丧失了。并且，中国
北方的方言有朝着大都话靠拢的趋势。也有人表示，元代的
标准音是蒙古式汉语，丢失了很多传统汉语的特征。 明
代(南京话) 元代将近百年的统治使得传统的汉人的礼乐风俗、
语言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明太祖继位第二年，以唐宋
制度作为模范，恢复了科举制度，并立了儒学。明代以后，
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
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十五韵，失去了传统汉语的特
点;但是当时的语音距离唐宋的二百零六音韵体系甚远，明太
祖误以为宋代的《广韵》是出于江浙一带。于是即位第八年，
朱元璋命乐韶凤、宋濂参考典籍中的中原音韵和当时的南京
话，编著《洪武正韵》作为官方韵书。《明史·乐韶凤传》
记载：“八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
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因此，南京话也是
官话的代表之一。可惜的是，《洪武正韵》并未推广开来。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
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 在南方，
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方言也逐渐流行开来，并且以当地强
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一种流行的语言。比较流行的时明代全国
通用语南京话和地方通用语吴语。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
“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
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
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当时越剧、昆曲、评弹都以吴语文读
为基础。除了江南地区以外，岭南地区的粤语也因为当地经
济发展逐渐流行。有人指出，粤语实际上是唐宋北方徙民影
响当地更早期北方徙民的汉语而形成的，也是公认比较接近
宋朝标准音《广韵》的方言之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
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



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
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
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中
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在清
末，北京话的地位从官话提升到了国语，作为了全民通用语。
民国时期(国音、北京音)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
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
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普通话为的手抄报内容篇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
用的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规定：“国
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四条规定：“公民有学
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第五条规
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
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
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
字。” 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
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十三条规定：“提倡公
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第十四条规定：“广播、
电影、电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第十
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 《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
写和注音工具。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第十九
条规定：“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



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
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
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
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别情况进行培训。”第二十
条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招
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 ( 班级 ) 和其他教育机构，有
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
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
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四十九条规定：“民
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
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
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
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
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学校应当推
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
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
定：“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中，应当
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和各种活
动应当使用普通话。”

《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第六条规定：“扫除文盲教学应当使
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
通用的普通话。”



《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民族乡的中小学
可以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同时推广全国
通用的普通话。”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
台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
国通用的普通话。”

3. 推广普通话的方针和政策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86 年国
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
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
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提高全民普通话
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民族语言平等共存，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
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
教学的学校开设的汉语课程应当教授普通话，少数民族自治
地方需要使用汉语的场合要使用普通话。

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
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
用能力，另一方面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广普
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
通用语言，并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手抄报资料：推广普通话的宣传标语】

普通话为的手抄报内容篇八

下联：说普通话。



上联：乡音难离故土;

下联：官腔走遍天下。

横批：请讲普通话

上联：统一方言赞盛世;

下联：规范文字歌丰年!

横批;利国利民!

上联：五十年代初文字翻新;

下联：二十一世纪官腔横行。

横批：时代气息

上联：你聊我聊大家聊;

下联：天乐地乐华夏乐。

横批：普通话风

上联：同文同轨秦皇六合同盛赞;

下联：统音统韵今朝天下统一声。

横批：讲普通话

上联：一腔一调一个音;

下联：一板一眼一幅画。

上联：大力推广普通话;



下联：齐心协力奔小康。

上联：祖国语言美;

下联：请讲普通话。

上联：推广使用普通话;

下联：增强民族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