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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 
 

   沪语测〔2021〕1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 

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各高校、区语委办：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进

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提高当代学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

用水平，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

于做好本市在校大学生和中职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

（沪教委语〔2008〕4号）、《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工

作的通知》（沪语委〔2009〕11 号）要求，本市各高校、中职校

稳步实施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并取得了良好成效。现就进一步

加强本市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测试对象 

本市大学生、中职学生在校期间享有一次免费测试的机会，

2021 年，享受免费测的对象为本科 2018 级、高职高专及中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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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级学生，今后依次类推。 

学生自行报名参加测试的，需按照本市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

缴纳测试费。 

二、组织管理 

在校大学生和中职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由上海市语言文字

水平测试中心（简称市语测中心）负责实施。各高校和各区语委

办在市语测中心的指导下，分别负责大学生和中职学生测试的报

名、培训、考场管理等工作。 

三、经费管理 

测试所需经费由市教委和各高校、区语委办共同承担。市教

委承担市语测中心的测试组织费用，以及高校、区语委办的报名、

考场组织管理等费用；各高校、区语委办承担测试场地、机器设

备及其他相关费用。 

四、工作要求 

（一）根据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关于

做好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系统新版本推广有关工作的通知》（国

语普测〔2021〕3 号）要求，2022 年底前，各省需完成新版国家

普通话水平测试系统的升级工作，市语测中心将指导各高校、区

统一做好升级工作。 

新版系统在底层服务上统一了全国的测试信息管理版本，支

持考生在线报名缴费、打印准考证、查分验证等功能，同时增加

了人脸识别、声纹对比等防作弊系统，以期最大程度避免考生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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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等作弊行为。从试点效果看，系统整体稳定、可靠，提升了测

试效率，网络信息安全更有保证。 

按照通知要求，各考点须引入科大讯飞公司基于生物特征识

别技术（人脸识别及声纹识别）开发的“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信

息采集系统”，解决替考作弊问题。 

（二）各高校、区应定期做好测试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做到

专机专用，确保测试平稳实施。硬件要求：Windows 操作系统(win 

xp,7，8，10，旗舰版或者专业版)，硬盘 500G 以上，科大讯飞

HS500考试耳机。 

（三）各高校、区均应采用网络版测试系统，有条件的单位，

可建立“专用测试室”，以提高测试效率和测试质量。 

（四）借用其他单位考点组织测试的高校、区，应与出借方

签订合作备忘录，明确双方职责。 

（五）各高校、区按年度向市语测中心预报学生测试数量（一

般在前一年的 10 月份），并于测试日 30 个工作日前在管理系统

上提交申请，经市语测中心审批通过后，方可建测试任务。 

（六）各高校、区应严格落实测试工作规程，主考、副主考

等各岗位人员必须到岗到位，各司其职，严肃纪律，严格管理，

确保测试现场平稳、有序。 

（七）各高校、中职校要加强普通话水平测试测前辅导，聘

请具有市语测中心辅导员资质的教师进行培训，确保培训规范、

有效。 



4 
 

各高校、区语委办要将这项工作纳入语言文字工作常规内容，

明确测试工作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落实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

测试必需的场地、配备相应设备及网络，落实专人负责测试系统

操作与安全，做好测试的各项组织工作。各区语委办要加强对中

职学校测试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管理。 

各高校、中职学校要高度重视在校大学生和中职校学生普通

话水平测试工作，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师生对依法推进普通

话水平测试工作目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发动学生全员参加测

试；要将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和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纳入

学校教育教学和学生技能训练的内容，切实加强教育与培训，提

高学生的普通话应用水平。 

 

 

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 

2021 年 9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