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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婚姻登记程序简单，
新人填表、盖章即可迅速领证，
缺少仪式感，而这一场景有望迎
来大变化。

据 民 政 部 网 站 9 月 8 日 消
息，民政部、全国妇联近日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

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下称《意见》），提出探索开展婚
前辅导，提升结婚颁证服务水
平，建立地方领导、社会名人颁
证制度等举措。

关于婚前辅导，《意见》称：
将开发婚前辅导课程，编写

教材和宣传资料，在婚姻登记大
厅通过宣传栏、视频、免费赠阅
等，帮助当事人做好进入婚姻状
态的准备，学会管理婚姻，努力
从源头上减少婚姻家庭纠纷的
产生。

据悉，婚前辅导内容主要包
括宣传婚姻家庭文化、家庭责
任、沟通技巧、家庭发展规划等。

在提升结婚颁证服务水平
方面，《意见》要求，县级以上婚
姻登记机关至少设立一个独立
的颁证大厅，探索将颁证仪式引
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常
态化，通过引导婚姻当事人宣读
结婚誓言、领取结婚证，在庄重
神圣的仪式中宣告婚姻缔结，让
当事人感悟铭记婚姻家庭蕴含
的责任担当。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提出
建立地方领导、社会名人颁证制
度，鼓励当事人邀请亲朋好友共
同见证。

记者了解到，民政部相关负
责人此前曾表示研究推广结婚
登记颁证制度，上海、山东、湖北

等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多
年前就已开始推行免费结婚登
记颁证仪式，颁证员作为证婚
人，领读结婚誓词，并请新人跟
读，新人也可以邀请父母亲友参
加仪式。

在深化婚姻家庭关系调适
和离婚辅导方面，《意见》提出
探索离婚冷静期内对当事人开
展婚姻危机干预的有效方法和
措施，支持开展婚姻家庭社会
工作服务，面向社区积极开展
亲子教育、防家暴教育、生活减
压和社会支持等预防性专业服
务。

此 外 ，在 婚 姻 家 庭 建 设 方
面，《意见》提出，婚姻登记场所
设置婚俗文化墙或婚俗文化廊，
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婚姻家庭
文化展示厅、婚俗文化博物馆或
婚姻家庭文化教育基地。

《意见》还倡导，推广体现优
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组织举
办集体婚礼，倡导健康文明、简
约适度的婚俗文化。

据《人民日报》

记者 8 日从教育部了解
到，为完善教师资格准入办
法，吸引优秀人才到中小学任
教，教育部日前印发《教育类
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
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
方案》，对免试认定范围、师范
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等
作出明确规定。

实施方案明确，招收教育
类研究生、公费师范生的高等
学校从 2021 年起，可参加免
试认定改革。实施免试认定
改革的高等学校应根据培养
目标分类对本校教育类研究
生、公费师范生开展教育教学
能力考核，考核合格的 2021
届及以后年份毕业生可凭教
育教学能力考核结果，免考国
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部分
或全部科目。

方案要求，实施免试认定
改革的高等学校，根据师范生
教师职业能力标准，建立师范
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考
核制度包含培养过程性考核
和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

方案提出，实施免试认定
改革的高等学校要严把人才
培养质量关，对教育教学能力
考核合格的教育类研究生和
公费师范生，由校长签发《师
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并
加盖学校公章。《师范生教师
职业能力证书》有效期 3 年，
内容包含思想品德及师德情
况、任教学段和任教科目、有
效期起止时间等，由教育部统
一制定样式。 据新华社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网
络潮词的“正规化”也折射出网络语
言正全面走进现实语言生活。

朔州网友“有点甜”在微博话题
中留言：“不知何时开始，我们在表达
信心坚定时说‘不忘初心’，表达肯定
用‘点赞’，提醒他人出行注意安全说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截屏’
‘二维码’‘拼车’是生活必备……”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我国移
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 13.19 亿人。这
些网络流行语与日常生活的融合，来
自数亿网民每一次的敲击和点击。

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
况报告（2020）》中指出，如今网络语
言不再是当初网络达人的小众专利，
而成为众多网民共用、共有、共享的
语言产品。因其传播速度快、范围
广，如今的网络语言承担着信息传递
和人际互动的重要功能，如“宅家做
贡献”“隔离病毒，不隔离爱”等网络
语言在抗疫中发挥积极作用。

“此次网络流行词被收录进《新
华字典》，正说明以网络语言为代表
的‘亚文化’，已逐渐成为一种显性文
化，进入并影响社会公共生活。”李玉
萍说，在网络流行语真正流行时，早
已脱离了最初的语境，意义与内涵也
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改变，直至形成公
认的稳定意义。而流行语的价值，正
是在从线上到线下、从网民到全民，
不断创新语言表达的过程中产生的。

同时，网络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也
会进行自我净化，在传播过程中逐渐
融入日常人际交流，形成认同感。如

“给力”在应用中脱离了最初的语境，
仅保留了正能量的部分，其“加油鼓
劲”之意被广泛应用。但不可回避的
是 ，低 俗 、浮 夸 的 网 络 词 语 并 不 鲜
见。除了自身的净化，网络流行语也
需要被监管，取精华去糟粕才能走得
更远。 （刘聪）

据《山西日报》
制图杨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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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卖萌”“点赞”“截屏”“二维码”……8月首发的第12版《新华字典》增添了新词新义新用法，并

采用“纸书+二维码”的形式，更加贴近网络生活。这次“网感”十足的“上新”，体现了汉语旺盛的生命力，
也从侧面窥见时代变革、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不少网友表示，《新华字典》与时俱进，越活越年轻。

《新华字典》全面“上新”
用“初心”表达做某件事最初的愿望和原因，为

认可的人“点赞”，轻轻扫一下“二维码”完成线下支
付；为了绿色出行选择“拼车”模式……8 月 10 日，

《新华字典》时隔 9年再次“上新”，收录“初心”“点赞”
“截屏”等 100多个新词，还增补了“卖萌”“拼车”“被
会员”等 50个字词的新义新用法，生活中常用的网络
流行词有了依据。

9 月 6 日，记者来到太原市建设南路的新华书
店，摆放在二楼词典区域的新版《新华字典》颇受欢
迎。“我之前在日记里使用‘点赞’‘萌’等词语，爸妈
觉得不规范，现在新版字典收录了，我用着就有底气
了。”正在翻阅字典的三年级学生郭梓涵说，日记里
有了这些网络流行词，读起来就会更轻松活泼。

“这些网络词语，孩子们都爱用。”今年 65岁的
太原市民范伟民告诉记者，记得家里那本 《新华字
典》 是 40年前买的，1979年出版的第 5版《新华字
典》。“如今《新华字典》也历经多次更新，就像不断发
展的时代，为了能和儿孙们交流，咱也不能落下。”范
伟民说。

网络流行词走进《新华字典》，引发网友热议。
字典首发当天，微博话题#新华字典增添粉丝点赞等
新词#冲上热搜。网友们纷纷表示，《新华字典》也与
时俱进了，紧跟时代的步伐。

山西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玉萍表示，互联
网高速发展，催生“网言网语”，同时一些字词的意义
和用法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延伸，拥有新的内涵。而

“网生一代”深受网言网语影响，对于该类语言使用，
应有规范权威的标准。《新华字典》在汉语使用的规
范性上有着特殊的权威地位，收录网络流行语，正是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与时俱进、升级创新不仅体现在内容的更新上，
也体现在形式的变化上。第 12版《新华字典》首次实
现应用程序 APP和纸质图书同步发行，上线 3日，下
载量达 3086 万次。正文每页都附有二维码，用 App
扫码，就能收听字的标准读音、观看笔顺动画、查检
知识讲解等。此外，新版字典还首次使用冷激光打
码技术，通过一书一码，为读者提供防伪查询、物流
追溯、资源链接等增值服务。科技手段的加持，不仅
提高了读者使用效率，也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群体的
使用需要。

《新华字典》“上新”引热议，同时，词典以何种标
准收录网络潮词，对语言表达有哪些影响，也同样备
受关注。

9月 5日，记者对“国学二班家长群”“书声琅琅”
等微信群 500位网友进行调查，其中 4成对网络流行
词入“典”表示担忧。“醉沉风”表示：一些网络词汇实
用性不高，将其收录意义并不大。“椰林看海”认为：

“流行未必经典，语言需要时间的沉淀，现在将其‘正
规化’有些草率，《新华字典》应当保证收录信息的绝
对权威性与严肃性。”

其实，第 12版《新华字典》添加新词新义并非泥
沙俱下，收录词语和标准，都经过严格甄别思考。山
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安志伟分析，此次收录
的“点赞”“刷屏”“截屏”都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运
用十分广泛，并且具备一定的内涵，这些新词新义虽
源于网络，但已广泛应用于报纸、广播电视、文学作
品之中，因此它们的身份已经不是网络词语，而是语
言生活中新的常用词。

例如“点赞”，来源于网络社区的“赞”功能，以表
示对内容的赞同与喜爱，随着“点赞”在生活中的日
益普及，它开始被主流媒体使用：“人民日报头版点
赞山西”“为抗疫英雄点赞”……“萌”在 2011年第 11
版《新华字典》并未收录此新义，当时它还未进入大
众语言生活。而如今，萌娃、呆萌、萌经济等“萌”系
词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萌”进入了大众生活，便被收
录第 12版中，意为“稚嫩而惹人喜爱的”。

安志伟表示，那些经过若干年考查、仍然具有生
命力，且使用频率很高、分布面极广的新词新义新用
法才是网络潮词入“典”的秘诀。

网络用语
创新语言表达

网络潮词入“典”有标准

教
育
部
明
确
教
育
类
研
究
生
和
公
费

师
范
生
免
试
认
定
中
小
学
教
师
资
格
范
围

婚姻登记 将有大变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