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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俄合作交流

不断深化，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加强，中俄两国在

贸易、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也越来越多。

因此现代社会对俄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中俄合

作办学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但与本科相比，目前

高职院校的俄语教学尚不能满足，社会对高职俄语人才

的需求。因此高职俄语教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

重视。1

1　高职中俄合作办学俄语教学现状

中俄两国从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在军事、航空、

机械、贸易、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开展了合作。而合作

办学作为一种重要形式，因此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开始

与俄方院校建立起合作办学关系，开展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积极为两国合作输送复合型人才。

2019 年，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俄罗斯萨马拉国

立交通大学合作办学。在全国范围内与俄罗斯高校合作

办学的同类型铁路院校还有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郑

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南京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柳州铁

路职业技术学院等。目前，高职院校俄语教学体系主要

使用俄语语言专业或者俄语二外的教材和教学模式。

2　中俄合作办的生源特点及学生学习特点

2.1 中俄合作办学的生源特点

目前中俄合作办学的学生生源主要分为三大类：第

一类是高考统招生；第二类是单招生；第三类是三校生。

第一类高考统招的学生占比最少，占整个班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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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四左右。有些班级甚至没有高考统招的学生。

这类学生，文化功底好，经历了高考的洗礼，有相对

较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学习能力较强。在班级

中一般情况下表现较为突出。这类学生大部分的诉求

是专升本或出国继续深造。在学习过程中这类学生容

易表现出自满情绪，学习不够踏实，如果老师不进行

正面积极干预，在专升本或出国考试中很有可能再走

高考失利的老路。

第二类学生是统招生，这类学生在整个班级中的占

比最多往往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根据以往的教学经

验可以发现，这类学生中也不乏优秀的学生，上课认真

听课，也会按时完成老师所布置的各类任务。但大部分

人对自己要求不高，上课遵守课堂纪律但往往“身在曹

营心在汉”对于课堂内容的掌握往往不到位，“上课只听

不问，考试六十分万岁”，老师必须经常督促鞭策，否则

成绩很难理想。

第三类是三校生，这类学生目前在班级中占比也较

少，他们没有上高中，而是初中毕业直接去了中职，再

通过单招，进入高职。这类学生和前两类学生相比，文

化知识薄弱，学习习惯和学生能力较差。偶尔也会有相

对优秀的学生，但大部分学习较为困难，上课需要老师

的额外注意。这类似学生往往只想就业，缺乏学习俄语

的动力。

2.2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学习特点

2.2.1 过度自信又容易自卑

部分学生高考失利后选择来高职学习，环境改变之

后，自身原本的学习习惯优越性很容易在零基础的俄语

学习中展现优势，再加上心理的优越性，刚开始这些会

给学习者极大的信心，促使他们对俄语学习更加感兴趣，

高职中俄合作办学工科学生特点及俄语教学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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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一些成绩，但久而久之，随着自身学习习惯弊端

的暴漏，这样的心理和自满的学习态度会影响他们的进

一步发展。而踏实学习的学生在不经意间迎头赶上，会

让他们的自信心不再，再次陷入怀疑和失败的漩涡中。

丧失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动力。

铁路类学校大部分是理工科学生，他们原本大部分

人的英语相对薄弱，很多人甚至对英语学习产生恐惧和

厌倦心理，作为同样是外语的俄语，在没有学习之前，

就在心理上建起了高高的围墙。产生害怕、畏惧甚至是

抵触心理。

2.2.2 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

高职学生大部分没有好的学习习惯，“上课翻书，

下课合书”。下课不预习不复习。偶尔有特别勤奋的学

生，也只是“死学”。学习效率低下，不会总结，不会

思考，学习效果甚微。只能掌握老师反复强调的内容，

不能创造性学习，学习缺乏主动性。有的学生在高中、

中职完全不学习。上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拿到文聘，找工

作。没有学习的习惯和方法。除此之外，铁路类学校，

更加重视专业课和技能学习，俄语的学习资源相对匮乏

和学习环境不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3　俄语教学对策分析

3.1 俄语课堂教学对策分析

高职中俄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都是零起点的学生，

俄语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存在。在最开始阶段，面

对全新的学科学生们都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课堂上

比较配合老师。但是随着新鲜劲的退却，俄语纷繁复杂

的语法和大量的单词让学生们感到困难重重，学习热情

大大减退，很多人渐渐丧失了学习俄语的兴趣和信心。

因此一般老师在学期过半的时候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

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只是机械的跟

读音组，背单词，读课文句子，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也无法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老师需要根据教材内

容及学生特点，在课堂上采取更加丰富的教学形式和教

学方法。以“实用为主，够用为度”为教学指导理念。

才能够培养出会外语，懂专业的高素质铁路人才。

3.1.1 重视兴趣培养，创设俄语学习氛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生学习的内在推动力。

作为零基础的俄语学习者，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之处都抱

着很大的热情。老师在教学环节中注意保护和培养学生

对俄语的兴趣。把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放在首要位置。

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建立良好、平等的学习环境和轻

松、愉悦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多开口，看到每个学生

在学习中的进步，多鼓励多表扬。可以制作特定的俄语

印章，对上课积极表现好的同学盖章奖励。多向学生分

享俄罗斯的奇闻轶事，风土人情。定期在班里欣赏俄语

歌曲，俄语电影，俄罗斯名著等。另外还可以在平时教

学中讲述俄语的就业前景、社会对俄语人才的需求，以

及自己身边朋友、同学的就业状况和发展情况。让他们

感受到学习俄语大有用武之地，对未来的求职就业也有

更加清晰的规划。让学生们真正的喜欢俄语。

3.1.2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时刻把握学生主体，老师主导

的原则。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在“说中学，

在用中学”。在教学中利用第三方平台，如”智慧职教

“中的“摇一摇”、“头脑风暴”“讨论”等活动，丰富课

堂环节。在视频网站中找与教材内容类似的短片，练习

学生的听说能力。为学生提供实践情景，以任务的完成

为检验结果，任务驱动。如在学习名词六格时，请学生

在图书馆、教室、宿舍、食堂等不同校园生活场景编对

话并拍摄视频。尽可能多的用到名词六格。并能让学生

在语言活动和实践中掌握语言知识点，培养学生的俄语

运用能力。

高职院校使用的俄语教材大多是本科教材或者二外

教材，如《走遍俄罗斯》、《大学通用俄语》等。现在市

面上没有现存的针对高职的教材，更找不到针对铁路类

高职学校的教材。本科教材对高职零基础的学生来说难

度较大，实用性较低，针对性不强。但是本科教材系统

性强，可以在短时间用较短的课时建立完整的语法体系。

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对教材进行整合处理，以

课本为主线，面向市场需求，选择一些更加贴合专业，

实用性较强的内容补充到课堂教学中来。

3.2 俄语课外学习对策分析

学习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在课后，也

需要大量的复习和巩固，但是高职学生大多数缺乏良好

的学习习惯，想让学生们在课后再去重复枯燥语音发音，

练习繁杂的语法规则、记忆海量的单词是很难的。因此

如何科学的调动学生们课后的学习积极性对于学好俄语

也至关重要。

3.2.1 以赛促学　激发兴趣

俄语手写体和印刷体的区分是俄语学习的第一个拦

路虎，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掌握俄语手写体，只靠课堂

时间是完全不够的，因此可以和学生的二课活动相结合，

建立俄语学社，在学习的不同阶段举办不同形式的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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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以赛促学，形成追赶超越的学习势头。在学习俄

语的初期，举办“俄语书法大赛”，赛后对取得优异成绩

的学生进行奖励，点燃学生课后练习俄语书写的热情。

另外枯燥海量的单词记忆也是阻碍学生进步的一大绊脚

石，单词记忆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举办“单词

拼写大赛“，一定程度上也能对学生记忆单词起到督促

作用，同时还可以举办“视频配音比赛”、“朗诵比赛”、

“俄语歌曲大赛”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比赛，也

可联合兄弟院校共同举办比赛，相互交流学习。

3.2.2 任务驱动　以演促学

高职学生受新媒体影响，大多喜欢拍视频、表现自

己，动手能力强，精通各类视频处理 app 的使用。如果

将俄语学习和他们的兴趣爱好结合，往往会得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在教学实践中，可以布置教学任务，让学生

在校园生活场景中，拍摄而与对话视频，并上传到自媒

体平台，也可在课堂上展示，一方面满足了学生的表现

欲，又学习了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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