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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赫哲族与俄罗斯那乃族小学校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 
黄  菊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摘要：俄罗斯那乃族与中国赫哲族本是同源。清朝时期，因签订不平等条约，被沙皇统治，改名为“那乃族”。梳理对赫哲族

和那乃族小学校的发展历史进程是研究两个民族小学校发展的基础。在此之上，按照历史时期对两个民族的小学校的发展历程进行

对比。通过对两个民族小学校历程的对比，进行了反思，小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置改革对当今社会小学校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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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那乃族与中国赫哲族本是同一民族。由于中俄《瑷珲条

约》、中俄《北京条约》的两项条约的签订，使得一部分世居黑龙

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原属于中国境内的赫哲族被划归为沙俄的

管辖区，居于此地的赫哲族人也一并划入俄国，被称为“那乃族”。 

一、中国赫哲族小学校发展的历史进程 

赫哲族目前主要聚居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八岔

赫哲族乡、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抚远县抓吉镇以及佳木斯市郊区

敖其五个地区。 

（一）清朝的赫哲族小学校 

远古时期，赫哲族同其他民族一样没有学校之类的正规教育机

构。教育主要是在生产劳动和口头说唱中实施。在可以考察的史料

中，赫哲族的小学校发展可以从清朝的八旗官学说起[1]，八旗官学

的受众范围非常小，能够入学的学生有限。 

在之后的百余年间，是非正规的私塾教育。清末，“废科举、

兴学堂”，光绪 33 年在松花江南岸的赫哲村落赫哲人自己创办了本

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此后又在临江州、富克锦设蒙小学堂，

在松花江沿岸的大屯、嘎尔当及乌苏里江沿岸的西通等地设立过小

学校，[2]然而，当时能够读书的赫哲族学生很少。 

（二）民国时期的赫哲族小学校 

中华民国建立初，赫哲族的聚居地建立过小学校，但最终被撤

销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间，在街津口、抚远县都成

立了小学校，这些学校的入学的赫哲族学生不足二十人。民国末期，

赫哲族的聚居地被日本控制，赫哲族聚居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许

多赫哲族人被迫弃学。1945 年，东北全境解放时，有的赫哲族小学

校已经停办。 

民国时期，赫哲地区小学校建制始终实行 6 年修业制，适龄儿

童均可以入校学习。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赫哲族的小学

校几经波折，发展速度缓慢。民国时期赫哲族小学校能够受教育的

人数不多，教育内容有局限，但打开了一部分赫哲族人的视野，并

为以后学校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建国后的赫哲族小学校 

建国后，中国在赫哲族聚居地陆续建立赫哲族小学校，街津口

最先建立了赫哲族小学校。1949 年街津口村群众集资创办解放后第

一所村办小学，这所小学的建立了打破了当时没有赫哲族女学生入

学的局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 1966 年至 1976 年间学校几经反

复，但依然继续努力办学，直至 1977 年恢复正常办学。恢复办学

后，学校进入稳步发展期，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1990 年街津口小学校开始规范化建设。 

建国后，赫哲族小学校依然实行六年制，适龄儿童均可以入校

学习。各赫哲族小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于所在的赫哲族乡、镇、村、

区的赫哲族儿童。各赫哲族小学校发展历经波折，如今发展稳定，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传承赫哲族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 

二、俄罗斯那乃族小学校发展的历史进程 

俄罗斯那乃族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地区, 集中居住于阿穆尔

州、哈巴罗夫斯克及萨哈林岛等地。苏联苏维埃远东边区执行委员

会主席团 1934 年 6 月 21 日颁布的行政命令确定那乃区行政区划。

行政区的行政中心是特罗伊茨科耶村，行政区下辖 14 个乡村居民

点。 

1.沙皇时期 

沙皇俄国占领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后,政府为了便于殖民统

治,保护土著人的生活方式。[3]1858 年沙皇俄国为加强对那乃地区的

统治，制定了相关政策吸引国内移民迁至那乃族所居的阿穆尔和滨

海地区，沙皇俄国于 19 世纪 60 年代在那乃地区采取教育普及。但

在十月革命前，在那乃人分布地区,一共只有所学校南信、托尔贡、

昆东学校等。 

2.苏维埃时期 

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苏俄政府就把北部边远地区那乃等小

民族的教育放到重要地位,其中包括那乃族。苏俄政府投入了大量财

力、物力和人力,开办了各种小学校。由于小民族居住分散的，各类

学校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寄宿小学校。那乃人的儿童进入寄宿学校后,

远离家庭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掌握俄语，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阿穆尔州工作的Александра П

етровна Путинцева建立了第一个那乃语字母

表，并且建立了幼儿园和学校教儿童和成人识字、算数等。1932 年

《新路》的问世使得那乃族的孩子们和好学的成年人开始使用那乃

族文字学习文化[4]。苏联卫国战争前，那乃人已普及小学教育。 

苏联是世界上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小民族开办小学校。自此，那乃人开始掌握

俄语，接受现代文明，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3.俄罗斯联邦时期 

那乃区行政村特罗伊茨科村建设有两所小学校，其中一所设置

有那乃族语言课程，村里建有小型历史博物馆。靺鞨村中心学校建

有科学系统的那乃族语言教学体系，靺鞨村中心学校是一所多民族

学校，学校规模很小，学生不到百人，除了那乃族，还有俄罗斯族、

乌尔奇人、达斡尔人、费雅碦人和韩国人。 

俄罗斯那乃族生活地区是 11 年免费教育，对那乃语保留极为

重视，孩子们在小学阶段都学习那乃语, 同时还开展各种丰富多彩

的活动, 确保本族语的可持续发展。[5]那乃族的小学校在民族文化的

传承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俄罗斯那乃族与我国赫哲族小学校发展历程的比较 

1912 年以前，赫哲族受清政府统治，在赫哲族所住区域开展了

少数可供儿童入学的小学校。1917 年以前，那乃族在沙皇政府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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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下，在那乃族所居住的区域也建立了小学校，但建立的学校数

量很少，很多居民不愿意送孩子去上学，学生的人数很少。总的来

说在这一时期赫哲族和那乃族的小学校并没有得到有效发展。 

1917 年苏维埃政权成立，在这之后的七十余年里那乃族都在苏

维埃政府的统治之下。在这一时期苏联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

也为那乃族小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俄罗斯自 1917 年开

始普及教育，受苏联政府支持不断进行教育改革，加之苏联政府对

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视，那乃族所居住的地区相继建立小学校，小学

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那乃族在三十年代开始出现了那乃文，更是

为那乃族小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助力。那乃族在 1941 年卫国战争开

始以前便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而在这段时间里，赫哲族的小学校

发展历经波折才稳定下来。从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三十几年里，赫哲族聚居地的小学校反反复复

建立。到 1941 年末、1942 年初，赫哲人被日本侵略者强行归部落

后，赫哲族小学校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很多赫哲族小学校在动乱中

停办。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而俄罗斯

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猛，且重视教育的发展。这样的社会背景导

致那乃族的小学校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都要高于赫哲族。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赫哲族的小学校开始得到发展。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间，各赫哲族聚居地陆续

建立小学校，但是依然受社会制约，发展缓慢。1978 年中国改革开

放以后，赫哲族小学校的发展发生质的飞跃，赫哲族小学校稳步发

展。自 1978 年起，赫哲族小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不断得到提

升，逐渐实现了规范化管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改革开放，直

至 1991 年以前，那乃族都在苏联政府的统治之下，在苏联普及义

务教育以后，小学校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发展，教育改革的重点逐渐

转向职业院校和高校。那乃族小学校在系统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稳

定的发展，受政策影响，在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上

不断进行改革。在这四五十年间里，赫哲族小学校不断发展，由落

后不断走向现代化；那乃族小学校也始终保持着发展。由于新中国

成立之前赫哲族小学校的落后，这一时期赫哲族的小学校显然发展

速度要快一些。 

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赫哲族小学校相继开设了民族文化课

程，编写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那乃族小学校也极重视文化的传

承，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教学活动。可以说进入 21 世纪以来，两

个民族小学校发展稳定，在教学上不断进行创新，将民族文化融入

教学之中。此外，两个民族的小学校也开展了交流活动，坚强了民

族间的交流，为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友好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结果分析 

中国的赫哲族与俄罗斯的那乃族是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而两

个民族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国家，经历年的变迁后，两个民族的民族

文化发生了有着较大的差异 

（一）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在苏联成立以前，那乃族的小学校全都设在多烟、脏而黑暗的

房子里，学校设备简陋，居民不愿把孩子送到那里。而在苏联成立

以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那乃族小学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保

障，居民开始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中国赫哲族小学校在基础设施

的建设上也做了巨大的努力。从土草房到砖瓦房，教学环境不断改

善。目前的八岔小学校，校内设有多功能教室、图书馆、医务室、

档案室、综合实验室。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小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环境，

好的教学环境更有利于教学活动的进行，好的教学环境也保障着教

学质量。加强赫哲族小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为赫哲族儿童

提供了稳定的学习场所，在此基础上也保障了赫哲族小学校的长久

运行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可以看出，那乃族的小学校发展在苏联时期就得到了重视，发

展的要比赫哲族小学校早。在教师队伍的培养上也是如此。早在

1932 年,北方民族师范学院在哈巴罗夫斯克成立,就培养了大批那乃

族教师，卫国战争后，培养教师的速度更是加倍。从 2007 年起，

俄罗斯开始实行教师分配改革，教师的工资由学生对教师所教科目

的评价、教师班级管理情况、该教师所教科目学生通过考试的数目、

家长对其投诉的数量，等等决定。新的教师制度能够吸引更多的年

轻教师到中小学校工作，并激励他们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工作[7]。中

国自建国后也不断重视小学校教师的发展，在教师数量、质量上都

有了巨大的提高。2004 年是街津口小学校的教师人数达到了 34 人，

其中包含教师 21 名，少数民族教师 13 人。赫哲族聚居地各个小学

校，在改革开放后，也开始注重教师素质的提升。街津口小学校从

1991 年开始，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开展各

类听课和大连教学基本功活动，提高了全校的教师业务水平。小学

校的发展离不开小学教师的支撑。提升小学教师的素质，能够保证

校小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三）重视特色课程建设 

重视课程设置是加强教学计划实施的重要保证课程是学校办

学质量的最好体现。那乃族小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一直保持着民族的

特色，赫哲族小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也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

赫哲族虽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是语言保留至今，其服饰、音乐、

体育文化也一直流传至今。中国的赫哲族小学校近年来也开设了语

言、体育、音乐、历史等多项课程，不仅丰富了课程内容，也营造

了浓厚的民族氛围。重视课程建设是发展赫哲族小学校的有效途径

之一。不管是赫哲族小学校，还是那乃族小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小学校的发展提供保障，教师的质量和课程的有效实施是小学校

发展的动力。为保障赫哲族小学校的长久发展，中国应该大力培养

赫哲族教师，保障赫哲族文化的传承。此外，不断重视校本课程的

开发也很重要，校本课程对赫哲族来说是小学生了解、学习赫哲族

文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姜洪波．解放前赫哲族的学校教育［J］．黑龙江民族

丛刊，1996(4):97－103． 

[2] 穆林.赫哲族教育史略[J].民族教育研究,1992(01):76-81. 

[3] 何玉芳. 赫哲族、那乃族文化变迁比较研究[D].中央民

族大学,2007. 

[4] 舒巍．那乃区及那乃文字初探［J］．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3，( 4) : 137． 

[5] 魏春洁,崔玉范.从传统到现代:俄罗斯那乃族的文化变

迁[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1(09):150-151. 

[6] 刘帅东,李伟佳.街津口赫哲族基础教育的现状、问题与

对策[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04):88-91. 

[7] 牛永红.俄罗斯中小学教师工资将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挂

钩[J].比较教育研究,2008(1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