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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专业学生留学现状分析报告及国际化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 

——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

张春波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通辽 028000）

【摘 要】 近年来，中俄关系发展迅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专业俄语人才成为高校迫切的任务，
本文主要分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学生近年来的留学现状，从而探讨俄语专业国际化人
才培养模式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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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最大收获在于语音语调水平和口语水平的提高，还

有 78%的学生选择了国情文化知识积累的增加，而只有
34%的学生认为基础语言知识有所提高，认为翻译和写
作水平有所提高的学生人数更少。从数据中可以看出，

学生在俄学习期间，主要学习收获是语音语调水平、口

语交流能力、国情文化知识积累几个方面的提高。

究其原因，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是外语学习者的

“捷径”，因此，学生回国后口语和听力能力有明显的提

高。然而，相较于国内传统培养模式下的学生来说，他

们缺少紧张的学习氛围，没有接受系统的语法、文学、

翻译教学，导致这些学生的专业八级综合成绩并没有明

显好于国内学生。

1.2 学生学业发展分析
在学业发展上，俄语专业学生主要的选择有考研、

考取公务员或事业编、就业，其中就业方向可以大致分

为专业对口岗位和非专业对口岗位。留俄学生面临毕业

后学业发展问题时，选择考研的比例不超过 20%，应聘
专业对口岗位成为这些学生的主要选择。我们可以从学

习成绩上找到原因，留俄学生学习一年回国后，错过了

比较重要的高级俄语、翻译、写作等课程，加之国外学

习相对轻松、压力较小等原因，往往难以赶上国内学生

的学习步伐，而口语优势难以发挥。

2  联合办学成就及不足

刘利民教授曾指出：“我们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灵

活调整俄语人才培养的目标，构建覆盖面广、针对性

强、设置合理、规划科学的俄语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

文化视野开阔、知识结构新颖、富创新精神、竞争能力

强，熟练运用俄语语言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各类高层次、

国际化、复合型人才。”[1]面对时代要求，外国语学院院

领导与俄语专业教师们也积极学习、借鉴相关高校办学

经验，多次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农业大学代表开展座

面对新的时代浪潮，高校办学也必须与时俱进。内

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目前也正面临着时代

的挑战和机遇，积极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

符合时代需求的合格俄语人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2011
年，内蒙古民族大学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农业大学签

订合作办学协议，开始实行 2+1+1、2+2教学模式，近
十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专业招生就业情况保持良好；

整体办学水平明显提高。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到位的方面，

如教师交流不足、学生国外学习生活管理不足等。联合

办学的开展为俄语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成为我们摆脱局限性、更新教学理念、

超越传统教育模式的必要条件。为此，本文拟从俄语专

业学生留学现状、成就及不足、国际化专业俄语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思考。

1  俄语专业学生留学现状

近十年来，内蒙古民族大学共派出近百名学生赴俄

学习，超过俄语专业在读学生总数的 30%。每年由学生
提出留学申请，经国际交流学院审批后外派留学，学制

为一年或两年，其中 64%的学生选择了 2+1+1模式，备
考专业八级、考研和就业是影响学生选择的主要原因。

在参考学校学院官方资料的同时，本文也面向赴俄学习

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从学习收获、学业发展的角度对

学生的留学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1.1 学生学习成果分析
首先，对于俄语专业学生学习成果的分析，专业四

级和专业八级成绩是非常有效的参考数据。内蒙古民族

大学俄语专业近年专业四级考试过关率在 50%左右，大
三学年赴俄学习学生的过关率为 64%，可以看出留学生
平均成绩好于国内学生。留学一年回国学习的学生专业

八级首次过关率为 22%，与国内学生水平相差不大。
另外，在本文调查中，95%的学生认为自己在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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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并与齐齐哈尔大学等国内高校进行对外交流经验研

讨。在联合办学协议日趋成熟的同时，国内外教学环节

衔接、师生培训等方面工作的开展也逐渐走入正轨，可

以说，在国际化俄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上前进了 
一大步。

与此同时，联合办学模式单一、灵活度不足，人才

培养目标不够明确，课程设置缺乏地方特色等局限因素

也阻碍了专业发展，使得近几年俄语专业联合办学并没

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整个俄语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

目标的推进作用也并未有所增加。如何深化教学改革、

探索自己的国际化办学方向，充分利用国内外教学资源，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3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国际化专业俄语人才，是指立足专业基础知识，具

有较高的跨文化意识、国际视野，具备不断学习能力的

俄语人才，他们能够适应开放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人才

竞争。具体来说，也就是培养“品德 +能力 +素养”的
合格俄语人才。考虑专业纲要、学生水平等因素，我们

不妨借鉴前辈分析成果，将国际化专业俄语人才分为三

个层次：

（1）语言基础——技术型人才 =翻译（工作）：器
（知识）的层次；

（2）文化意识——学术型人才 =学者（考研）：智
（学识）的层次；

（3）精神境界——创造型人才 =大师（出国）：道
（思想）的层次。[2]

创造型人才拥有语言基础知识、言语技能、文化内

涵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是在达到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进

行深造培养，达到“国际化”的目标。

3.1 建立科学合理的专业课程设置体系
课程设置是培养学生语言知识和言语能力的基础，

是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用性计划。首先，要达到国际

化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教学中要实现知识和

技能并重，重视基础知识、文学理论、翻译技能等传统

课程。任何“高大上”的人才培养理念都离不开扎实的

语言基本功，没有稳定的地基，何谈高楼大厦。以内蒙

古民族大学为例，为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国内形势，

其每三年更新人才培养计划，俄语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与

时俱进，不断调整课程设置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同时

专业课学时压缩等问题也是一个挑战：基础课程学时不

足，增设新课程需要挤占传统理论课程学时。我们在设

置专业课程体系时，基础教学阶段仍要以基础理论和技

能课程为主，同时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网络教学手段，

调动起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改变过去“满堂灌”的教

学模式，有限的学时也许会收获更好的教学效果。只有

夯实基础知识和技能，学生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有足

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够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行走地更

加顺畅和长久。

3.2 丰富联合办学形式
联合办学是达成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

学生能够在更好的语言环境中接受语言教育，毕业时口

语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明显好于国内学生，然而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这些学生的专业八级整体水平并不占优势，在

语法词汇、翻译和写作中失分较多。另外，尽管他们具

有较高的口语实践水平，毕业时能够胜任较高难度的翻

译、商务工作，但是在学术水平、文化意识上有所欠缺，

直接导致这些学生考研难，其中大部分放弃考研，12%
的学生选择毕业次年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

究其原因，我们的联合办学形式较为单一，目的性

强，学生大多将可以拿证书、容易得学分等眼前利益

当做主要出国学习动力，使得联合办学显得越来越功利

化。除了增加学习强度、加强过程管理和考核，我们还

可以从制度入手，从根本上找到出路：将长期留学和短

期培训结合起来，将全日制学习和函授、网络直播课程

结合起来，将理论课学时和实习实训结合起来，将理论

课程和实践课程结合起来，使联合办学的形式多样、灵

活，因材施教，在保证学生得到更好的口语训练的同时，

又不缺少足够的文化内涵。这也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

调研。

达到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学生自觉的跨文化

交际学习意识并不容易，身处国际化的时代大潮中，我

们必须迎难而上，在教学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

探索，以培养合格的俄语国际化人才为己任，真正学有

所用、学有所成、学有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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