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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俄语教育的问题及对策

姜丹

黑龙江省黑河学院

[ 摘  要 ]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中俄两国教育领域的合作也得到了巨大的发

展，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而中俄合作办学则是教育领域合作成果的一大体现，然而在合作过程中，对于俄语教育却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

将对当前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的俄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及分析，并针对所出现的问题提供一定的政策，以更好地深化中俄合作办学，

提高中俄合作办学的教学质量，为培养优秀的俄语专业人才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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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中俄两国合作办学成果显著，根据俄罗斯教育部部长

柳德米拉 . 奥果洛朵娃介绍，2017 年俄罗斯有 150 所高校与中国

600 所高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签署了 900 多项合作协议，建立

了 8 所中俄高校联盟。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俄罗斯高

等院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其中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及专家，在

2014-2015学年达到10万9千人，其中联合办学学生占有一定的比率，

在众多专业当中，俄语专业仍是学生的主要选择，然而，目前在中

俄联合办学框架下的俄语教育却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高校对俄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当前

俄语教育中所出现的问题，并针对各种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

1 中俄合作办学框架下俄语教育所存在问题

1.1 中俄高校在教学“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与俄罗斯高校的合作办学项目大多数是 1+4，2+2,

或 2+3 模式 ,1+4 指的是在国内高校学习一年，掌握一定的俄语基础

知识，根据俄罗斯的语言水平标准测试，则需要达到对外俄语一级

的水平，后四年则将在俄罗斯合作高校完成学业，毕业后获得中俄

两国高校的毕业证书，2+2 模式及 2+3 模式，指的是在国内高校学

习 2 年，后两年或后三年则在俄罗斯合作院校完成学业，毕业后获

得中俄两国高校的毕业证书。

这种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学生在国内掌握一定的俄语知识，后到

俄罗斯院校继续进行教育，但是由于中俄两国教育制度、教育方式

及教学方法等原因，往往会造成双方在教育“交接”方面的不和谐，

比如每年众多中俄合作框架下国内高校派往俄罗斯高校进行留学的

留学生，大多数初到俄罗斯高校需要进行语言测试，在经过语言测

试后，按照学生实际的俄语水平进行分班教学，而由于学生在国内

习惯了知识型学习，不适应俄罗斯高校教师授课方式，或很多学生

由于在国内地域方面的原因，导致其语音面貌不好，发音不规范，

由于这些原因，很多俄罗斯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上偏重于简单的知

识，或直接从语音方面开始教学，这些都使中俄高校俄语教学在“交

接”方面出现了不和谐的情况。

学生在国内高校习惯了较为固态性、传统型、知识型的教学方式，

而俄罗斯的教育方式较为灵活，属较为开放式教学，因此，经常会

造成俄语教育呈现“夹生”的现象，导致学生在出现俄语语法知识

掌握不牢，虽然俄语口语流畅，但是在语言实践过程中经常会出现

俄语语法错误。

1.2 俄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俄语教学质量在俄语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目前我

国高校的俄语教学却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俄语教材更新缓慢，导致教学知识陈旧。相对于其他外

语语种来说，俄语属小语种，俄语专业教材、教学资料更新较慢，

很多高校俄语专业选用教材的内容较为陈旧，缺乏一定的创新性。

其次，教师教学理念更新较慢，教学方法单一。俄语专业师资

力量属新旧交替时期，很多年轻教师缺乏教学经验，而经验较为丰

富的教师缺乏创新性，教学过程中偏重对知识点的教授，而忽视学

生跨文化交际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最后，教学评价系统不够完善，目前学校教学评价系统多数形

式化，学生仅通过网络打分对任课教师进行评价，教学评价结果未

向教师及学生反馈，或反馈过于简单化，没有发挥到促进改进教学

的作用。

2 针对中俄合作办学框架下俄语教育存在问题的对策

第一，提高我国高校，尤其是中俄沿边地区高校对俄语教育的

重视，同时，加强中俄合作办学的教学管理，鼓励高校根据自身特

点及优势对传统的教学制度及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

第二，针对俄语教学方面。中俄合作办学院校双方应根据学生

及专业特点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合理确定每门课程承担的教

学目的，既要保证人才培养方面整体布局的合理性，又要保证教学

任务与课程内容的匹配性，同时，制定相对应的教学大纲，在教学

过程中，双方要严格按照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计划及教学大纲对学

生开展教学活动。

第三，加强对俄语专业教师的培训，激发教师的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专业教师的业务水平，力争在现有的基础上优化教学方法，

灵活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发挥线上教学优势，利用好多媒体技术以

提高俄语课堂教学质量。

最后，合理利用中俄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中俄两国教育资源丰富，

但是中俄高校在引进彼此优质教学资源方面进程却较为缓慢。引进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对所引进的优质教育教育资源建立共建、共享

机制和途径，对合作高校教师教育资源、文献、资料、教材资源展

开共享、对教学管理资源开展共享并对双方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等

资源共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能够较好地促进中俄两国高

校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更好地实现共享、利用，提高中俄高校优质教

育教学资源的使用率，推动我国俄语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尤其在中俄各领域加深合作的势

态下，当今社会对俄语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使我们必须正视当前俄

语教育，而中俄合作办学背景下的俄语教育是培养俄语专业人才的

一辆“直通车”，因此，我们应该正视并重视这趟“直通车”种所出

现的各种问题并作出及时的调整，以促进俄语教育的发展，为中俄

两国的各个行业培养出更为优秀的应用型俄语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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