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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同样为俄罗斯教师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在此种背景下，为了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需要，解决教师教育专业和职业“双重消极选择”危机，提升教师教育质量，培养适合俄

罗斯自身社会发展需要和国际市场需求的教育人才，俄罗斯通过强化教师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构建现代

化的连续的教师教育体系、制定现代化教师教育内容以及强化教师教育现代化保障机制等一系列的改革措

施，使得俄罗斯的教师教育现代化进入了深入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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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实现好

转以及国际化进程的深入为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

展提供了条件，并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时代发展

要求教育必须为社会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科技支

撑和人才支持，教师作为人才培养过程中知识传递

和能力培养的引导性力量，已成为俄罗斯教育现代

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成为新

时期俄罗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俄罗斯教师教育现代化面临的时代机遇

“转型-稳定-发展”是俄罗斯整体社会发展重

要的轨迹特征，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教育的改革

都是循着这个轨迹进行的。2000-2007 年，俄罗斯

的政治、经济形势基本实现好转，彻底摆脱了苏联

解体后的混乱与危机，新的价值理念初步形成，为

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标志着俄罗

斯的教师教育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

（一）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为俄罗斯教师教育

现代化提供了保障

首先，政治形势实现好转，宪政制度得以完善和

巩固，社会日趋稳定，为俄罗斯教师教育现代化提

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

通过加强中央权力以推动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加强总统权威以稳定政局，加强中央联邦制以调整

联邦关系，加强培育扶持政党力量以打击分裂势

力，打击寡头势力以维护国家主权，整顿宪法以明

确国家地位，打击腐败以维护国家权威等一系列强

力措施，初步实现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社

会动荡得以稳定，政治形势实现好转。

其次，经济全面复苏，实现恢复性发展，为教师

教育现代化推进提供了经济保障。在经济上，普京

政府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优先发展科技，建立有效

金融体系，积极推动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强

化对外贸易等改革措施，成功将市场经济纳入国家

①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1978-2014）”（15YJA880051）。

作者简介：夏辽源（1977-），男，山东平度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主要从事教育

管理研究；曲铁华（1962-），女，辽宁铁岭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现代教育管理·2018年第7期
师资管理

-- 62

DOI:10.16697/j.cnki.xdjygl.2018.07.011



新世纪俄罗斯教师教育现代化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发展策略

宏观调控之下，俄罗斯开始走出经济危机泥潭，进

入相对平稳的复苏增长时期。随着经济形势的持

续好转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国际债务问

题的根本性解决，俄罗斯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得以

提升，投资环境趋于好转，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能

力不断加强。这些都标志着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进

入到“恢复性增长”阶段。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复

苏，使国家可以有精力、有能力关注教育和社会文

化发展，从而为俄罗斯教师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二）博洛尼亚进程为俄罗斯教师教育现代化提

供了新的动力

俄罗斯通过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和积极融

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完

善教育体制和机制，不断提升教育质量，为其教育

人才培养和保证社会经济创新发展方面创造了条

件，同时也为俄罗斯教育实现与国际接轨、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打开了通道。2003 年 9 月，俄联邦签署

了《博洛尼亚宣言》，正式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俄罗

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对于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有

两方面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实现加入

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战略目标，俄罗斯高等教育就

必须在包括学位、学分、培养目标、培养质量等因素

在内的教育培养体制、机制上实现与欧洲的对接，

从而使得俄罗斯高等教育内部改革获得外部的推

动力。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与欧洲的

教育交流，使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获得了良性的发

展。俄罗斯出台了《俄罗斯联邦教育系统优先发展

方向》等包括学制、课程、认证、标准和评价等要素

在内的一系列教育改革行政法规、法令，并对联邦

教育法和《高等和大学后职业教育法》进行了修改

和补充，积极推动两级学位体制、学分转换、强化教

学质量保障、鼓励支持教师和学生参与国际流动等

教育改革。可以说融入博洛尼亚进程，推动欧洲教

育一体化空间建设，是俄罗斯高等教育适应新经

济、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一改

革过程中，教师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重要部分必然受

到博洛尼亚进程中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需要努力

调整自身与之相适应，这就注定其不仅不能游离于

外，更应在此次俄罗斯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起到重

要的引领作用。

（三）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为教师教育现代化提供

政策支撑和法律依据

新世纪以来，教育与科技的发展已经成为俄罗

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发展环节。俄罗斯联邦政

府和教科部连续出台多份法律法规来保障教育现代

化战略的实施。2000 年，《有质量的教育》成为俄罗

斯推行的《国家规划》中最重要的四个组成部分之

一，其任务是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教育的创新发

展；2002 年，俄罗斯政府颁布《2010 年前俄罗斯教育

现代化构想》，提出了关于教育现代化新阶段的发

展思路和具体措施，是俄罗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奠

基性文件；2005 年，俄联邦政府通过《2006-2010 年

联邦教育发展规划》，这是《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

想》框架下又一个关于教育发展的综合性文件，提

出了这一期间教育发展的重点问题和具体改进措

施，将改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完善教育质量评

价体系等问题，提上教育改革日程；2006 年，俄罗斯

发布《教育的创新发展是提高俄罗斯竞争力的基

础》重要报告，对教师教育现代化问题给予了高度

关注，阐述了当前俄罗斯教师教育发展现状及其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2008 年，

俄联邦政府通过《2012 年前基本行动方向》法令，将

根据劳动力市场的现代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的内容和

结构，提高公民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作为 2012 年

前教育领域的优先发展方向；2011 年俄罗斯通过了

《2011-2015 年联邦教育发展规划》，目的是确保提

供高质量的教育，使教育符合俄罗斯创新型社会发

展的要求；2012 年 5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关于

教育科学领域国家政策实施的措施》，目的是希望

进一步完善教育领域发展的国家政策，为经济创新

发展培养专业人才，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要尽

快通过最新版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为俄罗斯教

育现代化发展从律法层面提供保障；2012 年 12 月，

俄罗斯批准实施《2013-2020 国家教育发展纲要》，

其中《职业教育发展子纲要》部分明确提出职业教

育发展目标是加快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

程，提高俄罗斯的全球竞争力，并对职业教育的大

纲结构、教育内容和技术、继续教育体系和教育模

式等提出了现代化要求。上述系列政策的颁布和实

施使俄罗斯的教育发展成为其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推动其教育现代化的不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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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罗斯教师教育现代化面临的新挑战

（一）高中毕业生对教师教育专业的消极选择导

致教师教育优质生源不足的危机

高中毕业生对教师教育专业的消极选择是俄罗

斯教师教育面临的“双重消极选择”问题之一，进而

导致教师教育的优质生源不足，从而使得教师培养

质量提升缺少了前提和基础。

首先，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不足，导致教育机构

经费短缺，教师工资偏低甚至不能足额发放；其次，

由于预算经费的保障体系并不完善，中小学校的教

育经费多依赖于市级财政拨款，导致各地区教师工

资收入的不平衡。另外，相对于工资而言，俄罗斯

的教师还面临着繁重的工作。2011 年俄罗斯教师

平均工作量达到了每周 18 个课时，并且还在近几年

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在偏远乡村问题就更为严

重，有些老师甚至身兼数职。低廉的工资待遇和沉

重的工作负担使得教师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

望受到沉重打击。正是此种环境因素，导致俄罗斯

青年学生对于教师教育专业消极选择，特别是优秀

的、有发展潜力的学生选择教师专业的更是少之又

少。优质生源危机已经成为掣肘俄罗斯教师教育

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俄罗斯教育制度

中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二）师范毕业生对教师职业的消极选择，导致

教师教育效益低下

俄罗斯师范类院校普遍实施的是免费教育，国

家投入成本相对较高，但实际情况是俄罗斯在教师

教育上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教师教育低效的最

明显体现就是师范毕业生不愿从事教师职业，导致

国家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俄罗斯学者经过调查

发现，很多师范类高校的毕业生并没有选择从事教

师职业，而是通过补充教育方式转修第二专业，从

而到其他行业就业，能到农村中小学就业的师范毕

业生仅有 10%-20%。［1］2011 年 2 月俄罗斯联邦政府

颁布的《2011-2015 年联邦教育发展专项规划》也对

俄罗斯教育现存问题进行了描述：在一些联邦主体

内，工作 3 年以上还留在中小学的年轻教师仅有

1/6；师范院校毕业生只有 30%进入中小学工作；而

职业教育领域的师资情况更不乐观，初步计算可能

将减少 20%到 30%。［2］

工资待遇低下、劳动负荷过重和职业威望不足

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高中毕业生对教师教育专业

的消极选择和师范毕业生对教师职业的消极选择

这一双重危机问题，同时还导致了教师教育领域的

另外一个负面效应，即在职教师的流失更是对俄罗

斯教育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也使得俄罗斯教师教

育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三）师范生职业能力不足，教师培养质量有待

进一步提升

“教师职业的最重要的社会职能就是借助于教

育活动的过程和方式使得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形成

独立、创造和具有责任感的品质，并为其终身教育

的动机提供条件。”［3］俄罗斯的中小学生在掌握数学

和自然科学类课程能力方面已经具有较高水平，但

他们缺乏在实践中及各种活动中利用知识的能力，

包括表达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利用多方面的信息和

资源等方面的能力。［4］国际 PISA 知识测验结果也同

样显示出俄罗斯学生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实践

运用能力较低。这些现象表明，俄罗斯教师培养还

未能突破过去知识本位观的束缚，教师培养范式仍

受苏联时期教育习惯影响，教学过程过于强调教师

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对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不足，学

生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有待提升。

与此同时，由于教育环境分化日趋显著，特别是

全纳教育理念的深入，教师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学生

的心理生理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生对教

师和学校的各种不适应明显增加，同样教师对学生

的不适应也在增加。教师教育的知识本位价值取

向使得现行的教师教育职业目标定位过于偏向知

识的获得和理解，这与现代社会对于学生所要求的

人文精神、创新意识、个性培养等理念存在很大差

距，使得俄罗斯教师职业目标和家长的价值期待与

学生的价值取向还有相当差距。研究显示，有 25%

的学生可以归类为无社会能力群体，在认知过程和

活动中出现屏幕刺激依赖现象，对课文理解能力下

降。目前，学校情绪焦躁问题学生增多，心理疾病

学生也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在智商、高情、艺术

和体育方面的天才儿童也越来越多。这些都要求

教师要建立新的知识体系，要具有教育领域和心理

学方面的经验，包括与这些天才儿童和表现失衡儿

童打交道的能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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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能力缺乏还存在另一个原因，即过于

繁重的工作量剥夺了教师思考的时间。我们都知

道，反思性教学是现阶段公认的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的有效模式，通过实践与反思，实现教师教育能力

的巩固与提升。在俄罗斯，因材施教同样是教师教

育中理想的教学模式，但要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实现

因材施教理念，则需要教师仔细分析和考虑学生的

个性差异，认真策划教学方案，从而实现既定的个

性培养目标。而“个性化的学生培养模式”实现的

首要条件就是教师要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和分析自

己的教学实践过程，创新教育方法。但过度的工作

强度和经济负担，使得教师不得不为了自身和家庭

的生存而疲于奔命，有的教师为了增加经济收入甚

至还要去做兼职，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了生计

之上，从而剥夺了他们去思考的时间。

（四）教师教育发展现状脱离欧洲教育一体化战

略的现实

俄罗斯教师教育自身的独特性和局限性，使其

跟不上欧洲教育一体化战略的现实。博洛尼亚进

程是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环节，包含

教育的各个层面和不同领域，教师教育作为教育发

展的“母机”所在，更应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引领作

用。然而俄罗斯教师教育自身的独特性和局限性，

使得其师范人才培养并没有面向世界劳动市场。

特别是由于经费投入不足等原因，俄罗斯的师资培

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俄罗

斯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教师教育实践中的保守

性、低收入性、语言和文化差异等原因，俄罗斯的教

师教育还谈不到全球化竞争问题。”［6］另外，俄罗斯

大量中师院校等中等教师培养机构的存在及其与

师范大学的合作互动，也是俄罗斯教师教育所独有

的。这些中等教师培育机构并未能真正实现与高

等教师教育机构的良好契合，使得俄罗斯的教师教

育体系和培养质量并不能适应博洛尼亚进程，其培

养的学生距离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的市场要求，还

有较大的差距。

三、新时代背景下俄罗斯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

展策略

（一）确立俄罗斯教师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地位

俄罗斯的教育改革通常都会带有明显自上而下

的特质，俄罗斯教师教育现代化战略地位的确立同

样也是通过出台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来实现的。

俄罗斯教师教育现代化建设始于 2001 年教育部颁

布的《2001-2010 年俄罗斯连续教师教育体系发展

纲要》，其中明确提出了教师教育在俄罗斯教育发

展中的优先发展理念，突出了教师教育体系的基础

性、一体性、实践性、连续性和动态性特点；之后教

育部又于 2003 年出台了《2010 年前教师教育现代化

发展纲要》，提出要建立符合新世纪俄罗斯教育发

展的教师教育体制，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师资力

量；2006 年俄联邦教育发展国家委员会报告《教育

创新发展是提高俄罗斯竞争力的基础》中关于《俄

罗斯教师教育的根本现代化》部分则再次强化了教

师教育优先地位。至此，教师教育现代化理念逐渐

成熟并成为俄罗斯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

（二）构建现代化的连续的教师教育体系

为了进一步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完善连续教

师教育体系，2001 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发布了《俄罗

斯 2001-2010 年连续教师教育体系发展规划》，提出

构建包括中等教师教育、高等教师教育和高等后教

师教育及补充教师教育之间相互衔接的、连续的教

师教育体系计划，特别是为推动俄罗斯与欧洲教育

一体化进程，实现到 2010 年在成员国内互相承认大

学文凭及其他高等教育普遍标准的目标，俄罗斯国

家杜马于 2007 年 11 月，通过了在俄罗斯实施学士—

硕士两级高等教育制度的联邦法律，开始实行新学

制，但同时保留了五年制的俄罗斯高等教育传统

“专业人才培养”学制。至此，俄罗斯教师教育形成

了中等教师教育—高等教师教育—高等后教师教

育和补充教师教育的连续教师教育体系。为了保

证整个教师教育体系的连贯性，实现中等师范教育

和高等师范教育的有效衔接，提升教师培养质量，

俄教育部门还推出了“中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

一体化改革措施，采取师范大学与中等师范学校联

合的方式，组建中等师范学校与师范大学综合体，

双方通过制定相互衔接的教学大纲和教育内容、提

高中等师范学校教师能力、开展科学研究合作和学

术出版等方式，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同时，为了保

证教师培养质量，针对教师教育受大学综合化影响

而导致的逐渐边缘化和薄弱化趋势，俄罗斯提出了

保留和恢复部分师范院校的主张以稳定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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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进一步强化了教师教育体系的独立性和自

主性。

（三）制定现代化的教师教育内容

教师教育的人本化教育理念强调，教育不仅是

传授和掌握知识的过程，更是培养学生实现其个性

化发展的过程。教育为学生提供人本化发展条件

的同时还为其提供了个性化发展的基础。［7］教师教

育原本应为基础教育服务，引领基础教育改革。然

而，俄罗斯的教师教育在转型之初，却始终置于“追

赶式”的尴尬境地。由于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出现

了许多新型学校，为了能在新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这些新型学校纷纷对原有的教学计划和教育内容

进行改革，不断引进新专业知识，创新教学范式。

特别是 2002 年俄罗斯高中阶段实行侧重专业式教

学改革以来，对俄罗斯教师教育内容提出了新的要

求，新型的教师在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掌握

现代教学技能的基础上，实现由知识传授者角色向

管理者、组织者、促进者、设计者和合作者角色转

变。现代俄罗斯教师教育正处于一种由大量的实

验、创新、构建新范式和教学技术等诸多现代社会

变革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其主要任务之一就

是要提升教育机构的人力资源水平和职业素养。［8］

俄罗斯的高等教师教育国际标准，是国家对教师教

育的培养理念和目标选择，实际上就是国家和社会

对于当下以及未来合格教师要求的集中反映。2009

年 12 月，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颁布了第三代教师教

育国家标准，新标准根据教师职业活动的类型，在

教师教育内容上，分别就教育教学和文化—教育活

动两个方面能力提出任务要求。一方面，作为教育

教学的执行者，教师应具备因材施教的能力，与社

会、学生以及家长之间的交流能力，使用新教学手

段的能力以及学会反思教学、实现职业自我教育和

个性成长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师作为文化活动的

组织者，还需要学会创建良好社会心理氛围、组织

文化活动空间的能力，培养制定和实施文化教育方

案、普及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推广的能力。

（四）强化教师教育现代化保障机制

1. 完善教师引入机制，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2008 年 3 月，俄罗斯颁布的《2020 年前的俄罗斯

教育：服务与知识经济的教育模式报告》中强调指

出，俄罗斯将更新高校教师队伍，提高教师待遇。

2008 年 7 月总理普京签署通过《关于实施〈创新俄

罗斯的科技人才和科学—教育人才（2009-2013

年）〉国家目标纲要》政府决议，提出鼓励和吸引优

秀高校毕业生到俄罗斯普通教育机构工作的任务

要求。同年，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颁布的《教

育和创新经济的发展：2009-2012 年推行现代教育

模式》国家纲要中提出对教师和教育机构行政管理

人员实行兼顾其工作质量和成绩的薪酬制度，并将

月平均工资高于当地经济部门平均工资的教育工

作者所占比例纳入国家纲要重要的指标体系，预期

到 2012 年所占比例由 12%增长到 27%。2010 年 6

月，《关于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到俄罗斯联邦主体

的国立和市立普通教育机构工作的保障》法令获得

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通过，使得俄罗斯各联邦主体

都有机会挑选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各联邦主体所辖

的国立普通教育机构工作。

2. 完善教师培训机制，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是俄罗斯教师发展的另一

重要内容。俄罗斯现已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

教师进修体系，包括最高级别的国家教师进修学

院、次一级的各地区（联邦主体）进修学院以及最基

层的各城市所开设的市立教学法研究指导中心。

《俄罗斯联邦补充教育法》规定，教师教育的在职培

训属于职业补充教育范畴，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已

获得职业教育的人们技能等级和职业再培训水平，

从而促进其业务能力和创造才能的发展以及文化

水平的提高。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培养

质量，俄罗斯在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同时，不断强

化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的力度。

3. 完善优秀教师评选和奖励机制

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师职业的声望，吸引和支持

毕业学生到学校和教学机构等教育行业任职，俄罗

斯政府于 2006 年 2 月启动了“国家优先教育工程”

项目，旨在提高普通教育机构教师的工作效率。根

据该项目规划，每年平均将会有 10000 名最好的教

师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根据俄罗斯相关法

律的规定，普通教育机构中最好的教师将有资格获

得联邦政府的资助，他们必须具有高水平的专业技

能，并对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申请资格

上规定必须具有至少 3 年以上在普通教育学校工作

的经历，并且只是针对在普通教育机构从事教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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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教师，行政管理职务工作人员不在资助范围之

内，相关的财政奖励经费须通过竞争来获得。

2006-2009 年，俄罗斯联邦政府《教育优先发展

计划》先后为 57 所高校、9000 所创新学校、340 所

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提供了经费支持，奖励了

40000 名优秀教师和 21000 名卓越青年代表，超过 80

万名教育者每月获得班导师奖金。而在 2011 年，各

项措施的总投入达到了 1379 亿卢布，其中的联邦预

算超过了 542 亿卢布。

2010 年俄联邦政府连续颁布了《关于向优秀教

师颁发奖金的决定》和《关于举办评选优秀教师的

竞赛及物质奖励的规定》法令，目的是通过奖金等

物质奖励方式吸引优秀人才选择教师职业，稳定教

师队伍。具体内容包括：每年评选出 1000 名优秀教

师，奖励金额为每人 20 万卢布，每年教师节前发

放。另外，对负责班级管理工作的教师也实施补偿

性奖励，大约有 80 万名班主任每月能得到 1000 卢布

的补助。颁奖经费由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从联邦

预算中划拨给各联邦主体，再由各联邦主体的教育

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给教师，同时还可以在联邦层面

奖励的基础上向优秀教师发放地方性奖励，具体金

额由各地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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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portunities，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Moderniz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of Russia in the New Century

XIA Liaoyuan，QU Tiehua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imes has also brought about new challen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Russia has launched such measures as clarifying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establishing a modernized，sustained system for teacher education，formulating the content for

moderniz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reinforcing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moderniz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innovation，find out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of“positive choice”in both the major and the profession of teacher education，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us cultivate talents suitable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Russia and the deman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All these measures have therefore led to a new era for the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of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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