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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century, as the country development is stable gradually, the Russia education is in the 
stage of full reform, and gets some achievements. One of the achievement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e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riter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2004. The high school’s humanity curriculums show 
four features, the first is the curriculum concern students’ lives in order to meet with the need of the society; 
the second is the curriculum show characteristic education based on students; the third is starting multicul-
tural education so as to keep the nation culture integrity; the last is emphasiz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 
the globalization. So, they become four important value orientations for humanity courses in Russian secon-
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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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整体发展局势的日趋稳定，俄罗斯教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

阶段，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俄联邦于 2004 年颁布了《普通教育国家教育标准联邦部分》，其人文类

课程标准体现出了新的特点。适应社会需求，关注学生的发展；以人为本，贯彻教育个性化思想；开

展多元文化教育，增加民族文化的包容性；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四个方面成为俄

罗斯中学人文课程的核心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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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俄罗斯逐渐摆脱社会动乱的困境，国家

经济稳步向前发展，社会建设步入新的阶段。教育作

为社会建设的一方面正在向全面现代化方向迈进，课

程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政府于 2004 年通过了《普

通教育国家教育标准联邦部分》（以下简称《国家教

育标准》）。普通人文类课程标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对俄罗斯人文教育做了新的诠释，本文主要依

据《国家教育标准》中的《经济学》、《文学》、《法律

学》、《历史学》等普通人文类课程标准文本，对课程

的人文化、个性化、多元化、国际化等内容进行探析，

以揭示其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 

1. 适应社会需求，关注学生的生存 

顺应时代发展，为社会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已成为

学校教育的重要价值取向，课程作为教育的核心要

素，是最能体现这种取向的。俄罗斯中学人文课程标

准贯彻新的教育理念，课程目标侧重培养学生生存能

力，课程内容贴近现实生活，具体表现为培养学生的

注：本文系国家“211”工程项目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深化与教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教委[2009]01）系列成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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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确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1.1. 培养学生的自我确定能力 

自我确定能力是个性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品质，也

是学生适应全球化社会所必需的能力。培养学生客

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自我，并对自身做出正确定位

的能力在政治文化处于行为失范和无序的俄罗斯社

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教育标准》对初、高中阶段“培养学生的

自我确定能力”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初中阶段教育的

总体标准是培养学生自我认识、自我确定的能力，激

发学生选择生活和职业道路的意识；高中则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要求学生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学习成绩，

确定自己的立场，并在自我评价的同时考虑周围他人

的意见，校正自己在周围环境中的行为，确定对现代

生活的态度，选择未来生活和职业道路[1]。根据标准，

学生应该学会站在各种立场，诸如经济、法律立场客

观评价自己的行为，并能做出正确的定位。具体而言，

高中经济学、法律学课程对这一能力做了详细描述，

《经济学》要求毕业生达到以下目标：学生要学会从

社会准则、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对待社会和政治生活

事件并能评价自身的经济行为，运用所获得的经济知

识来确定自己在具体经济环境中做出合理的选择[2]。

而《法律学》则把“能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评价发生

的事情和自己的决定”作为评价合格毕业生的一个标准[3]。 

1.2. 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转型给国家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对

俄罗斯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俄罗斯向经济市场化、

国家法制化转型的现实下，社会的变化要求学生具备

基本的法律意识和经济素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随着国家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并逐步与国际化

接轨，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教育

就逐步进入了俄罗斯人的视野，俄罗斯国内许多学者

一致认为，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不仅要提高专门人才

的经济学素养，而且更要提高国家未来建设者——中

学生的经济学素养[4]。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

就开始重视对青少年实行经济教育，并将其逐步写入

国家课程标准的内容中，时至今日，俄罗斯中学遵循

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加强对学生的经济教育。高中

《经济学》的课程目标有两个，一是要传授给学生基

本的经济知识，发展学生的经济思维，会批判性地运

用经济知识来确定具体情境中的问题，并予以解决；

二是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标准指出，学生们

需要的知识不是如何当一名企业家，而是一些最基本

的经济知识，他们需要知道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

如何在未来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 

法制教育是公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直接关

系到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如今俄罗斯中学对学生

实行的法制教育，已不同于苏联时期讲授法律知识、

阐明法律守则，而是更多地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以使

学生形成明确的社会道德意识，提高他们的法制观

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法律思维，用法律指导社会行

为。《国家教育标准》在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方面也

做了一些规定，着重强调法律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

义，重视法律在民族理解和国际交流中的作用[1]。在

标准的指导下，初中《社会知识（包括经济和法律）》

课程标准的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在接受信息（包括经济

和法律）过程中形成道德和法律文化、经济思维方式
[5]。高中《法律学》对课程目标提出的要求是，“学

习法律课程旨在达到发展青少年早期的关于政治和

法律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尊重法律和法律秩序的目

的。”[3] 

2. 以人为本，贯彻教育个性化思想 

当今俄罗斯的经济体制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型为

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强调个性的自由和张

扬。《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将

“培养个性化的公民”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提

上日程，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个性化思想”成为教

育的一个重要理念贯穿于课程标准中。《国家教育标

准》指出，个性教育是学生发展的基本手段，基础学

校的课程目标在更大程度上与学生的个性发展有关，

要重视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培养学生基本的社会适

应能力，而不能仅仅关注学习成绩[1]。至此，丰富学

生的精神生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成为课程标准

中极力强调的问题。 

2.1. 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 

俄罗斯在历经转型的过程中，青少年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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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等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他们的精神生活

将经历一个关键的时期，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促进

学生和谐发展的任务迫在眉睫。 

历史、文学等人文课程是丰富学生精神生活的重

要课程。它能增长智慧，开阔眼界和胸襟，提高学生

的精神境界和人文素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和信念。初中《历史学》课程标准指出，历史课程的

价值目标在于让学生在思考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

自己的历史观和信念，并据此判断历史事件[6]。此外，

底蕴深厚的俄罗斯文学遗产是充实学生精神生活的

另一资源。俄罗斯学校历来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学素

养，注重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感情与态度对学生精神

世界的影响。针对文学作品的这一影响功能，高中《文

学》课程标准对其学习内容做了调整，要求课程向学

生展示一系列的著名文学作品，将优秀文学作品里蕴

含的精神财富渗透到学生的精神世界中去，学生从不

同的文学作品中体会不同的精神生活，并对作家艺术

世界给予整体评价[7]。 

2.2. 关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社会逐步趋于稳定，国家

正在大刀阔斧向全面现代化方向迈进，然而，社会转

型时期国家“休克”式的停顿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在

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引起了政府的“大国危机意

识”，加大了国家的竞争力度。事实上，国家之间的

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核心是创新能力的竞

争。因此，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成为俄罗斯的重要教育

目的。 

2000 年颁布的《俄联邦教育发展纲要》对教育目

的做了如下表述：“纲要主要目的，使教育系统的发

展有利于造就和谐发展的、有社会积极性的、有创造

性的个人。”[8]在这一表述中，纲要将“造就有创造

性的个人”摆在突出的位置，同时也为国家课程标准

指明了目标培养的方向。《国家教育标准》以“培养

学生即兴创作的能力”作为高中阶段的培养目标之

一，并要求学生会运用不同的方法，包括运用多媒体

技术实施独创的设想，创作自己的作品等。为落实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标，高中《历史学》课程

更新了学习内容，课程标准要求学习内容强调以下几

方面，(1) 要求学生在吸收、消化学习材料的基础上

创造出新的知识；(2) 掌握各种复杂的活动类型，创

造性的解释、探究、描述、理清、分析与评价所获得

的信息；(3) 创建独立的认识活动方案以创造性、探

究性的解决问题等[9]。  

3. 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增加民族文化的包容性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多元性是其显著

的特点。在处理不同文化的融合、共存等问题上，俄

罗斯政府采用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教育是

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倡导对自身民族优

秀文化传统的热爱与珍视，同时也提倡对他民族文化

的尊重与理解。 

3.1. 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在社会转型的影响下，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发生

了危机，公民的国家意识淡薄，民族自豪感减弱，人

口不断外流，爱国教育在俄罗斯学校已流于形式。然

而，历史事实证明，爱国主义精神是俄罗斯树立大国

地位的核心精神，是政府历来关心的问题。事实上，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政府就已做出必须制定公民爱国

主义教育纲要的决定，介于当时国内的特殊情况，这

一决定没有落实，直到本世纪初，政府连续制定、颁

布了《俄罗斯联邦爱国主义教育构想》、《俄罗斯联邦

国家 2001-2005 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以下简称

《2001-2005 纲要》）、《俄罗斯联邦国家 2006-2010 年

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来推进爱

国主义教育。在《2001-2005 纲要》实施完成后，爱

国主义教育重返俄罗斯学校。 

历史课程是永恒且具建设性的学科，在培养学生

民族文化认同感和爱国意识的功能方面，它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珍视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激发学

生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初中《历史学》课程标

准中指出，历史是向学生展开历史文化的视角，教育

学生继承、保存、发扬、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教育

人民珍惜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6]。除此之外，让学生

了解民族文化发展的另一途径是向学生展示民族的

文学特色与精华，而这正是文学课程的基本要求。根

据初中《文学》课程标准，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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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向学生展示代表俄罗斯民族典型文化的文学作

品，使他们了解民族的历史和发展[10]。标准要求教学

要把文学作品作为增强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方

式，以此让学生了解、理解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增强

民族情感和爱国意识。 

3.2. 提倡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 

据资料，目前俄罗斯境内生活着 191 个民族，民

族关系复杂，民族文化发展不平衡，国家内部各文化

群体之间冲突不断，这种冲突和不平衡严重阻碍了国

家的现代化进程。俄罗斯政府强调，在进一步发展经

济的同时，要满足民族平等需要，培养尊重他民族的

文化，保证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而从国家角度来看，

国家内部文化也需要共处。 

文化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本身并没有界限，在当

今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俄罗斯文化更需要张开宽容

的臂膀容纳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文化，以保证民族文化

的完整性、多元性及其固有的动态性。《国家教育标

准》对“保证各民族文化和谐发展”提出相关要求，

要求学生正确认识和发展俄罗斯不同民族文化的特

色传统、教育必须促进新的更加包容的民族文化认同

和理解，加强各民族文化的学习[1]。在这一目标的指

导下，高中《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体现

出多元化的特点。课程要求学生尊重、欣赏不同民族

的文化，克服唯“俄罗斯文化”独尊的弱点平等的基

础上正确对待、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促进不同民族、

肤色、种族和社会团体文化的人们之间彼此的理解，

促进文化的百花齐放，从而增加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包

容性[7]。高中《历史学》课程标准在培养性目标中规

定要发展学生多元历史文化的世界观，要求学生用多

元历史文化观看待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及民族文

化，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共同发展[9]。 

4. 顺应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理解教育 

随着科技与信息的迅速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一

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相

互理解即成为交流顺利进行的保障。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他的纲领性文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强调新世

纪俄罗斯新的思想不仅包括经受时间考验的俄罗斯

素有的价值观，而且接受普遍的全人类的价值观。在

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学人文课程标准折射出鲜明的

国际化趋势，课程加强了对学生的国际理解教育。 

4.1. 扩大国际理解知识 

国际理解知识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它包括关

注国际问题，以及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生

活方式等文化现象，掌握关于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基本

知识，克服由于对其他文化知识欠缺而导致的文化傲

慢态度等。 

新世纪的俄罗斯中学人文课程扩大了国际理解的

知识，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

等，还要求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全球性问题，如世

界海洋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等。高中

《历史学》向学生传递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

风土人情等，在了解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加深

对他们的理解[9]。此外，初中社会知识（包括经济和

法律）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懂得 21 世纪人类及其面临

的主要挑战和威胁，关注造成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和

危险等国际问题，并且会运用基于全人类价值观基础

上的法律来看待、处理这些全球问题[5]。高中《文学》

课程标准则提出更新文学作品的种类，扩大学生学习

全世界文学作品，使学生了解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学历

史和特色，让他们站在世界的高度，用全球视野看待

全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学，以期增加国际理解[7]。 

4.2. 培养国际理解技能 

国际理解技能是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罗斯中学人文课程所体现出的国际理解技能主要

是交流与合作能力的培养。2004 年《国家教育标准》

特别重视学生参加信息交流活动，加强学生的外语学

习能力，且强调发挥合作精神。 

《国家教育标准》提出要提高外语课程的比重，

增加了外语学科的学习时数，从每周 2 课时增加到 3

课时，同时也重视学生外语交流能力的发展，《2010

年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想》提出了保证完全中学的

所有毕业生在就业岗位所需知识水平上，掌握至少一

门外语的最低限度知识的任务[8]。在与他人交往过程

中，合作是理解的一个基本方式和准则。在学生的技

能技巧培养方面，高中《经济学》课程标准要求学生

养成善于合作与交往的习惯，并且能够通过集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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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习任务，从而使学生不自觉地产生合作意识，

运用合作精神[2]。 

世纪伊始，俄罗斯在“教育全面现代化”的理念

下，对其人文教育做了新的调整，中学人文课程呈现

出“以人为本”的特点。课程目标以学生为中心，渗

透个性化教育思想；课程内容既贴近生活，又重视发

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多元文化视角和国际意识。总之，

当今俄罗斯中学的人文课程，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反

映了新世纪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这对同样重视人文

教育的中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值得思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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