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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乌克兰语言应用简况

时间：2007-06-22 编辑：袁钟瑞

 一、俄罗斯语言应用简况 

  俄罗斯联邦是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是俄罗斯族，官方语言为俄语。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主管语言工作，具体工作由该部普通教育大纲和标准局负责。教育部制定语言规划和俄语教育大纲，规定

俄语教育规划和语言发展的方向、教材使用等重大事项。联邦实体（直辖市、州和自治共和国）的相应机构制定和实施当地的语

言规划，得到联邦教育部的经费支持。 

  俄罗斯联邦设有直属中央政府的语言工作协调机构??联邦语言委员会，委员会由各部部长、语言专家和大学校长组成，主要

负责人由联邦总理任命。该委员会负责协调管理语言立法工作和各联邦实体的少数民族语言工作，也包括俄语规范和推广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以及应对外来语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各联邦实体有分委员会。俄语是全国通用语言，各自治共和国也有自己的

通用语言。另外，联邦语言委员会和各分委员会都设有“俄语作为世界语言办公室”，研究俄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推广运用和

学术研究。国家十分重视语言工作，总统普京及其夫人直接过问联邦语言委员会的工作，国家杜马已经通过“俄语法”的第一次

审读，预计近期内通过并颁布。 

  俄罗斯重视俄语的规范工作。俄语的方言差别不大，主要差别在于词汇。联邦科学院负责俄语的本体研究，从俄语音节的重

音方面进行规范，研究新词新语和外来语，5-10年出版1本新词新语词典。在目前的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俄语面临主要来自

英语，还有德、法等语言的冲击，总统普京多次就俄语的纯洁性问题发表讲话，政府部门和语言学家都密切关注外来语对俄语的

冲击问题。俄罗斯语言专家说：“一个国家需要有一种通用语言使人民团结起来，在俄罗斯，俄语担负着这样的任务。” 

  苏联时期，全苏学校一律用俄语进行教学。苏解体后，大约占全国学校总数40%的少数民族学校可以用本民族语言教学。俄罗

斯实行11年制义务教育，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一般从一年级起学习本民族语，从二、三年级起开设俄语课。使用本民

族语言教学也有一定的困难，例如人口很少的民族用本民族语进行教学，教材和读物都成问题。由于苏联时期一直统用俄语教

学，现在的很多少数民族学生的家长不会说本民族语言，甚至不理解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学习本民族语言。小民族的语言正在消

失。 

  俄语的推广工作由教育部俄语处、外交部语言与文化中心及高等学校分别承担。目前，俄罗斯的高校同中国的北京外国语大

学、哈尔滨师大等10所大学签署了互派师生交流的协议。另外，还同中、德、波、保等国的学术机构和出版部门合作出版俄语教

材。 

  俄罗斯国内尚无俄语水平等级考试，但在保、波、德等周边国家开展俄语最低水平考试，作为学生入学条件。 

  俄罗斯教授汉语的学校不多。莫斯科的1948学校从二年级起学习汉语（包括学习汉语拼音和汉字），低年级每周3-4课时，

中、高年级每周6-7课时。高年级学生通过去中国参加夏令营活动进行交流，有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通过交流项目去中国学习。由于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很多人看到学习汉语的前途，愿意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例如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汉

语中心的录取比例为8∶1，而1948学校的录取比例是70∶1。俄罗斯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正在组织翻译中国的文学和影视作

品，介绍中国文化，想让更多的俄罗斯人了解中国。俄罗斯的汉语教师水平较高，但缺少经费、图书、设备和及时的信息。中国

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尚未在俄罗斯开办。 

  二、乌克兰语言应用简况 

  乌克兰共和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是乌克兰族，官方语言为乌克兰语，官方规定公务用语、教学用语、媒体用语必须

使用乌克兰语。 

  乌克兰的国家教育科技部主管语言文字工作。在总统指导下，教育科技部颁布了《乌克兰21世纪民族教育发展纲要》，规定

了教育发展的方向、目标。目前乌克兰有40%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政府计划在今后的20-25年内把这一指标提高到60%。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1989年制定了语言法，规定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政府提供条件保证俄语和其他

语言的使用。当时苏共中央非常反对，乌克兰经过努力争取才得以通过，这部法律为乌克兰争取到了很大利益。乌克兰独立后，

1992年起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规定乌克兰语为乌克兰的国语，补充了乌克兰语在应用方面的条款。这个修订案虽经议会3次讨

论，但争论激烈，至今尚未通过，焦点在于确立乌克兰语为官方语言还是乌克兰语、俄语同为官方语言。1991年乌克兰独立时，

大约30%的人能说乌克兰语，70%的人以俄语为母语；现在有60%的人认为母语是乌克兰语。 

  目前，乌克兰全国有21500所学校，其中大多数使用乌克兰语教学（另有外国语教学），有大约2500所用俄语教学，还有2000

多所学校用乌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乌克兰的学校里共有乌克兰语及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摩尔达

瓦语、鞑靼语、希腊语等18种教学语言）。 

  乌克兰独立前，学校的俄语教学占90%，乌克兰语教学只占10%。当时苏联的政策使乌克兰语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眼下这个比

例倒过来了，因为乌克兰政府要求人们必须学习乌克兰语。现在学校同教师都订有合同，要求教师用乌克兰语讲课，否则可能被

解聘。 

  乌克兰语有北方、东南、西南三大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差异，但不影响交流。规范的乌克兰语以基辅方言为

基础。根据库其玛总统指示成立的乌克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乌克兰语的基础研究和规范研究，编写乌克兰语规范词典，主要

研究范围为乌克兰语正音正词法、术语、外来语词库等。近年来乌克兰语面临来自俄语、英语的冲击，因此政府特别重视和加强

乌克兰语的规范工作。乌克兰语言学家说：“一个国家必须有国土、人口和国语，没有国语就没有国家。” 

  乌克兰原来只有1所教授汉语的学校，近10年来，开设汉语课的学校有所增加。现在愿意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语专业的

录取比例是5∶1。乌克兰汉语教学的最大困难是缺少经费和师资。中国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尚未在乌克兰开办。 

  三、启发与思考 

  1．语言文字工作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做好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和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的语言工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俄、乌两国都十分重视语言工作，都由教育部



门主管语言工作，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两国都在制定语言法，通过立法来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重大问题。两国总统都很重视

语言规范化工作，政府和研究部门关注语言的发展趋势并研究对策。 

  同俄、乌两国类似，我国也十分重视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工作。近年来国家颁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加强了法制建设，通过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普通话水平测试和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的贯彻落实，不断提高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水平。 

  2．重视语言政策，慎重处理语言问题 

  语言是民族的宝贵财富。俄罗斯、乌克兰两国以历史为鉴，重视语言政策，对语言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沙皇时期，俄语具

有独特的地位，像乌克兰语这样的少数民族语言是不能用来教学和发表文学作品的。在长达70多年的苏联时期，歧视俄语以外的

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并未得到改善，俄语几乎是全苏学校惟一的教学语言。大民族语言排斥小民族语言的做法，导致签名请愿、

上街抗议等群众性行动，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苏联解体之后，原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目前这类因语言引

起的民族矛盾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仍然存在。俄罗斯、乌克兰目前处理语言问题比较慎重，正在制订语言法，都允许主体民族

以外的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 

  我国的语言政策是正确的。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我国在民族自治地区严格执行民族语言政策，当地的政府部

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司法、教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中，充分给予各民族人民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

自由，同时也根据各地少数民族的需求，帮助他们学习汉语，培训少数民族汉语课师资，使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实现跨

越式发展。实践证明，这样的语言政策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3．密切关注语言热点问题 

  在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和俄罗斯、乌克兰一样面临着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报刊、

网络、影视屏幕、广告中大量使用外语词和外文字母词，一些学校从学前教育起就实行母语和英语的双语教学，一些地方的公共

设施标志牌使用母语和英语双文标示，等等。俄语、乌两国对此给予密切关注并正在加强研究。我国教育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

门也应密切关注这类热点问题，加强应对研究。 

  4．俄、乌两国的汉语教学处于发展阶段，我国应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近年来，俄、乌两国愿意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其汉语教学正处于发展阶段。缺少师资、经费、教材、工具书及教学设备

是两国汉语教学面临的困难。我驻俄、乌两国的大使馆教育处在汉语教学方面给予他们很大的支持，我教育部为两国提供留学生

奖学金，李岚清副总理访问俄、乌时代表中国政府向那里的汉语学校赠送了多媒体语言教学设备和卫星接收天线，深受欢迎。

俄、乌两国的汉语学校希望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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