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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回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的留苏热潮，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必然和现实要求，肯定其为俄语教育的普及、

发展和提高创建了广阔的平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对中国俄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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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留苏热潮

建国初期，百 废 待 兴，国 家 建 设 急 需 大 量 具 有 专

业技术水平 的 建 设 和 管 理 人 才。当 时 我 国 国 内 文 化

教育事业落后，既 缺 乏 资 金 和 技 术，又 缺 少 人 才 和 经

验，一时无法培养出国家迫切需要的大量人才。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并孤立政策，在

外交、经济和文化领域采取封锁和扼杀的手段。在这

种 情 况 下，毛 泽 东 和 党 中 央 制 定 了 在 政 治 上 向 苏 联

“一边倒”，经 济 上 争 取 苏 联 的 援 助 和 支 持 的 方 针 政

策，全面向苏联学习。毛泽东在人民政协一届四次会

议上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目前的

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要认

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

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

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

习马克思、恩格 斯、列 宁、斯 大 林 的 理 论，而 且 要 学 习

苏联先进的 科 学 技 术。我 们 要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掀 起 学

习苏联的热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郝世昌，李亚晨

２００１：２５９）
赴苏留学是 直 接 学 习 苏 联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经 验 和

先进科学技术，迅 速、大 量 培 养 出 中 国 自 己 的 高 级 专

门人才最有 效 的 途 径。中 国 学 习 苏 联 的 过 程 是 在 政

府全力倡导下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从整体上看，

这一学习过程的具体途径大体上有三种：第一是大量

引进和翻译苏 联 的 各 类 书 籍 和 资 料，通 过 书 本 学 习；

第二是大量派 遣 党、政、军、群 各 方 面 的 干 部、技 术 人

员及学生到苏联实习、考察，通过实践学习；第三是大

规模、全方位地 聘 请 苏 联 顾 问 和 专 家 来 华，向 苏 联 专

家学习苏 联 的 制 度、经 验、方 法、技 术。（李 涛２００６：

１５０）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１日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启程，
标志着新中国留苏教育工作的全面启动，至今已走过

６０周年的历程。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留苏教育有其明显的特点：

１．多层次 的 留 苏 群 体 构 成。留 苏 人 员 既 有 本 科

生、研究生，还有进修生和实习生。

２．严格的 留 苏 学 生 选 拔 程 序。留 学 生 一 般 要 通

过政治审查、文 化 考 试 和 健 康 检 查 这 三 道 关，政 治 素

质、学历要求与业务考核并重。留苏人员的选拔有明

确的制度保障，全国统一考试的选拨方式保证了派出

人员的业务质量，同时也保证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基

础。

３．学习的 专 业 涉 及 面 多。留 学 生 的 学 习 内 容 涵

盖工业、农 业、军 事、地 矿、水 利、医 学、电 信、铁 道、气

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主要是当时国家建设

事业急需的、实践性强的专业。

４．留学人数多，规模大。关于建国初期留学苏联

的人数，由于对 留 苏 学 生 的 外 延 界 定 不 一，派 遣 留 苏

学生的渠道不 同，造 成 统 计 方 法 和 范 围 不 同，统 计 数

字有很大 差 别，少 至７０００人，多 达３００００多 人 不 等。
尽管留苏学生 具 体 数 字 说 法 不 一，但 不 可 否 认 的 是，

如此长时间、大 规 模、有 组 织 地 派 遣 留 苏 学 生 是 史 无

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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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语训练

２．１　留苏学习的先导 — 留苏预备部

２．１．１　创办

对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内进行短期语言培训，历史

上早有先例。１８７１年，清政府在上海山东路设立留美

预备学堂，聘请中、英文教习，为首批赴美幼童进行语

言培训。１９１２年，吴 玉 章 等 人 在 北 京 组 织 留 法 俭 学

会，开设留法预备学堂，聘请华人教师和法人教师，为

俭 学 会 赴 法 留 学 者 讲 授 法 语、中 文 及 应 用 科 学 知 识

等。１９２０年创办的外国语学社，主要教 授 俄 语，为 留

学苏俄进行 俄 语 语 言 培 训。这 些 语 言 培 训 为 留 学 运

动的发展，提高留学效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可资借

鉴的经验。
建国后第一 批 留 苏 学 生 由 于 几 乎 对 俄 语 一 无 所

知，在苏的学习和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１９５１
年国家副主席林伯渠在苏联疗养和考察期间，详细了

解了他们的 学 习 和 生 活 情 况 后，十 分 忧 虑。归 国 后，
立即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信，反映留苏生因语言不通

及饮食、气候等原因遇到的困难：“我们中央教育部此

次送苏联学习工业技术的一批学生约３００余人，据大

使馆反映，该 次 学 生 不 懂 俄 文 的 占９５％。教 育 部 计

划，是把他们分 别 送 到 各 种 专 科 学 校 去 学 习 的，自 然

分的很零散，以致学生听讲困难，学校为之补授俄文，
亦不方便。该学 生 等 先 无 精 神 准 备，一 到 莫 斯 科，既

听不懂话，又吃不惯饮食，加以气候亦殊，有的就闹起

情绪来。并有 个 别（大 约 不 止 一 两 个）学 生 程 度 不 够

格，也为收 纳 该 次 学 生 的 学 校 所 不 满。”（李 滔２００５：

１０１）他建议，以 后 若 再 派 学 生 去 苏 联，须 先 在 国 内 进

行预备教育６个 月 或 多 一 些 时 间，也 可 以 到 苏 联 后，
先集中教育 一 个 时 期。这 个 意 见 引 起 了 周 总 理 的 高

度关注。总 理 随 即 做 出 批 示 筹 备 留 苏 预 备 学 校。

１９５２年初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设立 留苏预备学校

（又称俄 专 二 部，１９５２年６月 正 式 命 名 为 留 苏 预 备

部），派往苏联学习人员先在这里集中学习一年俄语。
留苏预备部创办不久，１９５２年８月９日中苏两国

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

校（军事学 校 除 外）学 习 之 协 定》。协 议 规 定：中 国 派

遣到苏联学习 的 大 学 生 和 研 究 生 须 按 苏 联 高 等 教 育

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

等学校学习。按通例，上述大学生与研究生接受到高

等学校初级班 学 习，仅 在 个 别 情 况 下，方 能 至 高 级 班

学习。至于 尚 未 能 充 分 掌 握 俄 语 者，须 进 预 科 班 学

习，其期限自六个月至一年。（李滔２００５：８３）该 协 定

的签订，具有划 时 代 的 意 义，它 为 大 规 模 派 遣 留 学 人

员提供了政策保障，对留苏学生应具备的俄文掌握程

度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后，留苏学生选拔考试严格按

照苏联高等 院 校 入 学 考 试 的 学 科 考 试 科 目 进 行。赴

苏前在国内进 行 俄 文 培 训，无 论 是 从 学 习 角 度，还 是

从经济角度，都是必需的，又是非常必要的。

２．１．２　教师和学生

留苏预备部 充 分 利 用 俄 文 专 科 学 校 的 师 资 和 教

学经验。俄专教务长杨化飞兼任留苏预备部主任，朱

允一任第一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俄文教员２５人，
俄文助教７５人，政治课教员３人，政治课助教１０人，
体育教员３人。教师来自于俄专。（李鹏２００８：７８）留

苏预备部为俄 语 培 训 配 备 了 优 秀 的 管 理 干 部 和 一 流

的教师，聘请了 一 些 苏 联 专 家，还 从 当 时 在 北 京 工 作

的苏联技术 专 家 的 家 属 中 聘 请 了 一 部 分 来 讲 课。勃

得列夫是一名城市规划专家，１９５５年 至１９５６年 在 北

京参加城市规划工作。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勃得列娃

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从事俄语教学工作。（单

刚２００７：１８３）

１９５２年２月留苏预备学 校 迎 来 了 第 一 批６００名

学生。（单刚２００７：４７）１９５３年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开 始

执行，国家建设迅速发展，留苏预备生人数逐年激增，
据１９５５年９月 的 统 计，当 时 有２５７１人，较 过 去 三 年

留苏预备生人 数 总 和 仅 少４８０人，较１９５２年 则 增 长

了四倍。（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史编辑委员会：７４）１９５９
年２月２１日，北 京 俄 语 学 院 与 北 京 外 国 语 学 院 合 并

时有留苏预备生１４００人。据当时的统计，从１９４９年

以来，到１９５９年夏，两校共为国家培养外语人才一万

一千余人，其中本科各语种毕业生４７３９人，留苏预备

生６６４８人。（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史编辑委员会：１００）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趋冷，留苏预备部在读人数锐

减，留苏预备部也辉煌不再。１９６０年 以 后，中 苏 关 系

恶化，我 国 每 年 派 往 苏 联 的 留 学 生 人 数 只 有 百 人 左

右。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往英国、西德、法国等国派遣

留学生。１９６０年下半年，经上级决定，留 苏 预 备 部 改

名为“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

２．１．３　课程设置

留苏预备部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对 派 遣 的 留 学 生 进 行

短期的俄文训 练，同 时 提 高 政 治 思 想 水 平，为 留 学 苏

联打下基础。当 时 留 苏 预 备 部 的 教 学 方 针 是：“在 一

年内，教会学生基础俄语，使之具有初步用俄语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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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记录、会话 的 能 力，并 提 高 其 政 治 理 论 水 平，锻

炼健全的体 魄，为 留 苏 准 备 条 件。”（北 京 外 国 语 学 院

校史编辑委员会：７４）
关于留苏预备部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从李

鹏根据档案材料整理的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留苏预备部俄

语教学计划中可以看出，对正常出国学员实行第一和

第二学期计划，对 部 分 延 迟 一 年 出 国 的 学 员，还 制 定

了第三和第 四 学 期 教 学 计 划。留 苏 预 备 部 的 课 程 分

为课内讲授、课外阅读和自习。课内讲授的俄语课有

语音、语法、讲读三种，此外还有政治课。随后几年课

程设置更为细化，从原先的语法课和讲读课细化为语

音、导论、语法、词 汇、听 力、会 话 和 课 外 阅 读 等 课 程，
同时增加了学 习 手 段，通 过 多 种 形 式，如 播 放 俄 语 电

影、俄语广播等增强学习俄语的氛围。教学计划的说

明中对俄语学 习 的 课 时、教 材 选 择 原 则、学 习 目 的 和

要求、教学方 法 都 做 了 详 细 规 定。课 时 分 配 为：语 音

１８课时，语法１２０课时，讲读７２４课时，政治课共５４４
课时。当时规定的教材选择的原则是：一般性的使用

的基本词汇文章；文章短小精干，富于思想性；内容多

样化；难度由 浅 到 深。关 于 学 习 目 的 和 要 求，第 一 学

期重点是使得学员打下正确的语音基础，完成基本语

法知识；第二学期重点是使学员迅速提高俄语听课和

阅读俄文书刊的能力；第三学期继续提高记录和听力

能力，并要求提 高 口 语 能 力；第 四 学 期 提 高 说 写 能 力

和阅读本行专业书籍的能力。教学方法方面，一是突

出重点，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方法多样，用最

短的时间帮助学员最大限度地提高俄语水平。（李鹏

２００８：８０—８２）
除了紧张的俄语学习之外，留苏预备部还进行政

治理论课的 学 习 和 时 事 政 策 学 习。政 治 学 习 主 要 集

中在两门课程 上，一 门 是 中 国 革 命 问 题，另 一 门 是 马

列主义基础。后 来 增 加 了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义、联共党 史 和 一 些 马 恩 原 著 的 学 习。此 外，每 周

都要听时事报告。

２．１．４　教学效果

从１９５２年组建到１９６０年取消，留苏预备部在新

中国的教育史 上 可 谓 一 闪 而 过，然 而，就 在 这 短 暂 的

时间里，不胜枚举的新中国领导人、科学泰斗、学者名

流，无数为祖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各行各业的骨干

在这里获得了赴苏留学前的俄语强化培训，减少了他

们国外的适应时间，从而提高了留学质量。对此从留

苏学子许宝文的切身感受中可见一斑：５２年１０月初

我们进入留苏 预 备 班，主 要 是 由 俄 罗 斯 妇 女 教 俄 语，

直接用俄语 讲 课，用 俄 语 回 答，有 一 位 中 国 助 教。采

取强化教育的办法，每天要背多少个单词，必须完成。
大家都有一种为国家建设需要而学习的使命感，所以

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一年的强化学习，使我们很快

地能看懂俄文 报 刊，学 会 了 日 常 会 话，为 到 苏 联 学 习

打下了重要的语言基础。
除了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

俄文专科学校开设了出国预备班，沈阳俄文专科学校

也开办了留 苏 预 备 班。从１９５２年 起，沈 阳 俄 文 专 科

学校先后办起 了 为 期 一 年 的 留 苏 预 备 班 和 为 期 三 个

月的俄语专 业 翻 译 速 成 训 练 班。留 苏 预 备 班 先 后 培

训了１２７名学员、速成班共培训了５６７名学员。

２．２　苏联高校对留苏学子俄语的强化和提高

对留苏学生而言，其专业学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对俄语的掌握程度。俄语基础好的，自然就免去了许

多语言方面的障碍，学习效果明显。欧美同学会留苏

分会会员、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为

江回忆道：“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我被分配到苏联哈尔科夫

矿业学院机械制造系学习。由于我的俄语基础好，加

上在清华大学学习过一年，所以第一学期的考试便获

得了全优。”（李涛２００６：９７）。然而，对 大 多 数 留 苏 学

子而言，初到 苏 联，困 难 首 先 来 自 语 言 方 面。虽 然 留

苏生在留苏预 备 部 接 受 了 语 言 强 化 培 训，但 是，当 真

正置身异国他 乡，进 入 苏 联 大 学，与 苏 联 学 生 一 起 听

课，留苏学生的 俄 语 能 力 便 受 到 了 真 正 的 考 验，他 们

遇到了实际应用语言的障碍。
语言上的障 碍 给 留 苏 生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带 来 了 极

大的不便，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１９５５年我国

驻苏联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对留苏学生进行了一次

健康调查，结果发现莫斯科７所学校的５１８名留学生

中有５３人患病，其中大多数是头痛、神经衰弱。经研

究，其主要原因 是 中 国 留 学 生 的 外 语 基 础 差，学 科 水

平不 高，随 班 上 课 的 困 难 较 多。（郝 世 昌，李 亚 晨

２００１：２６６）因此，克 服 语 言 障 碍 无 疑 是 留 苏 学 子 的 首

要任务。留苏学子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以惊人的学习

毅力、刻苦的钻研精神、谦虚的学习品质、深厚的爱国

感情，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名

誉副会长的陈先玉先生回忆道：到前苏联后大家陆续

被分配到各个学校，在莫斯科的最多，以学工科为主。
上学期间其实生活艰苦倒不要紧，主要问题是俄语的

学习。出国之 前 在 留 苏 预 备 部 只 学 习 了 九 个 月 的 俄

语，突然转变了 整 个 语 言 环 境，对 我 们 来 说 确 实 是 个

非常大的挑 战。特 别 是 对 我 这 种 靠 自 学 完 成 中 学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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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人来说，困难更是可想而知。跟当地学生一起听

大课，我们根本 听 不 懂，做 笔 记 能 记 下 几 个 字 就 不 错

了。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大家都是三点一线地刻苦学

习，半年里任何别的地方都没去过。
除了依靠自身的刻苦努力和顽强拼搏，苏联方面

想方设法创造 条 件，采 取 措 施，使 留 苏 生 尽 快 掌 握 基

本的语言技能，尽 早 克 服 语 言 障 碍，以 便 顺 利 进 入 专

业课学习。例如，安 排 有 经 验 的 俄 文 老 师，开 设 专 门

的预科和小班，帮 他 们 补 习 俄 语；召 集 品 学 兼 优 的 高

年级志愿者与中国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关系，上课坐

在一起听课，下 课 一 起 到 图 书 馆 自 习，特 地 安 排 素 质

较好的苏联学生与中国学生同住一间宿舍，提高俄语

水平。曾在列 宁 格 勒 创 伤 矫 形 外 科 研 究 所 学 习 的 郭

子恒回忆道：学校也先后为我们请了两位老师。第一

位是个十分慈祥的老妪，从字母发音、书写开始，每周

讲三次课，每次两个学时，课后留作业，课间常做些小

测试。为便于学俄语，我们分别和苏联大学生住宿在

一室。
在留苏学子 的 艰 苦 努 力 和 苏 联 师 生 的 热 心 帮 助

下，留苏生的语 言 能 力 渐 渐 提 高 了，大 部 分 学 生 出 色

地完成了学业，俄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１９５５年７月

苏联塔斯社发 了 在 苏 联 莫 斯 科 中 央 医 师 进 修 学 院 学

习的潘世征的报道，“１９５１年到莫斯科学习，那时他一

个俄文字也不识。现在，在他的论文参考文献目录上

已列有苏联作者的学术著作二百多种了。”“他在答辩

时说的一口流利纯正的俄语，更令在场的苏联科学家

目瞪口呆。”（单刚２００７：４６）应该说，这一切得益于优

越的语言学习条件。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９６）认为语言学习的四

个条件是：语 言 环 境、使 用 机 会、学 习 动 机 和 教 学 条

件。如果学生有了强烈的学习愿望，又有大量的接触

和使用目的语 的 机 会，再 加 上 教 师 的 指 导，学 生 是 可

以学好外语的。（舒白梅２００５：２２４）

三、留苏热潮与中国俄语教育的发展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赴苏留学是新中国学习苏联的

一个重要渠道，是 新 中 国 留 学 教 育 的 发 端，在 新 中 国

对外教育交 流 史 上 占 据 重 要 地 位。它 是 中 国 高 等 教

育的延伸和补充，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充实和更新开拓

了更为宽广 的 途 径。赴 苏 留 学 和 俄 语 教 育 有 着 相 辅

相成的互动。俄语教育为赴苏留学提供必要的基础，
而留苏热潮的掀起对俄语教育提出了现实的要求，为

俄语教育的普 及、发 展 和 提 高 创 建 了 广 阔 的 平 台，提

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俄语教育的发

展。留苏热潮 推 动 下 的 俄 语 教 育 充 分 证 明 了 外 语 在

培养专业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留苏热潮反映了建国初期我国

向苏联学习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俄语这一重

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交际工具起到了无可替代

的作用。它为 留 苏 学 子 的 专 业 学 习 铺 平 了 道 路。这

一时期留苏教育属于公派的精英留学，留苏的人很多

都是出类拔萃的精选生源。在苏学习期间，他们凭借

俄语这一交际工具，经过老师的精心指导和自己的刻

苦钻研、拼搏 和 奋 斗，获 得 了 丰 富 的 知 识 和 技 能。他

们学成归国后，很快填补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等领

域的一些空白，承担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研发

和科学研究等 重 要 任 务，并 取 得 了 卓 越 的 成 就，成 为

国家的栋梁之材，对后来社会发展影响很大。需要指

出的是，由于当时的留苏教育主要是培养国内社会主

义建设各个部 门 迫 切 需 要 的 专 业 人 才，因 此，赴 苏 学

习人文社会科学的比例很小，单纯学习语言文学的就

更是少之又少。从《留苏教育史稿》（郝世昌，李亚晨）
附录“五六十年代留苏学员名录”可以看出，在庞大的

留苏大军中，单 纯 学 习 俄 语 的 人 数 显 得 微 乎 其 微，但

在他们在我国俄语教育中的贡献、作用和地位是有目

共睹的。如今 我 国 俄 语 界 的 许 多 德 高 望 重 的 老 前 辈

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留苏生。他们学成归国后，投身

于俄语教学和 研 究 之 中，取 得 了 辉 煌 成 就，学 术 成 果

斐然。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俄语界个个耳熟能详，有的

还享誉中国外 语 界、语 言 学 界，乃 至 国 外 俄 语 界，如，
留学莫斯科大 学 的 赵 云 中，叶 乃 方，王 福 祥，胡 孟 浩，
华劭，吕凡，孔延 庚，高 中 音 等；留 学 莫 斯 科 国 立 师 范

大学的大学生 顾 霞 君，留 学 列 宁 格 勒 大 学 的 祝 肇 安，
信德麟，宋正 昆，林 宝 煊 等。正 是 留 苏 教 育 造 就 了 这

些俄语专家学者们，他们对发展中国的俄语教育事业

和提高语言研究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不容置疑的是，留苏学子在留学初期大多面临

难以逾越的语言关，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语言障碍

对留学教育的影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留苏教育中

就有明显的体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部分中 国 留 苏

学生由于没有 俄 语 基 础，或 是 基 础 薄 弱，进 入 苏 联 学

校开 始 根 本 无 法 直 接 听 俄 语 授 课，只 好 借 助 教 学 翻

译，由教学翻译将苏联教师讲课内容翻译成汉语。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教育同样面临着语言障碍问题。
留苏预备部的开办对克服语言障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此后的留 学 教 育 提 供 了 切 实 可 用 的 经 验。直 至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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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克服留 学 语 言 障 碍，尽 快 跨 过 语 言 关 也 是 摆

在留俄学生面前的首要问题。
如今，随着中 俄 日 益 全 面 的 合 作 和 交 流，留 学 教

育已由精英化转化为大众化教育，这进一步推动了当

今我国的俄语教育，使俄语教育有了更为全新的发展

形式。为克服留学语言障碍，中俄双方针对留学俄罗

斯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对留俄学生提出明确的俄语要

求，并采取了多 种 具 体 的 措 施，以 期 达 到 理 想 的 留 学

效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外语水

平考试（ＷＳＫ）俄 语 水 平 考 试（ТПРЯ）就 是 用 于 考 察

国家公派出 国 留 学 人 员 俄 语 水 平 的 考 试。国 家 留 学

基金委对资助出国留学人员提出了外语合格条件，即

国家公派研究 生 项 目 的 申 请 者 应 符 合 国 外 接 受 院 校

对外语水平的要求；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以外项目的

申请者需要参加全国外语水平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成绩有效期为两年。赴俄留学亦不例外。

另外，俄罗斯 也 制 定 相 应 语 言 政 策，采 取 了 具 体

措施来促进俄语在中国的推广，为留学俄罗斯提供便

利服务。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７日俄罗斯教育 部 颁 布 命 令，
所有预科毕业 的 外 国 学 生 必 须 拿 到 俄 罗 斯 教 育 部 对

外俄语考试中心的俄罗斯对外俄语一级证书之后，才

有资格升入 俄 罗 斯 境 内 的 大 学 正 式 开 始 读 书。俄 罗

斯教育部对外 俄 语 考 试 中 心 所 举 办 的 俄 罗 斯 对 外 俄

语等 级 考 试（типовойтестпорусскомуязыку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是最权威的俄语水平测试，是俄罗斯对

外国公民进 行 标 准 化 俄 语 等 级 测 试 的 系 统。它 成 立

于１９９８年，并于当年加入了“欧洲语言测试者协会”。
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进入俄罗斯大学留学必不可少

的“通行证”。该水平考试每年定期举行，考生只要成

绩达标，便可获得由俄罗斯教育部颁发的俄语等级证

书。该考试共分初级、一级至四级考试。获得初级证

书者，证明可以 进 行 日 常 交 际，多 为 非 俄 语 专 业 在 俄

罗斯工作、经商人士所考；获得一级证书者，可以免学

预科，直接进入 俄 罗 斯 高 校 专 业 学 习；获 得 二 级 证 书

者，证明已经具 备 中 级 俄 语 水 平，是 攻 读 俄 罗 斯 高 校

硕 士 研 究 生 必 要 条 件；三 级 为 高 级 俄 语 专 家 考 试 级

别，如俄语专家、学者、俄语记者、高级翻译；四级可以

证明俄语水 平 已 经 达 到 俄 语 母 语 水 平。俄 罗 斯 教 育

部对外俄语考 试 中 心 积 极 加 强 与 我 国 一 些 高 等 院 校

和培训学校的合作，在这些院校设立俄语等级考试培

训和考试中心。对留学俄罗斯的中国学生而言，在国

内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参加俄罗斯在中国境内的

俄语等级考试，既 能 缩 短 留 学 期 限，又 能 节 约 留 学 经

费，其重要性 不 言 而 喻。当 然，这 些 对 推 动 中 国 俄 语

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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