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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馕学蘸班麓饿罗新对壹魏岁¨．_JL蠢提供教育的

学前教育组织，是兼具全日制和寄宿制为一体的学前教育机

构。它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倡导，由各州、市根据本地区的经

济发展情况和幼儿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成立，由地方教育

委员会管理的一种学前教育机构。社会服务性学前班所需资

金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地方财政支出，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但

这种学前班普及率较低，主要集中于莫斯科、圣彼得堡、新

西伯利亚等俄罗斯大中型城市，其余地区则供不应求。

一、社会服务性学前班的办学宗旨

前苏联时期，政府把早期教育看作是一种社会福利和公

益事业，学前教育机构由政府创设，对幼儿实行免费教育，

所有的儿童都能免费入学。自俄罗斯独立以来，受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调节与制约，同时也为满足家长不同层次的要求

和促进幼儿的多样化发展，政府改变了学前教育机构的社会

主义性质，不再把它看作是社会福利事业，因此，各种收费

的学前教育机构也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受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原来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原则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突出，俄罗斯社会成

员的收入差距大大扩大，社会阶层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

“10％最富裕和最贫困的居民之问收入差距达到15．2倍。”

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在高昂的学费面前望而却步，不能受到

良好的学前教育。然而，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

家。1992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宣布教育为优先

发展的领域，并将教育的人道主义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

原则，规定俄罗斯境内的公民，不分种族、民族、语言、性

别、年龄、健康状况、社会地位、财产和职业状况、社会出

身、居住地点等，均可接受教育，并得到保障。此后，历次

教育改革和政策调整都把人道化作为最主要的教育任务之

一。教育的人道化，就是把人道主义作为教育的指导方针，

通过教育的途径来实现人道化。不让每一个儿童因贫困、疾

病、身体缺陷等原因失学或辍学，保证每个儿童享有平等的

受教育权，是教育人道化的核心内涵。原俄罗斯教育部部长

叶特卡钱柯曾指出：保护儿童和教育人道化的工作不仅是当

务之急，而且要有长远的打算。他号召全俄行动起来，为儿

童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环境。为实现教育的人

道化，在俄罗斯政府“让每一个学前儿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

机会”的指引下，以保证每一个学前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

权作为办学宗旨，各州、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成立了社

会服务性学前班。

二、社会服务性学前班的招生对象

社会服务性学前班招生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家庭贫困的儿童，尤其是经济贫困的单亲家庭孩子。据有关

调查资料显示，近年来俄罗斯离婚率直线上升，使得单亲家

庭剧增。此外，俄罗斯宪法的有关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单亲家庭的增多。如俄罗斯宪法明文规定：堕胎是一种犯

罪行为，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对堕胎者严惩不贷。为此还采取

了一系列较为详细的惩治措施。由于俄罗斯人特别是女孩发

育、成熟比较早，加之俄罗斯异性交往宽松、生活方式开

放，使得许多少女未婚先孕。然而政府严令禁止堕胎，这样

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未婚妈妈的比例逐年增加。禁止堕胎虽然

是俄罗斯政府为了缓解近年来人口大幅度下降的严峻现实而

采取的有效措施，但带来的单亲家庭增多、负担增大、孩子

的教育等严重社会问题也引起了俄罗斯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

关注。 (2)孤儿。既包括因疾病、意外事故等原因父母故

去的幼儿．也包括目前由于俄罗斯政局动荡不安，在日益猖

獗的恐怖分子的破坏性活动中、武装冲突中失去双亲的儿

童。 (3)残疾儿童。近年来，俄罗斯残疾儿童数量不断增

加。据资料显示，1992年，俄罗斯共有残疾儿童28．5万人，

截至1994年底。为34．3万人，到2002年，残疾儿童数量

高达47．8万人。(4)弃儿。在俄罗斯，由于经济拮据、孩

子先天患有疾病以及未婚生育等原因，许多年轻的妈妈将自

己的亲生骨肉抛弃。在这些弃儿中，除一部分被其他家庭收

养外．大部分儿童都被安置在社会福利署或是社会服务性学

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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