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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意调查看德国中小学教育改革
●李家丽 李更生

摘 要 21 世纪以来，德国基础教育一直进行着一系列的改革。为了解德国民众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满意度，2009 年 9 月

和 2010 年 4 月，阿伦斯巴赫研究所和伏萨研究所先后对德国民众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民众对德国的教育联邦

制、完全中学学制以及班额过大、停课过多等问题都表示了不满。在德国民众看来，改善具体的教育教学条件比起改革学校教

育体制的要求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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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国各州已陆续进行了教育改革，但在改革进

程中存在阻力，即一直被理解为合作式的“联邦制”的教育

联邦制，已经成为德国教育改革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根据德国“联邦制”原则，如果要对某些已被事实证明不合

时宜的规定进行修改，必须要得到每个联邦州的首肯，否则

就被束之高阁或流产，要实现全国性的教育改革显得步履维

艰。由此，民众对德国教育的现状表示了不满。从阿伦斯巴

赫研究所和伏萨研究所先后于 2009 年 9 月和 2010 年 4 月关

于德国教育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来看，对德国中小学教育改

革的争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小学教育体制: 政府统一主管还是“教育联邦制”?

尽管因州而异，但大多数民众对德国的学校制度都表示

了不满，而特别受到抨击的就是教育的联邦制结构。61% 的

德国民众赞成一个由联邦政府统一规定教育政策的学校体

制。在德国东部新的联邦州，代表这一看法的民众甚至几乎

达到 80%。即使在民众对本州教育政策的评分最好的巴伐

利亚州，也有占 51% 的微弱多数的被调查者希望联邦政府

承担起落实中小学政策的义务。大多数民众要求联邦政府

更多地对教育体制进行统一调节，由联邦政府来主管中小学

教育。①

民众强烈呼吁实行联邦政府负责教育政策的学校体制，

一个重要原因是要增强各联邦州学生间的成绩可比性，也为

各州间学生自由流动扫除障碍。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结果，

再次表明了要求出台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规则的广泛愿望。
16 种不同的学校模式以及几百种不同的教学大纲和教科

书，多年来一直都没有获得民众的认可。调查结果显示，

91%的德国民众认为各州确实应该把学校政策制定权交给

联邦政府，学校体制必须具备更多的一致性，要求在德国实

行统一的教育标准。如果家长带着学龄儿童从一个州迁徙

到另一个州，往往就要痛苦地体验各州不同的教育政策特

点。他们最终必须设法不让孩子因为从巴伐利亚州迁往柏

林而落伍，从而不得不在子女的就读问题和个人的职业问题

之间作选择。因此，大约过半数的家长( 54% ) 对教育体系

怨声载道，如果他们能负担得起学费，他们宁愿送孩子到私

立学校去读书。②

为实现全国统一的教育水平，基民盟和基社盟的政治家

们提出在德国实行统一的高中毕业证书。由此，学生间的成

绩将能更好地进行对比，学生之间的竞争也能加大。社民党

政治家则建议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数学和德语高中会考，目的

是要对学生获得毕业文凭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所有学生

都必须完成相同的习题，那么其成绩就可以被更好地进行对

比。“这是一个真正的竞赛联邦制”，各联邦州的学生之间

能够更好地进行竞争。下萨克森州文教部长贝恩德·布泽

曼( 基民盟) 和北威州学校部长芭芭拉·索默尔( 基民盟) 也

在报纸上表示赞成全国实行统一的高中毕业会考。③

然而，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德国的家长和教师协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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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行性产生怀疑，认为这一建议有欠考虑。“又有一些未

经考虑后果的事发生了”，德国联邦家长委员会主席迪特尔

·多恩布什说道。德国教师协会会长约瑟夫·克劳斯同样

表示了怀疑，对他来说，或许各州之间的自愿联合是可以想

象的。莱茵兰 － 普法尔茨教育部长多丽丝·阿嫩( 社民党)

提出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任何质的改进”，单单通过统一

考试，是无法达到更多的可比性和流动性的。相反，却必须

进一步拓展共同的教育标准。统一考试本身会带来巨大的

问题，首先必须先统一各州学校假期，因为中心级考试当然

必须在同一天在整个德国举行。德国语文学家协会主席海

因茨 － 彼得·迈丁格尔则要求取而代之以共同的教育标准，

就像已有的中等教育毕业文凭的共同的教育标准一样。当

然，是否实行中央毕业证书，还需要德国文教部长会议做出

一致的决定才行。④

对此，德国文教部长会议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路德维

希·施佩勒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各州负责的教育政策“已

经根深蒂固，繁殖得非常好”。针对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调

查结果，施佩勒在柏林发表声明说，德国的中小学在过去几

年中成绩有了明显提高，课堂教学侧重于个性促进，辍学率

降低，“这是德国学校体制改革能力的又一明证”。“教育联

邦制对进一步接近民众提供了保障。在中小学教育、大学教

育以及文化方面，各州是行动自主和责任自负。这种主权性

和所期望的多样性是充满生机的教育联邦制的基础。各州

以文教部长会议中的自我协调方式承担着整个国家的责任，

并对具有跨州意义的课题设法找到必要的共性。因此，文教

部长会议通过并推行了国家教育标准。这些教育标准保障

了毕业 文 凭 的 质 量，同 时 也 使 州 和 州 之 间 的 流 动 成 为

可能。”⑤

联邦教育部长安妮特·沙凡( 基民盟) 在杜塞尔多夫

“莱茵邮报”撰文说: “我呼吁各州决定一个现代化的联邦

制，否则联邦制就得走投无路了。”“为了更好的教育，我们

需要一个共同的联邦、州、乡镇结盟。”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许多人由于不同地区的就业前景而进行流动，需要学校成绩

具备高度的可比性，但又不能危害到教育联邦制的基本思

想。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适用于共同的高中毕业证书的

相应标准。
2． 学制改革: 成功还是失败?

关于德国的完全中学缩短为 8 年的教育改革成效的争

论，在德国东西联邦州的民众中也出现明显分歧。在原西德

各州，只有 7%的被调查者认为人“8 年制完全中学”是一项

成功的项目，71%的人希望回归到旧制或者 8 年制和 9 年制

完全中学两种形式并存。有许多家长在抱怨中小学学制从

13 年缩短到了 12 年，完全中学的巨大成绩压力都是由于学

制草率地由 9 年缩短为 8 年积压而成的。在新联邦州，这种

情况则完全不同。8 年制完全中学在那里已有很长的传统，

只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希望实行 9 年制完全中学，三分之

一希望改进教学大纲，另有三分之一对已有的 8 年制完全中

学表示满意。⑦从全国来看，被调查者中有 34% 希望回归到

原有的完全中学 9 年制，其中学龄儿童的家长中有 39%表达

了这个愿望。⑧将完全中学由 9 年改制为 8 年，其最初目的是

为了提高效率，消除学生由于年龄问题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

劣势地位。但是，改制的结果并不令人乐观。
萨克森州在 2008 年的 PISA 研究中爆了一个冷门，在数

学、自然科学和阅读能力三门学科中都位居第一。其成功法

宝之一，就是萨克森州的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合并。在阿伦

斯巴赫研究中，全德有一半的被调查者( 48% ) 认为，合并不

会带来很大变化; 有 3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充其量对主体

中学的学生有利，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许多人担

心，这会损害实科中学学生的利益。各教师协会在抱怨后

果，因为越来越多天赋平平的学生进入到完全中学，从而使

平均分下降。他们要求为高天赋的孩子增加项目和促进活

动，以不剥夺最优秀学生的机会。
学制改革是一项社会工程。柏林州政府教育委员于尔

根·佐尔纳( 社民党) 把改制看成是“一体化步骤”，看成是

迈向更多公正的步骤。汉堡第一市长欧勒·冯·伯斯特( 基

民盟) 批评南德报把学校分为完全中学、主体中学和实科中

学，认为这是“陈旧的等级思想的表现”。越来越多的联邦

州寄希望于首先在东德兴起的双支柱模式，即主体中学和实

科中学的学生一直在同一学校学习，低年级时甚至是在同一

个班级上课，此外完全中学是作为单独的学校形式而存在。
不久，独立的主体中学将只在西德 5 个州存在，即使在那儿，

其基础也将破碎。少数地方还因此出现所谓的复式学校，即

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相互合作，共同运行。
然而，巴伐利亚州文教部长路德维希·施彭勒 ( 基社

盟) 则强烈抵制一体化模式以及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的合

并。“对大家来说换汤不换药的教育仍是昨天的教育。”他

发誓，将忠诚于“分流的学校体制”。巴伐利亚州寄希望于

把主体中学进一步发展成为加强学生的职业定向以及个性

促进的中学，巴登符腾堡州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将主体中

学改名为“企业实科中学”。文教部长赫尔穆特·劳( 基民

盟) 认为，主体中学不仅应加强实践取向，而且应加强校企合

作。他希望，将 来 各 类 学 校 的 年 轻 人 都 能 获 得 中 学 毕 业

证书。⑨

无论是将完全中学的学制缩短为 8 年，还是将主体中学

和实科中学合并，其出发点都是要提高德国的教育教学质

量，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然而，随之出现的学

生学习压力大大增加、优秀学生无法脱颖而出等等，也使得

德国的学制改革受到挑战。各联邦制的情况不相同，如何来

评价这些改革的成效，还需要看德国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
3． 教育改革: 到底需要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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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德国的中小学必须首先改进哪方面的时候，大

多数被调查者都寄希望于获得更好的教育条件，而不是结构

性转变。在所有问题中，减少班额是 59% 被调查者的愿望，

甚至有 69%的学龄儿童家长把它看做是必须优先解决的问

题。占第二位的是临时停课多，排在第三位的则是外国学生

的语言问题，必须通过额外德语课来改进。此外，54% 的家

长要求对其学龄子女进行适合天赋的促进。只有三分之一

的被调查者对设立更多的全日制学校、延长小学学制( 只有

32% ) 及通过成绩测试定期检查学校( 30% ) 认为有必要采

取行动。
显然，对被调查者来说，改善学校的具体学习条件比学

制改革更为重要，如小班化对学校教育改进所作的贡献就要

远远大于大型的结构改革。学龄儿童的家长对塞得满满的

教室和课程经常被取消表现出极大不满。同时，过半数的被

调查者希望孩子能够获得更加个性化的促进才能发展的教

育，从而能够更好地为未来的职业生活做准备。民众在一般

情况下不希望学校进行结构改革。“这些结果表明，对人们

来说重要的是优秀的教学和良好的教学条件。民众信任自

己的学校。他们不要任何学校结构的实验。较长时间的共

同学习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拒绝———这会导致产生统一的

学校，人们对此很敏感。”
班额太大以及课程经常被取消，汉斯 － 彼得·迈丁格尔

将其归因于师资力量的日益短缺。然而，关于好老师的争

论，在被调查者中也出现分歧。
根据 2009 年的民意调查结果，一个好的教师应具备激

励技巧、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 容易让学生理解的优质课) 。
教师不但必须会激励孩子，而且也能展现较高的专业能力。
被调查者一方面承认，教师职业是变得越来越辛苦了，但另

一方面也批评教师对自己的压力抱怨过多。但是，从调查结

果看来，学龄儿童家长对教师的评价总体说来要明显高于其

他人的评价。家长看到了教师为争取分数公平、为上好每节

课以及对自己职业的高度认同所作的努力。他们认为，对学

校成绩差的事实，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应负起相应责任。70%
的家长认为，学生沉迷于电视和电脑是弊端的根源。许多教

师没有成功地传授教学内容、家长没有更多地关心下一代的

学习成绩，是造成学校成绩差的原因。此外，越来越多的家

长认为，学校为学生做的不够。如果德国真的要利用卓越教

育中的资源，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海因茨 － 彼得·迈丁格尔

把民意调查的结果看成是“许多教师在很好地履行工作”的

一个证明。重要的是，“来自有关人员圈子的这一尊重同样

也可以提高教师的整体社会声望”。
沃达丰基金会干事长马克·施派希说，教师必须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平衡教育赤字和社会不公平，他们需要而且应

该得到公众认可。“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知识社会的道路上，

教师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阿伦斯巴赫研究证明，今天的教师

应对教育漏洞和社会悬殊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挑战。教育

者首先需要得到他们应得的公众认可，以便带着快乐和动力

从事自己的职业。”施佩勒部长指出，“我们的大部分教师为

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他们每天要为我

们的儿童和青少年开辟一小片新天地，这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这方面民众必须要更强烈地感受到”。⑩

从民意调查看德国中小学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

的。如任何教育改革的实施，都要通盘考虑各方面因素，考

虑其实施的可行性和效益。如要提升教育质量，除了外在的

结构改革之外，还必须加强内在教学质量的提升，根据学生

的天赋和兴趣进行个性促进及因材施教。又如中小学教育

要教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学习的能力、态
度和习惯。终身学习应当成为每个人的目标，要提倡通过持

续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从而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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