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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德国的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是两个独立的教育体系$随着近年

来大学入学人数的不断增加(人口发展趋势对教育的影响以及就

业市场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变化#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自身角

色理解发生变化#显示出趋同和竞争的倾向#因而两者关系需要

重新定义$十分现实的议题是如何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

间的融通性#即如何为有职业资质者进入高等教育以及如何为大

学辍学者进入职业教育创造可能性$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交

叉形式,,,双元制大学也发展迅速$新的整合发展设想也已出

现#而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将是在德国职业资格框架下将不同教

育进程的学习结果模块化#从而实现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更大程

度上的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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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融通与交叉

一"对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关系进行重新定义的背景与外部因素

%一&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分立

众所周知,德国的教育体系主要分为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领

域+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一直存在着清晰的分野,属于并立的两个教育领域,

在教学文化/组织形式和文凭制度上都自成体系/各自不同+

这两条教育道路的分流在教育历程的较早时期就开始了,这也是德国教育体

制鲜明的特色之一$小学
%

年之后,学生选择不同的中学+在文理中学为主的学校

的学生最后通过中学毕业考试/获得中学毕业文凭%

!G87;0

&,之后走上通向大学之

路+其他道路则通向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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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教育学家皮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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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教育灾难*提出了警告,在进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后,德国的教育体制才稍稍

变得开放灵活,有了获得中学毕业文凭的)第二条教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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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形式也逐步出现,比如)限定专业的*大学入学

资格,以及应用技术大学出现后设立的应用技术大学入学资格+获得大学入学资

格的人数不断增加,到
&)))

年已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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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学毕业生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

的中学毕业生有应用技术大学入学资格+

# 尽管这些途径在严格规定下为没

有中学毕业文凭的中学毕业生打开了一些通向学术教育的道路,但职业教育与高

等教育之间的分隔还是没有变化,两者之间缺乏桥梁,学分转换也十分困难+几十

年来德国教育界一直在提)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等值*,这一口号实际上也默认

了两者分立的局面+德国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分立的根本依据是就业体系的不同

要求$胜任)知识型工作*需要的理论性/系统性知识由大学传授.胜任)专业工作*

需要的行为导向性知识与能力则由以双元制为主的职业教育传授+

%二&高等教育的扩张

随着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中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德国的大学入学率也不

断提高+在接受普通教育之后,年轻人的教育选择行为越来越偏向高等教育而不

是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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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德国同龄人中开始大学学习者的比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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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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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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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大学入学资格者比例上升到

+&n+?

,大学入学者比例为
+%-$?

,大学毕业生比例为
()-'?

+

&),(

年,大学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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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义务教育之后,未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这)第一条道路*进入大学的青年学生,可以上)晚间文

理中学*和)大学预科*后进入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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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首次超过参加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数+而职业教育方面的参与人数则停滞不

前+

&)))

年到
&),(

年间,新进入双元制体系的人数减少了约
,+?

+相对职业教

育而言,高等教育的吸引力似乎更大$从未来薪酬和发展可能性/工作条件和职业

稳定性来看,经过大学学习之后的前景要好于职业教育+

!

从国际比较来看,德国学术教育的比例相对较低+过去几十年中经合组织

%

LRc#

&国家大学入学率都在不断提高,德国的大学入学率属于较晚才提高的+

#

相对于其他国家,德国有其特定的教育局面$从事较高要求职业行为的人才,比如

机械电气师/金融服务职业人员等,在德国由职业教育培养,而在其他经合组织国

家则是由大学培养+但德国近年来大学吸引力的不断提高必然给职业教育带来消

极影响,一些较高要求职业的培训越来越面临着难以吸引优质生源的问题+职业

教育与高等教育二者并立的关系越来越受到考验+

%三&人口发展的影响

从人口发展趋势来看,到
&)&)

年,德国总人口将从
.,*)

万减少到
*'')

万,即

减少
&-,?

+

,.

岁到
&)

岁的年轻人口,即准备进入职业教育或大学的年轻人,将

从如今的
'&-$

万减少到
&)&)

年的
*%-(

万,减少
,'-*?

+

$ 在高等教育领域,入

学率的增长将弥补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按现在的趋势预计,从
&),)

年到
&)()

年,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将从
(&)

万人增加到
%')

万人+但在职业教

育领域,大学入学率的增长和该年龄段人口的减少将导致进入职业教育的中学毕

业生减少+从
&),)

年到
&)()

年,由职业培训输送的专业劳动者预计将从
,,+)

万

人滑落到
*))

万人+也就是说,到
&)()

年,受过学术教育的人数将比现在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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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数则将减少
,

0

+

+

%

职业教育受到的冲击不仅体现在人数上,也体现在质量上+双元制职业培训

并不太能接受资质较弱的学生,比如中学辍学生+近年来职业教育学生对培训职

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企业可提供的培训岗位则较少,往往供不应求,企业对学徒

的挑选标准以及培训规章中体现出的职业要求不断提升,企业普遍不愿在较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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