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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德國學校教育的 

衝擊：中等教育體系的探析

薛欣怡　文藻外語大學德國語文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新冠肺炎（Covid-19）之爆發，不僅對人民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亦使教育受到

嚴重衝擊。歐盟國家在此次疫情中受創亦深，德國身為歐盟最大的經濟體和人口最多的

成員國，早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其中等教育體系即已面臨必須做出改變的困境，疫

情的蔓延，使德國社經背景與教育不公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更暴露了德國中等學校在

數位化方面落後的現象。因此，本研究聚焦中等教育階段，探討德國因應新冠肺炎的舉

措，希望有助於了解德國在疫情衝擊下未來教育政策的發展。本研究採文件分析法，除

德國最新政策報告外，亦透過幾項重要調查報告的結果，得知目前教育現場的情況及其

遭遇的困難。

關鍵詞：教育政策、新冠肺炎、德國、德國中等教育、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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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Covid-19）不

僅引發世界公共衛生的危機，更使各國教

育陷入了緊急狀態。根據聯合國於2020年

8月4日發布的《COVID-19期間及其之後的

教育》（Education During COVID-19 and 

Beyond）報告，新冠病毒大流行對教育

系統造成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破壞，全球有

超過190個國家和地區近16億的學生受到

影響，各國應投入大量資金加速教育改革

（United Nations, 2020）。

表面上，疫情為學校教育帶來了艱

難的挑戰，但實則也創造了改革的契機。

擁有獨特中等教育體系的德國，早在新冠

肺炎爆發前，即已面臨了改革的迫切性。

疫情的爆發不僅揭露該體系存在已久的問

題，更加速了其改革的動力。是以，本研

究聚焦德國中等教育階段，探討疫情對德

國中等教育的影響，進而了解德國政府因

應新冠肺炎的舉措與其所遭遇的困難，以

及德國在疫情衝擊下，未來教育政策的發

展。

貳、 新冠肺炎對德國中等學校體系
之衝擊

本研究聚焦探討疫情對德國中等學校

體系的衝擊與因應。以下首先針對德國中

等學校體系進行了解，進而揭櫫其潛在的

問題及其因應疫情的現況。

一、德國中等學校體系探析

德國屬於聯邦制地方分權的國家，

根據《基本法》（Grundgesetzt）規定，

16個邦各自享有教育立法和行政管理的最

高權限，聯邦政府的主要職責為在各邦間

進行協調，因此德國的教育行政分為聯

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兩個層級，且各邦在

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享有高度的自主權

（薛欣怡，2010）。在初等教育階段，德

國各邦的修業年限不盡相同（4或6年不

等）；在中等教育階段，相較於世界上大

部分其他國家，其分流制度較早，且分流

的選擇與未來工作的關聯性也較其他國家

來得緊密（張炳煌，2010）。根據1964年

各邦所簽署的《漢堡協議》（Hamburger 

Abkommen），在初等教育階段後即進入

中等教育的分流，傳統上主要分為四種不

同類型之學校（KMK, 2020）：

（一）文理中學（Gymnasium）

主要是以升大學為主的學校，類似我

國的高中，修業年限為5∼12/13年級，1其

課程結構區分為初等階段（5∼10年級）及

高等階段（11∼12/13年級）。完成高等階

1  近年來，德國文理中學的學制改革爭議不斷，傳統為9年制（G9），而後改為8年制（G8），
但目前許多邦又再次改回G9制，因此目前德國文理中學為G8和G9共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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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並通過高中畢業會考（Abitur）者，便具

有進入大學就讀的資格。

（二）實科中學（Reaschule）

為結合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一種

中學類型，修業年限為5∼10/12年級，強

調實用性高的課程，屬於應用型取向，類

似於我國高中與高職的結合。完成實科中

學10年級者，可取得中級學校畢業證書

（Realschulabschluß），進入職業訓練體

系的職業專門學校（Berufsfachschule）就

讀；完成12年級者，可取得中間成熟證書

（Mittellere Reife），進入升學預備體系的

高等專門學校（Fachhochschule）就讀。

（三）主幹中學（Hauptschule）

主要以習得職業相關技能為主的學

校，類似我國的高職，修業年限為5∼9

年級，學生畢業取得主幹學校畢業證書

（Hauptschulabschluß）後，即可進入雙元

制體系（Duales System）接受職業培訓。

（四）綜合中學（Gesamtschule）

為結合上述三種中學的一種學校類

型，自1982年起為各邦相互承認的正式學

制。綜合中學的立意為結合前三種學校的

特點，提高不同類型學校間轉換的可能

性，避免過早分流所造成的影響，並給予

學生多樣化的選擇機會。然而，綜合中學

的出現並未統整或取代其他學校類型，而

是成為在既有三個學校類型之外，另一種

補充的學校類型，使原本三軌分立的學校

制度更為分歧（張炳煌，2018）。

綜上所述，傳統德國中等教育階段的

分流設計，在課程內涵、修業年限及畢業

證書的效力上皆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德

國的學校制度被歸類為高度階層化（張炳

煌，2010）。德國中等教育階段之分流主

要由教師依據學生的成績表現進行推薦，

其中以文理中學的成績為最高，實科中學

次之，最後為主幹學校，2但也因此階級屬

性造成了教育不公的問題。一直以來，德

國中等教育分流制度所引發的問題為人所

批判與辯論，2001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

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落後結果更為德國

教育界投下了一顆強烈的震撼彈，一般稱

為「PISA震撼」（PISA Shock）。除學

生學習成就落後於其他主要工業國家外，

其教育機會不均等強度亦是會員國之最，

德國為工業國家中，其來自移民家庭或工

人階級子女獲得良好畢業文憑比例最低的

國家，且學習成就低落與家庭社經背景不

利的學生大多集中在主幹中學與綜合中學

2  除成績外，學生的性向與整體發展也會納入考量，由初等學校的教師於畢業年度第一學期結束
前給予畢業生推薦書（Übergangsempfehlung），建議畢業生至特定的學校類型。但是，推薦書
是否具約束力，各邦對此的規範不一。近年來，有幾個邦取消推薦書具有約束力的規定，賦予
家長自行選擇的權利（張炳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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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kranz & Frietsch, 2019）。因此，早

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德國中等教育體系

即已進行了變革，大多由傳統的四軌分立

朝向二軌發展，即文理中學為其中一軌，

其他類型的中等學校歸為另一軌。3然而，

二軌並立學制仍是明顯的分流學制，並無

法克服傳統學制階層化的問題（張炳煌，

2018）。

綜整而言，德國中等教育階段的分流

制度目前仍呈現多元化發展，其改革結果

仍待未來觀察，故本研究聚焦於新冠肺炎

所投下的第二顆震撼彈，即「新冠震撼」

（Corona Shock），探討其將為德國中等教

育帶來何種衝擊以及產生哪些危機？

二、 德國中等學校面臨新冠肺炎的困
境與現況

本研究運用文件分析法，透過以下

三個針對疫情所做的重要調查報告進行爬

梳，描繪出現今德國中等學校面臨新冠肺

炎的樣貌。調查報告是以二軌方式進行調

查，即文理中學為其中一軌，其他類型的

中等學校歸為另一軌。

（一） 《新冠肺炎危機中的教師訪問》

（Lehrerbefragung zur Corona-

Krise）

疫情的爆發不僅對學生，更對學校以

及教師帶來巨大的衝擊與挑戰，根據博世

基金會（Robert Bosch Stiftung）與《時代

週報》（Die Zeit）共同合作，於2020年4

月對1,031位德國中小學教師進行的問卷調

查，4其主要結果如下（Anders, 2020）：

1 .  在學校數位媒體的準備度上，

超過半數的文理中學教師表示相當滿意

（59%），且表示至少約三分之二的同事

在學校關閉前已應用了數位化教學，至

於其他類型的中等學校教師滿意度則有

36%。

2.  在學校領導與行政的支持度上，

大多數文理中學的教師表示相當滿意

（75%），其他類型的中等學校教師滿意

度則有69%。

3.  在與學生及家長的交流溝通上，

整體而言最常使用的媒體為電子郵件

（79%），其次為電話（46%）、數位學習

平台（45%）。其中，與學生及家長交流

溝通最頻繁的為文理中學的教師。而在數

位平台的使用上，亦以文理中學的教師最

高，占72%，其他類型的中等學校教師則

有52%。

4. 大多數文理中學教師認為學校關閉

凸顯了家庭社經背景不公的問題，比率達

87%，其他類型的中等學校教師認同的比

率也有85%。

3  目前德國各邦幾乎已告別傳統分立的制度，各自發展成二軌並立、擴充的二軌並立以及多軌分
立的模式，呈現多元的樣態（張炳煌，2018）。

4 本研究擷取調查報告中針對中學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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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學校的距離》（S c h u l e  a u f 

Distanz）

實施遠距教學為大部分國家在學校

關閉期間所採取的方式，沃達豐基金會

（Vodafone-Stiftung）即就此於2020年5

月對310位德國中小學教師進行調查， 5

結果如下（Vodafone Stiftung Deutschland, 

2020）：

1. 全部受訪的教師中，有83.2%表示他

們已準備好提供遠距教學，其中文理中學

為93.4%、其他類型的中學有83.5%。

2. 全部受訪的教師中，有33.3%認為

他們所屬學校準備好應對疫情的衝擊，其

中文理中學為48.4%、其他類型的中學有

36.2%。有高達66%的受訪教師表示，他們

所屬學校完全沒有準備整體因應策略，以

處理學校關閉及因疫情阻礙所造成的受限

時期學習方案。

3.  各校在進行遠距教學時呈現不平

均的狀態。41%的受訪教師表示能與同事

共同組織遠距課程，24%卻必須完全靠自

己，75%的教師利用電子郵件傳送作業，

僅有25%使用學習平台機制。

4.  僅有三分之一的教師能夠與自己

的所有學生保持聯繫，且多以電子郵件為

主，有二分之一的教師是使用電話，而五

分之一則運用視訊聊天應用程式。

5. 教師們擔心因學校關閉所造成的社

會不平等狀況將會持續加劇。

（三） 《新冠肺炎期間的居家學習》

（Homeschooling in Zeiten von 

Corona）調查報告

居家學習不僅對學生，更對家庭帶

來了巨大的影響，根據德國「D21倡議組

織」（Initiative D21）和慕尼黑工業大學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TUM）

於 2 0 2 0年 8月委託「凱度民調公司」

（Kantar）針對1,005位家中有居家學習學

童的成年人所做的調查（Dathe, 2020）：

1.  在疫情爆發前，學校數位媒體運

用於教學僅占66%，而疫情爆發後上升至

96%。

2. 在居家學習中最常被使用的數位媒

體依序為手機（60%）、筆電（58%）、平

板電腦（49%）、電腦（44%）。

3. 在師生互動上最常使用的方式依序

為電子郵件（81%）、視訊（44%）、簡訊

（32%）、電話（14%）等。

4. 有高達75%受訪者表示居家學習時

遇到困難，包含缺乏學校支援（37%）、

網路問題（ 3 1 %）、教師的數位能力

（30%）等。

綜整上述三份調查報告結果，本研究

歸納出以下重點：

（一）相對於其他類型的中等學校，

文理中學的教師最能適應目前的新狀態，

且將近一半的受訪教師表示文理中學在關

5  本研究擷取調查報告中針對中學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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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學校前，已在數位化教學發展得相當良

好。

（二）大部分受訪教師認為，學校並

未做好因應疫情的準備與計畫。

（三）居家學習最常使用的數位媒體

為手機。

（四）在師生互動上最常使用的方式

仍停留在電子郵件；數位教學平台除尚未

建置外，既有的使用率亦不高。

（五）數位化教學方式凸顯了家庭社

經背景不公的問題。

（六）疫情的爆發揭示了教師的數位

教學能力不足的問題。

此外，本研究整理了《與學校的距

離》調查報告負責人—帕德博恩大

學（Universität Paderborn）教育學教授

B. Eickelmann針對調查結果所提出的幾

點建議（Vodafone Stiftung Deutschland, 

2020）：

（一）必要的做法應該是結合到校授

課與居家數位化教學，其他的方式將無法

保證授課時的防疫安全。

（二）雖然在新冠肺炎危機前已出

現教師人力嚴重欠缺的問題，然在可預見

的未來，仍然缺乏大量教師，因為學生人

數在教室內因防疫安全規定而必須減少，

因此，每一班須有二、三倍的教師才足夠

完成教學任務。對此，可採用在醫學界的

做法，讓實習的學生，即大學的師範生們

作為臨時助理協助課堂教學，同時也能讓

疫情期間失去打工機會的大學生們增加收

入。

（三）必須解決各個學校教學所需的

空間問題，因教室內學生人數減少，因此

需要更多的空間，例如可利用學校當地由

於疫情停課的市區大學空間進行教學。

（四）在新冠肺炎危機開始前就已在

數位化領域較為進步的學校，面對這次的

疫情明顯感到較為輕鬆，且相對於其他學

校約25%採用數位教學時，他們之中已約

有42%能夠利用數位學習平台了，因此建

議可舉出模範學校，以產生榜樣效應，供

各校參考。

（五）教師們的數位進修迫在眉睫，

建議聯邦政府應挹注更多資金在教師的數

位培訓上。

除調查報告外，社會各界對疫情影響

下的學校教育亦提出見解與建議，例如：

萊茵蘭—法爾茨（Rheinland-Pfalz）邦教育

部長S. Hubig表示：

新冠肺炎使得德國教育不公的情

形惡化。這是一個嚴重的警訊，

在數位化的時代，社經背景對教

育的影響擴大。現今數位化變得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且和教

育公平性是緊密相連的。

萊布尼茨教育研究暨教育訊息研究所

（Leibniz-Instituts für Bildungsforschung und 

Bildungsinformation, DIPF）執行長K. Maaz

表示：

必須將數位科技的應用納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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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的培訓和進修中。學校

的設備亦必須得到改善，且數位

媒體或設備的獲得高度依賴社經

背景。

科隆德國經濟研究所（ Ins t i tu 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öln, IW）的研究報告

亦顯示，居家學習將嚴重威脅到德國教育

體系的社會公平性。雖然有將近86%的12

歲學童6擁有自己可以安靜學習的房間，然

具有移民家庭背景的學童中則僅有三分之

二擁有自己的房間，且普遍缺乏數位媒體

用以居家學習，甚至因此與學校失去聯繫

（Hanack, 2020）。疫情暴露德國學校在數

位化方面落後的現象，更使得社經背景與

教育不公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

再者，根據科隆德國經濟研究所

（IW）於2020年8月4日所發布的《INSM

教育觀測2 0 2 0—新冠疫情期間的學

校教育》（INSM-Bildungsmonitor 2020 

Schulische Bildung in Zeiten der Corona-

Krise）報告，師資短缺與數位化資源匱

乏是目前德國學校教育體系中最棘手的問

題，且疫情的爆發更加劇其嚴重的程度。

報告中建議，目前德國迫切需要對教師

進行數位教學的培訓，德國四萬多所學

校應增聘兩萬名IT專業技術人員，以提供

專業支持，德國政府每年需增加20億歐

元建立專業的IT基礎設施。調查報告亦指

出，德國各邦的學校教育表現差距愈來

愈大，例如薩克森邦（Sachsen）和巴伐

利亞邦（Bayern）的教育系統應變效率最

高，其次是圖林根邦（Thüringen）、漢堡

邦（Hamburg）、巴登符騰堡邦（Baden-

Württenberg），表現最差的為薩克森安哈

爾特邦（Sachsen-Anhalt）。報告亦清楚地

顯示，德國在病毒危機前，教育不公的問

題已非常嚴重，受到學校關閉的影響更加

惡化，因此各邦必須發展更完善的遠距教

學模式。此外，全德國約有8.5萬名教師年

齡在60歲以上，強化教師的進修培訓刻不

容緩（IW, 2020）。

參、 新冠肺炎影響下，德國中等教
育體系之因應措施與遭遇困難

新冠肺炎暴露了德國中等教育體系

既有的問題，即社經背景所造成的教育不

公，在該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方式前，

疫情爆發下的居家學習暴露了學校數位化

落後的情況，加上教師人力嚴重欠缺，更

加劇了中等教育體系的問題。面臨此一空

前未有的危機，德國政府實施以下幾項主

要的因應措施：

一、 「學校數位化專案」（Digita-
lpakt Schule）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使得遠距教學

6  由於德國中等教育階段分流較早，因此，12歲學童已屬於中等教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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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大多數國家緩解缺課影響的方式，並

成為現今教育界所關注的焦點。然而，相

較於高等教育，德國學校教育的數位化發

展明顯緩慢，許多邦的中學規定禁止使用

手機，且學校內並未提供充足的網路，更

遑論配備齊全的數位設備。為改善學校長

期的數位化落後情形，聯邦政府以聯邦教

育暨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以下簡稱BMBF）於2016

年10月所提出的《數位型知識社會的教育

策略》（Bildungsoffensive für die digitale 

Wissensgesellschaft）以及德國各邦文教

部長常設會議（Kultusministerkonferenz, 

KMK）於2016年12月所提出的《數位世界

的教育》（Bildung in der digitalen Welt）

兩大數位教育政策為基礎，於2018年由聯

邦與各邦政府合作啟動了「學校數位化專

案」，共投入55億歐元，由聯邦政府支持

學校基礎設施建設、各邦政府則負責教師

培訓、教學計畫及數位教學內容的研發

（BMBF, 2020a）。

然而，德國教育與學術工會（D i e 

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 

GEW）對工會內的18,000名教師針對數位

媒體的問題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許多教師

在進行數位化教學時所使用的是自己私人

的電腦，多數學校並未能提供足夠的電腦

供教師使用，且多數教師對於數位培訓明

顯感到不足。雖然德國政府因應疫情的爆

發，透過原本既有的「學校數位化專案」

增額提供1億歐元，使德國各邦可在學校停

課期間，迅速建立數位教學平台和擴展數

位化教學，但工會仍對該專案的其中一條

規定表達不滿，即每校的數位媒體（如平

板電腦或筆電）僅能占補助金額的五分之

一或於該項目僅能支出25,000歐元。GEW

工會呼籲應放寬規定限制，且將整個方

案的補助資金增加至200億歐元，才能幫

助學校迅速突破數位化發展的瓶頸（Zeit 

Online, 2020）。

是以，德國雖透過既有的「學校數位

化專案」增額以應變疫情期間數位設備不

足的問題，然其實施上仍引發許多爭議與

問題尚待解決。

二、 「HPI學校雲端」（HPI Schul-
Cloud）

自 2 0 1 6年底開始，B M B F於德國

各學校全面推廣「學校雲端」（Schul -

Cloud）平台計畫，該平台是由波茨坦大

學（Universität Potsdam）所屬的「哈索普

拉特納研究所」（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HPI）開發建立，主要目的在幫助學校建

立線上課程，提供技術、課程內容、教

學管理等服務。使用「學校雲端」的學

校，教師與學生皆可在平台進行教學與學

習，平台亦提供多數人同時進行或是與其

他學校交流分享教學資源，被視為德國

近年學校教育體系數位化基礎設施建設

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德國已有許多學校

加入使用該平台，其中更有128所STEM7

7  所謂STEM，是指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四個學科，德文縮寫則為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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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中學（MINT-EC）使用該平台，用

以強化STEM學科的教學與學習（Hirsch, 

2020）。

疫情爆發後，為因應線上學習需求，

對於尚未加入使用「學校雲端」的學校，

B M B F啟動了「H P I學校雲端」（H P I 

Schul-Cloud）計畫，為幫助各校能迅速

展開網路教學，更給予因疫情而陷入困境

的學校提供了及時的救援措施，希望能最

大限度減少疫情危機對學校教育的影響。

BMBF計畫日後將在全德國擴大推廣，除

實現數位化教學外，更可作為平時面授教

學的補充（Hirsch, 2020）。

此外，BMBF更與各邦、科學界和工

業界共同發起了「我們保持聰明」（Wir 

bleiben schlau!）的家庭STEM教育計畫，

希望透過廣泛且聯網的形式激發學生在

家學習STEM相關內容的興趣（BMBF, 

2020b）。

而向來注重個資安全與數據倫理的

德國，鑑於數位學習平台的高度互動性

（如學習歷程紀錄等）所可能引發的個資

保護疑慮，針對平台使用者制定了許多保

護措施，例如，在學校雲端註冊時需要家

長簽訂同意，且16歲以上的學生必須親自

簽訂同意書。此外，該平台擁有一個化名

（Pseudonyme）學習的功能，即學生在使

用平台時可使用化名，而平台透過設定，

既可不需要學生個人資料，但依舊可記錄

其學習歷程等。目前已有400多萬筆的教學

資料與互動學習系統被建置在平台上，教

師與學生可透過符合數據保護規定的化名

方式使用資料（Meinel, 2020）。

然而，網路速度問題使該平台所能

展現的效率大幅縮水，這亦是德國發展

數位化所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針對此

問題，聯邦政府近年已陸續藉由《數位

化進程2014-2017》（Die Digitale Agenda 

2014-2017）、《數位策略白皮書2025》

（Digitale Strategie 2025）以及《數位化教

育世界2030》（Bildungswelt digital 2030）

等政策積極普及全德國光纖網路以及擴建

數位化基礎措施。

三、 「緊急方案」（Sofortprogramm）

為幫助因疫情受影響而無法順利透過

遠距教學受教的學生，聯邦與各邦於2020

年7月聯手啟動「緊急方案」，由聯邦政

府出資5億、各邦出資500萬歐元，用於出

借數位設備給父母無力購買的學生，剩餘

款項可用於增添學校數位硬體。這些數位

設備屬於學校的財產，可在日後的常規業

務或教學中使用。「緊急方案」被視為是

「學校數位化專案」的補充，然其與學校

數位化專案的不同處在於後者目的並非採

購數位設備，而是要長期建立和維護學校

的數位化基礎設施（Die Bundesregierung, 

2020）。

「緊急方案」發布至今備受批評與爭

論，主要問題在於資金的運用與實施的細

則未有統一的規定與準則。BMBF僅說明

資金運用應由各邦教育部門按照「柯尼斯

坦公式」（Königsteiner Schlüssel），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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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邦的人口及年度稅收決定分配比例，

實施細則則由各校去協商與訂定（BMBF, 

2020c），因此目前仍呈現混亂的局面。

四、「轉職教師」（Quereinsteigende）8

近年來，由於德國生育率上升、難

民的大量湧入、教師的退休潮、全日制學

校（Ganztagschule）9的發展需要更多的

教師，以及大學中的師資培育課程數量太

少、門檻太高等因素，造成全德國教師

人力嚴重缺乏。而新冠肺炎的爆發更加劇

了其嚴重性，因德國有數千名學校教師

因受疫情影響無法任教。根據統計，2020

年全德國有三萬六千多個教職空缺需要補

足，尤以北萊茵—威斯法倫邦（Nordrhein-

Westfalen）最為嚴重，統計至2020年8月

15日止，尚有8,000個教師空缺，其次為巴

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nberg）的6,000

個空缺以及巴伐利亞邦（Bayern）的4,600

個空缺。為緩解此困境，自2020年冬季學

期開始，大部分的邦均須藉由聘任所謂的

「轉職教師」（Quersteigende）來救急，

這些原本從事其他職業的教師們具備學校

相關學科的碩士學位，並接受過短期的教

師培訓。儘管如此，在新學期開始時，仍

有三分之一的教職空缺無法補足。巴伐利

亞邦（Bayern）更採取聘任800名擁有碩

士學位且對教學抱有高度熱忱的「團隊教

師」（Teamlehrkräfte）來輔助正式教師組

織課程。現今德國各邦更積極建立短期教

師儲備制度，以填補受疫情影響無法任教

的教師缺額（Anders & Kuhn, 2020）。

根據波茲坦大學（ U n i v e r s i t ä t 

Potsdam）教授D. Richter的研究，到目

前為止，「轉職教師」的教學表現與

成效和正式教師大致上並無明顯差別

（Deutschlandfunk, 2020），但對於講求學

歷與專業培訓的德國來說，「轉職教師」

的教學資格與教學水準仍飽受質疑與議

論，且普遍被認為僅能作為疫情期間因應

師資短缺的做法，而非長期的解決之道。

8  德國傳統的師資培育過程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須修畢師資培育（Lehramt）的學分並取得
教育碩士學位，接著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Staatsexam）後，進入學校實習（Referendariat），
實習結束後再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方成為正式師資。近年為填補教師空缺，出現了所謂的
轉職教師，轉職教師又可分為Quereinsteigende與Seiteneinsteigende，兩者皆未修畢師資培育
的學分且不具備教育碩士學位，而是擁有其他專業的碩士學位，最大的差別為前者必須通過
第二次國家考試，而後者不需。然而，目前德國各邦對於轉職教師的標準與要求不一，且
定義也不盡相同，呈現多元的樣態。此非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因此本研究僅以轉職教師
（Quereinsteigende）來闡述德國在新冠疫情衝擊下師資短缺所實施的因應措施及其所引發的問
題。

9  原本德國學校僅為半日式教學，全日制學校意味著將教學時間延長為整日，即下午也有教學或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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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發生重大事件或出現危機時，通常亦

是改革的契機。德國中等教育正是如此，

「PISA震撼」揭示了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學

生的學業成績與獲得教育的機會有著巨大

差異，其中尤以占比最多、社經不利家庭

子女及移民子女所就讀的主幹中學最為顯

著。中等教育分軌制中的教育不公現象，

顯示了德國過早分流政策以及多軌學校結

構所造成的問題。因此，德國開始實施一

系列的教育改革，以改革中等學校結構和

學制以及加強對移民背景學生的教育為改

革重點，整體方向為保留文理中學，另將

實科中學與主幹中學結合。但由於各邦教

育自主權的緣故，目前仍呈現雙軌和多

軌並存的多元現象。此外，藉由「PISA

震撼」的契機，德國更重新審視教育機會

均等與社會階層的問題，自2003年起推動

全日制學校（Ganztagschule）的設置，目

的在提供學生較長的學習時間以達到精熟

所學內容，學校亦有更多時間輔導個別學

生以及與校外機構合作來豐富教學活動，

以減少學生社經背景對其學習成果之影響

（朱啟華，2010）。目前德國學生在PISA

的表現逐漸好轉，已超過了OECD的平均

水準（Rosenkranz & Frietsch, 2019）。

在「新冠震撼」後，學校數位化落後

的問題浮上檯面，數位教學使得教育不公

問題更加嚴峻。儘管聯邦與各邦積極透過

「學校數位化專案」、「HPI學校雲端」計

畫、「緊急方案」等來救急，卻仍有許多

無法突破的瓶頸。疫情的爆發亦加劇了原

本就棘手的教師人力不足問題，聘任「轉

職教師」（Quereinsteigende）的方式除引

起爭議飽受批評外，亦被認為非長期解決

之道。

研究者認為，「新冠震撼」對德國

中等教育體系所造成的影響，已遠遠大於

「PISA震撼」的威力。在疫情肆虐影響下

的封城措施與學校關閉，使全球教育就像

是被按下了暫停鍵，此暫停暴露了德國中

等教育體系的許多不足，卻也使得德國可

重新審視問題以進行改革。長期以來，由

於德國各邦教育自主權高，使得教改方向

不一致，且所推動的模式亦不盡相同，因

而造成教育改革的阻礙，而「新冠震撼」

的強大威力重新點燃了德國中等教育改革

的火苗，儘管問題不斷浮上檯面，仍可視

為全面徹底大改革的好契機。

再者，2020年7月1日起，德國正式

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EU-Ratsprä-

sidentschaft），輪值期間的主要目標為率

領歐洲在疫情危機下走向更好的未來。

身為歐盟領頭羊的德國除努力抵抗疫情

與研發疫苗外，更把握數位化所帶來的

挑戰與機遇，BMBF已擬定「未來方案」

（Zukunftspaket），預計將在教育、研究

及創新方面投資超過600億歐元，為德國有

史以來最強大的改革方案，並將學校數位

化和數位化教學列為重點項目，且將強化

「學校數位化專案」的發展力道（BMBF, 

20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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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中等教育數位化提升成效如何，

為後續研究觀察之重點，希冀本研究現階

段所探討的結果，能擴大國內對德國教育

的研究面向，亦能對疫情議題在教育界

的研究有所貢獻，且能作為後續研究之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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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not only posed a great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but also 
education has been severely affected. Germany, the largest economy and most populous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lready faced challenges in reforming its secondary 
education system before the pandemic. But the outbreak publicly revealed the main problems 
and accelerated the momentum for reform. The pandemic brought the issues of socio-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to the forefront again and revealed that 
Germany’s secondary schools fall behind in terms of digit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stage and examines the measures taken by Germany in 
response to Covid-19, helping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ermany’s education 
polic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In addition to the latest German policy reports, this 
study also uses the results of several important survey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education field an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Keywords:  education policy, Covid-19, Germany, German secondary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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