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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欧洲自 ��世纪 ��年代以来“工业社会对技术进步的强

调”，已然成为一个趋势，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认为“技

术革命这场竞赛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国家与社会对高层

次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共识，即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需求

紧密联系，因此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的职业教育迅速发展，

在这个时期职业教育出现了新的特点。

2�战前德国职业教育的历史回顾

德国职业教育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与路径。德国职

业教育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学徒

制，它是早期与手工业生产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形式。近代工

业化时期，德国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了发展

和调整。��世纪职业学校的大规模创立，双轨制职业教育模

式的出现、发展。德国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双轨制职业教

育模式，所谓双轨制职业模式，它是指职业教育在企业和非

全日制职业学校平行进行。企业侧重实践培训，向学徒传授

实用知识和职业技能；职业学校注重理论教学，向学生传授

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以企业实践培训为主。两者合作

承担职业教育职责，竭力将学生培养成专业技能人才等。这

种模式在德国中等职业教育领域所占的比例超过 ��％，同时

因其最突出地反映了德国职业教育的思想、观念、体系和运

行特点。德国教育事业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之间的良性互

动：工业化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国家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国

内环境，有利教育的发展，而教育“因时制宜”适时调整，

为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提供科技保障、人才输送 >��。

3�战后职业教育的重建与发展

战前德国职业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得德国成为工

业强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大

量校舍埋于废墟之下，教师更是极其匮乏，青年人失业，办

学经费难以负担。尽管重建异常困难，但在各州政府、工会、

行会、学校等多方人员的努力之下，����年 �月，���的中

小规模的职业学校已恢复教学。之后着手于进行大规模职业

学校的复课工作，解决师资，修建校舍，到 ��世纪中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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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与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战后职业教

育的重建，适时调整，服务国家，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做好

服务社会的“守护者”。职业作为连接客观文化和主观需求

的媒介，在个体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职业教育作为联邦德国整个教育事业重要的一部分，被普遍

认为是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民族存亡的基础等，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 >��。�

伴随着重建工作的结束，一方面，当时担心出现技术空

白，专业人才短缺，技术知识不足和后备英才乏人，要求职

业教育制度必须适应经济增长要求的呼声很高。��世纪 ��

年代早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助推等，对高素质

人才的需求紧迫性日益凸显，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

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年代以来的鲁尔危机爆发，几经“挣

扎”，����年，鲁尔煤业的下行趋势进一步加剧，在结构转

型进程中已遭重创的矿区陷入了战后首次经济危机的漩涡，

鲁尔采煤业、企业联合会和行会工会试图说明联邦政府介入

干预。教育和经济矛盾被不断地放大，一场全面的教育改革

势在必行。例如，学制改革，改变了传统的学制，创办综合

学校，以求消除历史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员之间存在的难以

逾越的“教育鸿沟”，在中等教育阶段使两者融为一体，学

制向三分结构发展。另外，联邦政府在完全中学高级阶段的

改革、综合高中模式实验等，新设了高等专科学校与职业学

院等，目的是为实现职业教育与不同阶段的普通教育相互沟

通衔接，促进其细化完善。

��世纪 ��年代以来，职业教育进入到“大发展”阶段，

被称之为“黄金时期”，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职业

教育体系发展得更为完善、多元。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教

育变革是社会变迁的重要面向，深化职业教育是重塑、完善

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

4�联邦德国早期职业教育的特点

4.1�完备的法律体系

����年行会提出《职业教育草案》，指出德国需要一个

职业教育法，现行法律涉及范围小，只能辐射部分青少年，

各行业法规之间“各行其是”。后 ����年工会提交《职业培

训法案》，联邦政府与各界展开讨论，最终于 ����年 �月 �日，

《联邦职业教育法》正式生效。政府一方面确保了自己在职

业培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法律层面给予“双轨制”模式

合法化。��世纪 ��年代以前，企业职业培训是“私人范畴

的事情”，学徒与师傅之间是一种私法合同关系，国家无力

对其进行干预。《联邦职业教育法》颁行以后，国家可以用

职业教育政策对其施加影响，该法律将以前分散的培训立法

综合整合在一起，为各行业制定统一的法规，法律的适用性、

可操作性大大提高了 >��。

4.2�参与主体多元化

双轨制模式（'XDO�0RGH）具有强劲的发展惯性，在传

统和现代化变革之间的冲突对抗之中，往往在适应时代发展

的同时，也表现出其传统的特点。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职

业教育的运行与管理机制往往是以合作的形式展开的。以行

会为基础，工会以及各种协会等不同的利益集团，国家少量

管理等进行的，而国家仅仅作为合作机制的补充。联邦德国

国家干预力度加强，由于这种干预政策不可能对境内各社会

经济和政治集团产生均衡的利益影响，各种利益集团因此积

极行动和组织起来，以便对政府的有关政策施加有利于自己

的重大影响。

随着德国经济的繁荣，经济和社会竞争加剧，利益相同

或相近的部门和集团又组成特定的代表性组织，以便从繁荣

的经济中争取最大利益。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处理好政府、行

会工会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世纪 ��年代以来，

协会团体之间达成一致与合作的范式，政府在其中扮演协调

人的角色。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德国发挥其

社会生产体系的比较优势，利用历史沉淀的、密集的制度与

网络，通过合作与协商达到不同团体的利益平衡。德国的职

业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遵循着相同的目标导向，通过各联合

会内部的合作、与统一的工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在共同

的企业外部培训中形成技术类行业标准，促进职业教育政策

的实施。

4.3�职业教育向高等教育领域的渗透

以知识技术为支撑的无形价值创造方式日益兴盛，德国

也逐渐靠拢，工程师等高级技术人才日益成为人们的追求。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世纪 ��年

代以来，德国开始建立职业教育层面的高等教育体系，创设

高等专科学校与职业学院，是培养高级技术人才新型的高等

教育机构，双轨制培训模式逐步被高等教育体系所采纳吸收。

5�结语

随着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知识对于企业的创立

和发展显得日益重要。为了顺应社会的要求，政府介入职业

教育，采用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合作的方式大力发展德国双

轨职业培训，职业教育获得了新的发展，为生产的稳定和质

量的高标准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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