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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高中畢業生對自己前途看好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德國高等教育暨學術研究中心（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 

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簡稱 DZHW）針對於 2015年間完成高

中學業、獲取高中會考文憑（Abitur）因而能夠申請進入大學的學生

們，各在他們離開學校前、後半年做出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約

有 73%的學生預測此文憑應對自己未來的工作有良好或非常良好的

幫助。 

這項調查研究由德國教研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簡稱 BMBF）所資助，其內容囊括：取得高中會考文憑

的學生們有關未來受教育、就讀大學的計畫，以及他們實踐計畫的方

法，還有他們做決定的動機與背景。 

德國教育部長 Johanna Wanka女士表示：「這項研究清楚顯示了

兩點：青少年們進大學讀書的趨勢絲毫不減，然而同時有許多通過高

中會考的學生在離開高中校園後，仍對自己未來的職業方向十分猶疑

不決。從另一份研究報告中我們得知，約有三分之一開始大學生活的

新生後來會輟學，並經常會改變跑道而開始接受職業教育。所以，為

了避免不必要的輟學，我們必頇改善在學生畢業前的校內職業機會顧

問與諮詢。目前德國教研部聯合各邦政府，將職業定向輔助計畫

（Berufsorientierungsprogramm）擴大至文理中學（Gymnasium）中施

行，以支持學生們為他們的未來職業道路做出選擇。最重要的是能夠

協助所有年輕人根據自己的能力與性向順利完成相關教育，並取得合

格的職業文憑。對此目標而言，進入大學與職業教育兩條路具有同等

價值。」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超過半數的高中畢業生（74%）想進入大學

深造，在離開高中校園後的半年內也有 50%的學生已獲得大學入學資

格，16%開始接受職業教育，並且有越來越多的學生（30%，較 2012

年所做之研究相比，增加了 5%）選擇在這段時間去國外旅行、打零

工或者去當志工；這種在完成基礎教育之後先休息一段時間，或者選

擇待在海外較長時間的情形已越來越越普遍，然而對於未來的猶疑不

決也是重新起跑前先暫時停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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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一半具有大學申請資格的學生會在高中畢業那年之前就

開始考慮自己未來的可能出路；在高中畢業前夕，也有 39%的學生覺

得自己已就職業教育及研讀大學的可能性有了充分的瞭解。至於在被

問到對未來職業方向選擇的難度與問題時，有 43%表示因為可能性太

多而無法一一了解，而導致選擇上的困難；42%表示則某些科系的錄

取名額受限而覺得影響自己志願的實現；另外也有 38%的學生表示還

不清楚自己的興趣。至於上大學或是接受職業教育時所需的一切花費，

也對 24%的學生形成難題，然而這已是歷年統計數值中最低的一次

了。 

 

資料來源：2017年 9月 15日，德國聯邦教研部網頁新聞 

https://www.bmbf.de/de/abiturienten-sehen-ihre-zukunft-positiv-48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