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駐在國教育市場資料──德國 
駐德國代表處文化組提供 

德國人口數目、就學人口總數、高等教育在學人口數、中等

教育在學人口數、技職教育人口數 
2000年底全德國 8226萬人。中學教育學生 618萬人。高等教育學

生 180萬人。技職教育學生 268萬人。 
 
德國教育學制 
高等教育學校數：公立 237所﹐私立(包括教會立)93所(學生人數
僅佔 3%)。法商社會科 37%﹐文藝科 24%﹐工科 19%﹐理科 12%﹐
醫護科 6%﹐農科 2%。 
技職教育學校數：私立學校比例僅佔 6%。男生依次以修車、電工、

漆工、木工、銷售居多(共佔 23%)﹐女生依次以秘書、銷售、護士、
美髮、牙醫助手居多(共佔 33%)。 
中等教育學校數：公立學校佔 94%﹐而私立學校僅佔 6% 

 
德國國民平均所得(以美元計)  
1、高中一學期學費(公、私立)  
2、大學一學期學費(公、私立)  
3、技職校院學費(公、私立)  
4、教師薪津及其它社會福利需資方負擔者(公私立及中學、技職校
院、大學各別標示) 
 
聘任外籍教師相關規定。 
德國國民平均所得 25600美元。高中公立學校免學費﹐私立學校

學費無平均值。大學公立學校免學費﹐私立學校學費無平均值。技職

校院公立學校免學費﹐私立學校學費無平均值。各級教師和教授月薪

毛額介於 2668到 5000美元﹐社會福利資方需負擔退休、失業保險、
健康保險的 50%。聘任外籍教師依各校相關規定辦理。 
 
在該國設立中等學校之相關法規 
1、設立高等、中等教育學校相關法規 
2、設校基金或土地取得相關規定 
3、有否特別限制，如國民待遇的歧視 
4、建教合作之相關規定 



德國絕大多數的學校是公立、免學費﹐私立學校比例僅佔 6%﹐
居全歐盟末位(荷蘭高達 70%﹐比利時高達 50%)﹐政府為防止私立學
校以高學費選進富有家庭的學生﹐高額補助私校以降低學費﹐國家預

算緊縮後不鼓勵新設私校﹐審核時間拖達數年。 
 
我教師倘應聘赴德國任教，居留簽証等相關規定為何? 
校方出具邀請函﹐我應聘教師據以向德國在台協會辦理工作簽

証。 
 
德國人民對何種技藝較有興趣?學習中文風氣如何?德國設
立補習班相關規定為何?或其他推廣教育發展情形? 
德國人對學習其他歐洲語言較有興趣﹐學習中文風氣不盛。推廣

教育以公立 Volkshochschulen(民眾高等學校)為主。 
 
資訊教育在德國發展情形如何? 
1、電腦普及的程度為何?幾年級開始教授資訊課程。 
2、遠距教學發展情形。 

2000年 53.4%的家庭擁有電腦。德國共有一千八百個遠距教學學
程﹐15萬個遠距教學學生。 
 
遠距教學在德國發展情形如何? 
1、電腦網路教學? 
2、遠距教學實施方式(即利用函授、電視廣播教學、網路教學(同步、
非同步)或衛星等各項媒體之使用普及情形)? 
3、網路教學在正規教育、成人教育、在職進修教育之實施情形及電
腦與網路普及使用程度為何?幾年級開始教授電腦網路課程或利用及
程度?(例如: 開辦學校數量?課程數?修習學生人數?) 
4、網路教學平臺、課程及教材之品質發展成熟度。是否有引進國外
產品需求。5、使用華文教學之遠距課程，其市塌需求?使用英文教學
之遠距課程，其市場需求? 
6、我學校與德國學校進行跨國遠距教學合作之可能性。請推薦那些
學校具有發展條件﹐可以建立合作關係。 
7、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是否有相關法規規定或認證機構。是否授予遠
距課程之學分及學位。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8、遠距教學(或網路學習、數位學習)相關發展計劃內容。 
   德國特里爾大學(Universität Trier)與弗勞恩霍夫協會(FHG/ 



Fraunhofer Gesellschaft)下屬的遠距教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Telematic)
去(九十一)年 10月 29日正式開通了中國大陸學生可在線(Online)聽課
的網路課程。30名北京科技大學的大學生當天通過網路聆聽了以「網
際網路的安全」� 題的首節講座。  
 
據弗勞恩霍夫協會(FHG/ Fraunhofer Gesellschaft)遠距教學研究所

的阿爾加耶爾先生介紹，特里爾(Trier)大學資訊系(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Trier)的克里斯托夫· 邁奈爾(Christoph 
Meinel)教授在其教室內使用配備了網路攝影機的筆記型電腦以英語
授課，授課內容同時借助於高速網際網路向各地傳輸。網路另外一端

的中國大陸學生可以在家中或是學校內，同步收看講座內容，有如一

條“網上學橋”。從去年 10月 29日起，以資訊學� 內容的系列講座
將在德國當地時間每周二上午 8：15至 10：00開始傳輸，如果學生
錯過了講座，可以在相關網站（www.tele-task.de）下載多媒體授課錄
影。  
 
這是德、中雙方首次合開通網路教程，雙方科教界人士參加了開

課儀式。特里爾(Trier)大學校長彼得· 什溫克梅茨格教授(Prof. Peter 
Schwenkmezger)說，網路將特里爾(Trier)這座德國最古老的城市與中
國大陸首都北京連接起來。 
 
德國對國外學歷採認的規定或法規 
德國大學校院對國外學歷採認由各校各系所個別審核。 
 
本組建議、綜合評述 
德國私立大學校院學生人數僅佔3%﹐私立中小學校數量僅佔6%﹐

規模都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