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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分析德國政府統計出版品與主題相關之研

究報告專書及網站資料，探究德國高等教育傳統的體制及其受到波隆

納協定衝擊後的改變。首先闡述德國傳統大學理念，接著介紹其體系

之獨特處，並討論波隆納協定後的變革，包括歐洲學分制和學程制的

實施現狀。本文結論是：德國的大學經過改革後比較有效率，輟學率

大降，各類型高等教育之學校也不再壁壘分明；然其缺點是德國大學

失去 200 年來學術的絕對自由，並不再標榜人格陶冶的功能，大學實

質上已成為職業訓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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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German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impacts of the Bologna Agreement on it. By means of an analysis 
of the publications of German government, research studies and books 
related to the theme, and the materials retrieved from websites. The 
author elaborates the concept of the traditional German university, first, 
and discusses its change after the Bologna Agreement, then. This article 
also illustrates the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credit system 
and the study modules. As result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reformed 
German universities become more efficient with a drastic reduction of 
the dropout rate, and more integrated with a less division amo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has to pay a dear 
price of losing the 200 years of absolute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long 
cultivation of great personality. University becomes virtually a kind of 
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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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另外請參考上述大學之網頁或維基百科全書「大學」條目德語版，網址詳文獻欄。

 根據 Pauseln 及上述文獻說明，大學前身的師徒集團具「行會特色」，歐洲技職教育

根源於其行會的師徒制，年輕的學徒大多有其「遊學生涯」（Wanderlehre），工匠

子弟遊學各地習藝，不僅可彼此互惠，更可廣習天下功夫。各地教會往往為掛單地

點，遊走諸侯國之際，有些弟子會留下為教會或王侯服務，這些人不少是官宦或商人

子弟，或教會中人。王侯洞悉其價值，間接促成大學之設立。

壹、導言：從柏林大學到《波隆納協
定》的轉變

大學最原始的樣貌及雛型來自古代之希臘文化。蘇格拉底

（Socrates，469 BC - 399 BC）、柏拉圖（Plato，428/427 BC - 348/347 
BC）非常自由鬆散、聚眾為徒的講學方式同樣也出現於中世紀的歐

洲。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是結合教會辦理之師徒學校發展起來的。德

語區最早的大學成立於 1347 年的布拉格大學（Universität Prag）、

1365 年的維也納大學（Universität Wien）和 1386 年的海德堡大學

（Universität Heidelberg）。中古大學主要的目的在傳承古代希臘羅馬

文化及當時既有之知識，以及基督教教義之詮釋與傳播。無論由教會

或世俗王權所設立之大學均以培養其所需人才為目的。拉丁文一直到

近代，主宰著歐洲的大學，為大學教學及學術著作用語。傳統上大學

以哲學院為預修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及神學院為第二階段結業的學

院 1（Pauseln, 1885/2010）。

德國自建立現代大學後，兩百多年來其理念與模式為各國所摹

仿，被世界各地的大學廣泛採用。德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以 1810 年洪

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創立柏林大學（Universität 
Berlin）的理念為標竿，洪堡德從改革德國傳統文理高中為起始，把

哲學院提升到跟法、醫、神學院同等的地位，主張在師生一體下的 
「研究與教學合一」（Ein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堅持創立

兼容並蓄，領域無所不包的高等學府，並強調教授自主治校。在國家

全力經費支持和保障學術與教學自由的前提下，大學自始就是追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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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真理及陶冶學生人格的殿堂 2。柏林大學被認為是現代大學的開端，

被稱為「現代大學之母」（Mutter aller modernen Universität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Wissenschaft, 1985）。

德國高等教育體系隨著時代的演進及需求不斷的擴張及演變，

如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成立工業大學，二十世紀七○年代建構應用

科技大學，也建立體系完整的藝術教育體系，這些後起的高等教育

機構在理念及大學組織運作皆以傳統的德國大學為楷模，其發展

史實為一部趨近大學體系的歷史，而突破性的發展則有賴《波隆

納 協 定 》（Bologna Agreement） 的 簽 署（Max-Planck-Instituts für 
Bildungsforschung, 2008）3。

除了自由理念及「教研合一」等運作方式為西方各國大學遵循的

價值外，德國大學學制、學生修課及考核方式、教授養成等制度，依

循其傳統跟美英體制的運作方式差異非常的大，如大學課程並無通識

課程，不採學分制，高等學校嚴格分級，分別授予不同學位，大學採

取講座教授制度，雙元職業培訓精神及方法也被運用（Hsiao, 1995）
4。上述德國高等教育運作的獨特方式受到歐洲一體化，即必須建立

共同體系的衝擊非常大。歐洲高等教育制度同質化的規範即是波隆

納協定的主要內容，即透過共同的學分制和學位授予制度統合歐洲

分歧的高等教育體制，並藉此達到促進歐洲流動性、國際競爭力和

就業能力的目的。這是歐洲高等教育區各國必須共同遵循的新典範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2）。德國高等教

育體系的特色及受到《波隆納協定》而改變的狀況為本文主要探討的

議題。

 
2 「陶冶」（Bildung）為德國教育的理念，拉丁文為 “eruditio”，意思為使人文雅，

思想自由，明辨倫理道德並獲得解放。參照：D. Lenzen （1989）. Paedagogische 
Grundbegriffe, Bd. I, Rowohlts enzyklopaedie, P. 208.

3 參考資料如上 2008 年德意志中央研究 Max-Planck-Instituts 院教育所出版
4 德國建教合作 / 雙元培訓制度於 19/20 世紀之交，由教育家及當時任慕尼黑教育局局

長凱欣斯泰納（Kerschensteiner, G.）所創立，目的在透過學校和產業界共同培訓理論

與實務兼具的技術工人，此體制為世界各國所摹仿。不過凱氏並非只著眼改革產業技

術教育，而一再強調人格陶冶的教育目的。德國大學各科系大多有實習的規定，應用

科技大學並且在 4 年的學習階段必須有 1 整年的實習。



97德國高等教育之典範轉移—波隆納協定後　蕭至邦

貳、德國高等教育體制的多元樣貌

論及高等教育總是無法略去大學前的學校系統不談，因為每個國

家的教育理念和思維是一脈相承的，本節介紹德國之分流教育體系和

各種高等教育入學資格，及陳述德國高等教育的體系和運作方式，並

且略述《波隆納協定》對德國高等教育體制造成的影響。

一、德國分流學制與高等教育學校入學資格

德國的學制自成一格，相較於趨於一元化的美、英學制，德國的

整個學制相對複雜。這樣的精神亦體現在其高等教育體制。換言之，

德國高等教育之分歧乃是因為承接其多元分流精神暨學制之結果。

德國是教育分流的代表性國家，除 4 年的小學階段  稱為第

一階段，每個學齡孩童均就讀一致性的小學（Grundschule）外，從

五年級開始，學校把所有的學生依其學術能力、成績等進行適性分

流，讓所有學童分別就讀於不同的學校，稱為第二階段前端（中等

教育第一階段）；傳統上小學 5 年級後義務學校被區分為文理中學

（Gymnasium）、實科中學（Realschule）及主要中學 （Hauptschule）
（統一後，原東德地區某些邦已簡化為「文理中學」及「中學」），

第二階段後端（中等教育第二階段）則包括所有接受雙元職業培

訓 / 建教合作職業教育（duale Ausbildung）的主要中學畢業生和部

分實科中學畢業生，雙元職業培訓的學員，除了在企業學習外，部

分時間必須就讀職業學校。第二階段後端還包括繼續就讀文理中學

最後階段，並準備升學的文理高中生，或者就讀全時職業高級中學

（Berufsoberschule）並準備就讀應用科技大學（Fachhochschule）的

學生，全時職業高中的入學條件是實科中學畢業或是順利完成文理中

學前端學業的文理中學生（Max-Planck-Instituts für Bildungsforschung, 
2008）。

全時職業高中畢業文憑稱為「專業高中文憑」（Fachabitur），

憑此得以就讀應用科技大學，除非特殊的專業可以直接就讀普通大學

特定科系外，要進入一般大學必須取得「文理高中文憑」（Abi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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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理中學畢業則可以就讀一般大學，或在滿足應用科技大學的條件或

獲得入學許可後，進入應用科技大學就讀（舉例言之，科大某些科系

要求特定職業或是實習經驗方能入學）。目前文理高中畢業文憑和專

業高中文憑考取的比例約為 7：3。每個學區都設有補足文理高中課程

的學校，一般都附屬於常規的學校，但是大多在夜間上課，稱為夜間

文理高中（Abendgymnasium）。高等學校入學資格，由各邦採統一

會考方式辦理，因此考試之分數及等第各邦有所差異，中央主管部門

／「文教部長聯席會議」（Kultusministerkonferenz）秘書處訂有各邦

分數換算機制（Max-Planck-Instituts für Bildungsforschung, 2008）。

2006 年 43.1% 同年齡層青少年具有高等學校入學資格，但是大

約只有 35% 的人進入高等教育，根據 2007 年統計具高等學校入學資

格者 53.3%是女性。全德國每年就讀博士課程者大約占同年齡層的 2%
（Bundesstatistikamt, 2008; KMK, 2008）。

近年來德國放寬大學入學資格的呼聲高漲，因此高等教育最主要

決策單位的「高等學校校長聯席會議」（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於 2008 年發表 「職業合格者大學入學資格新規定」（Neuordnung 
des Hochschulzugangs für beruflich Qualifizierte）的決議，其中規定，

舉凡接受完整的職業訓練後，只要有數年就業經驗或曾經接受進階職

訓者，即可接受高等教育，其細則由各校自行訂定，德國的高等教育

體系是教育第三階段的一環。2009 年全德國共提供 5,400 個大學入學

機會，相對的，該年一般入學的大學生計 425,000 名。「免資格入大

學」的比率還是非常低（Arbeitsagentur, 2013）。

德國一般大學入學條件以持文理高中文憑申請入學為原則，

但是某些熱門科系，如醫學、法律、心理學、藥學等則透過設立

於多特蒙德（Dortmund）的「大學入學分配基金會」（Stiftung für 
Hochschulzulassung）統籌分配，大致上高中成績占 20%，願意等待時

間占 20%，各學校的遴選條件占 60%。每一個申請的高中生只能在聯

邦德國取得一個入學的位置。由於醫學系的入學競爭太過激烈，德國

於七○年代末期發展出一套醫科入學考試（Der Test für Medizinische 
Studiengänge, TMS），目前由海德堡大學配合一家私人測驗公司負責

此這項任務（Stiftung für Hochschulzulassu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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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教師培育自成一格，除了巴登符騰堡州（Baden-
Württemberg）堅持保留過去的師範學院外，各邦在普通大學培育各

級學校的師資，師資學程結業時必須通過國家考試，取得教師證照。

師資學程入學的人數則由各邦的教育部控管（Max-Planck-Instituts für 
Bildungsforschung, 2008）。

各邦為了學生錄取事宜也分別設立「錄取名額審核委員會」

（Festellungs-Ausschuss），該委員會成員包括文教部代表、財政部代

表、各邦立大學校長、大學人事主管、各系教授代表與大學學區段市

長；審核委員會的職責為審核大學提報之新生錄取名額，並規定熱門

科系的必要條件。

德國各大學也都設有學生事務處（Studentensekretariat），負責

招生及入學事宜，另外，大學也依據各邦大學法設置教學暨教務委員

會，是學生事務處的詢諮機構 （引自林聰敏，1996a, 1996b）。總之，

德國因其傳統的分流教育，在高等教育體系的建構上也呈現多元分

流。

德國的學制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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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德國學制及高等教育體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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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高等教育體制及「波隆納時代」的來臨

在《波隆納協定》簽約及執行前，德國的高等教育學制在很多

層面上與美英體制迥然不同。以一般大學為例，過去九年制文理中學

的後 3 年被稱為預科，課程中強化基礎能力及分組進行學術導入的

訓練，因此德國大學沒有通識教育課程，大學課程即是學術導向的專

業訓練課程，各個學科領域都有相同的標準化程度，如德國任何一所

大學的學生都被訓練成完全可代表該科系的「學術中人」（Stölting, 
2005）。但是，這並不意味他們之間完全沒有差異，而是不同的大學

有不同的學科重點，學術訓練重點在於，每位大學教師如何依照其專

長塑造其學生。這樣的訓練大略上分為兩個方向方式進行：首先，在

如法律系、醫學系、經濟系和其它理工科等科系的學生，均有一個相

對固定的和標準化的研究時程表，重要的是，每個人必須隨著筆試和

口試，按照步驟逐步學習。在大學畢業考中，應考學生必須能夠掌握

所有已經學過的核心知識。第二種方式則相對的自由多了，在文史哲

及社會學科等科系，大概只有若干核心課程屬必修，學生被期待在其

學習過程中找出感興趣的學科重點，獨立進行研究，及撰寫論文，並

登記考試（Stölting, 2005）。

傳統上德國大學各學門 / 系所頒定之「學程規則」 (Pruefung-
sordung) 為學生選課及考試之依歸；原則上，修課範圍及領域少有硬

性規定之課程或科目，除了法科與醫科以外，大多數的科系以雙主

修，或是一主修加雙輔修為原則，就學第 2-3 年有一「中間考試」

（Zwischenpruefung），一般而言，5 年為大學學習時間的最低年限，

畢業授予碩士學位，並無學士學位。到 2000 年左右德國大學平均畢

業學期數是 14 學期，淘汰率約 27%（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2）。依據《波隆納協定》，在 2010 年前德國的普

通大學必須全面改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制，並引入歐洲學分制。

過去雙主修的規定大多降為一主修一輔修。學士課程結束後可以選擇

就業，或是繼續就讀研究所，並非所有的研究所都可以跨科系就讀，

學士畢業成績必須達一定的標準才可以就讀碩士學程，碩士成績未達

一定標準也不得就讀博士課程，除非可以提出特殊理由，並獲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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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方能入學（Leszczensky & Wolter, 2005）。

德國數個工業大學如慕尼黑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aet 
Muenchen）、 阿 亨 工 業 大 學（Rheinisch-Westfal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Aachen）及柏林工業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at Berlin）
等，為十九世紀科技起飛、產業革新時的產物，一開始以工科起家，

但歷經百年以學術大學為發展標竿的結果，已經與一般大學無異。

應用科技大學（Fachhochschule）為德國 1970 年代新設立的高等教育

機構，其前身為公立的工業專門學校和其它的專科學校。在《波隆

納協定》前只能授予約略等同美英體制學士的學位，例如社會教育

專業學位 / 科大（Diplom Sozialpaedagogik（FH）5），科技大學課程

必須於 6 個學期內完成，外加 1 年實習，但未必於 6 學期學術課程

完成後才進行，有些專業實習穿插在 6 個學期的學術課程中進行。

德國技職體系的特色是「雙元培訓職業教育」，大約 70% 同年齡層

不往高等教育路徑前進的學生都接受「建教合作職業教育」（Duale 
Berufsbildung），企業與學校共同培訓技職體制的精神與方法也被導

入於應用科技大學。

《波隆納協定》後，應用科技大學除了過去的課程改為授予學士

學位外，亦可設立各種碩士學程，課程也必須與大學銜接。由於各邦

高等教育法（Hochschulgesetz）規定，應用科技大學是一種基於科學

基礎以實際運用為重點，而從事教學與研究的高等教育體制，與學術

取向的大學有所區隔，即使在《波隆納協定》後，仍然不具有博士及

講座教授授予權。部分科系如社工系，教授得以和聯合大學講座教授

共同指導博士生，由大學授予博士學位（Bayerisches Hochschulgesetz, 
2013）。

德國大學專任教授由大學博士後課程培養，修完博士後課程方

 
5 德國在波隆那協定執行前，專門高等學校 / 應用科技大學（Fachhochschule）及大

學壁壘分明，所以在畢業學位授予也嚴格區分，大學一般應用科學及自然學科頒授 
Diplom 學位，文史哲學科授予 Magister 學位，國家考試學位（法律或醫學等）稱為

國家考試通過，並無學位名稱。由於專門高等學校 的學位也稱為 Diplom, 因此在證

書上必須標明清楚是大學核發的 Diplom (Uni.) 或是專門高等學校核發的 Diplom (FH). 
台灣留德人士常有學位認定之困難，不過隨著波隆那協定執行，學制不同的問題當可

獲得解決，請詳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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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甄選為講座教授，整個制度稱為講座教授制，大學的某一個學術

領域由數個講座組成，除了講座教授是專任教授外，其餘不具講座

教授資格的大學學術工作人員稱為「學術僱員」（Wissenschaftliche 
Angestellte/ 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一般隨著博士課程或是

博士後課程結束而離去。此制度為德語區所特有（德、瑞、奧，及

過去奧匈帝國領土及部分東歐國家）。高等學校是否擁有博士學位

或是講座教授授予權為德國區分高等教育不同位階的標準。一般而

言教授備選資格，即講座教授資格，即在取得博士學位後還要進行

4-6 年的學習歷程，講座教授候選人必須在講座教授的指導下，協助

講座教授進行教學與研究，同時在結束後完成「講座教授升等論文」

（Habilitationsschrift），如獲選任講座教授，方有長期在大學任教的

資格。應用科技大學教授雖然不需具有講座教授資格，但依據各邦

高等教育法規，嚴格要求其實務經驗，一般最少約需 3-5 年，藝術教

育體系的師資任用則以學術或藝術成就為標準。高等教育師資的任

用由各邦教育部組成公正的遴選委員會進行，排除學術近親繁殖，

即異地任命（Fremdberufung）是也，指畢業後不得直接在母校任教

（Bayerisches Hochschulgesetz, 2013; Tenorth, 2012）。

根據聯邦統計署的統計（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3），2010/
2011 冬季學期，德國計有 418 所學校屬於高等教育體系，其中

105 所大學層級的高等學校擁有博士授予權，6 所師範高等學校

（Pädagogische Hochschule），16 所 神 學 高 等 學 校（ 神 學 院 ）

（Theologische Hochschule），56所藝術高等學校（Künsthochschule），

211 所應用科技大學和 29 所行政管理高等學校（Verwaltungshochsch-
ule）。兩所聯邦國防大學也屬於此大學系統 6。

除了大學和應用科技大學外，不少冠以高等學校（Hohchschule）
之名的學術或教學機構，6 所師範高等學校位於巴登符騰堡州

（Baden-Württemberg），為二十世紀德國師範教育改革後特別保

 
6 應用科技大學名為大學卻無博士授予權，德國已經有相當多的專門高等學校 / 應用科

技大學，把「專門」（Fach）去除，只稱「高等學校」，因此造成此學制有統一英文

名稱“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無標準德文名稱。一律翻譯為「專門高等學校」，

此已與德國近年的狀況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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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的學校，以延續舊有傳統師範教育之精神及體制，便於對新舊兩

制師範教育做系統性研究，該系列學校均擁有博士學位授予權。

16 所神學高等學校（神學院）則負責培訓神職人員，這類學校少部

分擁有博士授予權。29 所行政專業應用科技大學為德國聯邦及各

邦政府所設立，授予學士或碩士學位，目的在培訓各級公務人員及

警政人員。德國公務及行政系統另設有史培爾德意志管理科學大學

（Deutsche Universität für Verwaltungs- wissenschaften Speyer）為其最

高 學 府（Deutsche Universität fär Verwaltungs- wissenschaften Speyer, 
2013）。另外，51 所藝術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資格為文理高中或文

理藝術高中文憑，其畢業文憑授予不同於一般傳統高校體系，有的畢

業文憑稱為「大師子弟證書」（Meisterschuelerbrief），有些最高文

憑稱為「最高演奏家文憑」（Konzertexamen）或是「最高樂團演奏

家文憑」（Orchesterexamen）等，因藝術之品味難以世俗文憑定論之

故，在波隆納風潮襲擊下，藝術教育體系的文憑也逐漸邁向學士、碩

士、博士三級制，但並非每個學校均擁有博士授予權（Hochschule der 
Bildenden Künste Essen, 2013; Universität der Künste Berlin, 2013）。

德國高等學校或大學畢業文憑即為國家所承認的專業文憑，得

以從事與該專業相關的職業，如財經、社會工作、心理諮商或心理學

相關行業等，但是師資學程、醫學、獸醫、法律、食品化學和藥學的

畢業考在國家監督下進行，稱為國家考試，大學畢業考試和國家考試

得補考一次，落第者永遠喪失考試資格（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2007）。神學院的畢業考試由該邦基督教及天主教總會總攬，神學

學位並非只能在獨立的神學高等學校取得，德國一般大學依其傳統亦

設有神學院或神學系所，國家保障其教學與研究自由，並一視同仁

地提供經費及設備，最明顯的例子為前教皇本篤十六世（Benedictus 
XVI）拉辛格（Josef Ratzinger，1927-），他非任職於教會系統高等

學校，而為邦立雷根斯堡大學神學講座教授，並曾任該校副校長，

（Universität Regensburg, Theologie, 2013c）。

400 所的德國高等學校中約 100 所為私立，其中 13 所大學，

82 所應用科大，1 所藝術高等學校，這些學校不少是以基金會形式

設立，教會設立的高等學校也被歸類為私立學校。傳統上德國公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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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屬於公法人，為國家公務體系的一環。以基金會的形態成立之

大學為 200 年前洪堡德所鼓吹的理念，也是其成立柏林大學的理想

之一，可惜為當時的普魯士邦所拒絕。2000 年後，德國各邦政府

開始把大學從公法人轉為公法基金會設立，如 2002 年下薩克森邦

（Niedersachsen）通過修改《大學法》，給予「基金會高等學校」

（Stiftunghochschule）相關的法源，該邦 5 所大學也於 2003 年改為基

金會大學（Niedersaechsisches 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2013）。

參、歐洲共同學分制與學程制下的德
國大學

德國大學學制為因應歐洲一體化，乃依循《波隆納協定》，波隆

納進程約束各簽約國在 2010 年前進行學制大改革，其以美英體制為

藍圖，所以歐陸體系國家，尤其是德語區國家受到的影響最大。德國

自此屬於「歐洲高等教育區」，其學術研究體系則屬於「歐洲研究及

創新區」（Europea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rea），歐洲高等教育及

研究區域幾乎規範整個歐洲地區高等教育的教學與研究。歐盟最終的

目的是要透過種種學術及能力的規範，增強其競爭力，高等教育為其

中重要的一環。

一、就業能力導向的歐洲學分制

德國在波隆納進程推行前採取學期週時制（Semester Wochen-
stunden/ SWS），各科系學則（Pruefungsordung）規範每個科系最低

之就讀學期數，並規定學期中每週必須上課時數，學生依規定將聽課

的科目登入「學業登錄簿」，大學「中間考試」（Zwischenpruefung）
前，學校蒐集登錄簿查核，學生並依規定繳交學則規定的考核證明。

聽課及考試均極為自由，學生真正的學習成效難一窺全貌，也造成德

國大學生很長的學習時間和極高的輟學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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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學習成就的標準化，在《波隆納協定》簽訂前，歐洲各國已

經在 1980 年代末推行「歐洲學分轉換系統」（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以方便換算各國學分，及在歐陸各大學間轉學。這個成就

評定系統把在大學的各種學習轉化為不同的歐洲學分，並且適用於學

士和碩士學位。《波隆納協定》強化這套學分計算及累計系統，歐洲

學分（European credit/ECTS）與美國加拿大傳統之學分並不相同，

目前這套系統已經進化成「歐洲學分轉換和累計系統」（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之所以被稱為累計系統是因

為強調詳細描寫大學生學習過程中所學各種能力的等第，以便將來僱

主可以對潛在受僱者的能力一目了然，或是對提早離開大學的學生做

能力認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歐洲學分的特色在於仔細評估各種學習所需的時間，並詳實記

錄，因此大學各種學習被「模組化」（Modularitat）：從學士到碩士

的課程，學生依據課規學習必要的學程。目前這套系統要求每學年至

少必須有 1,500-1,800 小時的學習時間，約略等於 60 個歐洲學分，每

學分對應 25 至 30 小時的學習；按照參加課程把成績分為七等，其

中最後兩等第為不及格。所有的高等教育分為三個階段，學士學位需

180-240 歐洲學分，而碩士學位約需 90-120 歐洲學分，博士學位則不

受歐洲學分的規範（European Commission, 2013b）。

歐洲學分的標準評分方式分為兩階段完成，第一階段區分有哪

些學生及格，然後依照表一給予分數，最前面 10% 屬於 A 等，其餘

依次類推換算成績。不及格的學生被區分為「有改善空間的不及格」

（FX: Fail-some more work reguired before the credit can be awarded）
和「不及格—未來仍須做相當的努力」（F: Fail-considerable further 
work is reguired）兩種的差別在於，FX 表示必須有些改善方可承認學

業成績，F 則表示必須有些改善方可承認學業成績，表示有非常大的

改善空間（European Commission, 2013c）。由於這種計分法比過去的

 
7 基金會大學（Sifungsuniversitaet）是由公共或私人基金會法律形式組織所支持的大學，

這些大學並非全由國家編列預算支持。中古世紀王權未涉入前的教會大學，和近代私

立大學可以說是廣意的基金會大學，即以固定或已募集的資產或資金辦理大學的形

態，雖然當時相關的法律規範還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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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計分法繁複很多，在德國引起不少討論，幾所傳統大學在公布 5
等第制度與歐洲學分成績換算表後又回到舊式的 5 等第計分法。8

表一　

歐洲學分 ECTS 的標準評表

所有的及格者成績表現： 分數

0-10% 之間 A

10-35% 之間 B

35-60% 之間 C

60-80% 之間 D

90-100% 之間 E

不及格者的分類：

有改善空間的不及格 FX

離及格還一段距離 F

歐洲引入歐洲學分最主要的目的在提升歐盟各國青年的就業能

力，提升教育品質，促使各國大學教育更有效率，使人才運用更透

明化，促進整個歐洲人才的流動，讓歐洲更具國際競爭力。2008 年

歐洲議會通過設立「歐洲專業資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8 參照筆者 1995 年 5 月由巴伐利亞邦邦立雷根斯堡大學核發的碩士畢業成績單，五等

第計分法標準如下：

 1-1.5＝非常優異（sehr gut）；1.51-2.50＝優異（gut）；2.51-3.50＝滿意（befriedigend）；
 3.51-4.00 ＝及格（ausreichend）；4.01-5（不及格）

 歐洲學分與 5 等第制度對照表

ECTS A B C D E F FX

哥庭根大學 1,0–1,5 1,6–2,0 2,1–3,0 3,1–3,5 3,6–4,0 4,1-5.0 4,1-5.0

慕尼黑大學 1,0–1,2 1,3–1,5 1,6–2,5 2,6–3 3,6–4,0 4,1 4,1

高校校長聯席會建議 1,0–1,5 1,6–2,0 2,1–3,0 3,1–3,5 3,6–4,0 4,1-5.0 4,1-5.0

 請參考文獻欄兩所大學網頁及高校校長聯席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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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EQF）使歐洲的職業技能和資格標準化，並可相互比較。

在 8 個不同等級的人力資源分類中，高等教育人才被歸類到 6-8 級，

在職業上學士被要求高階的工作知識，必須擁有先進的技術，掌握專

業和具備創新能力，需要解決複雜問題和預知問題的能力，且必須管

理複雜的技術或專業項目，承擔決策責任及個人和團體的專業發展。

碩士畢業生則必須掌握高度專業化的知識，其中有些必須與工作領域

最先進的知識連結，作為創新思維和研究的基礎，也必須對相關領域

和不同的知識領域保持批判的意識。碩士生必須擁有在研究和創新中

解決問題的專業能力，以獲取新知或方法，並把來自不同領域的知識

加以整合。此外，碩士生必須採用新的戰略方法或面對因新的學習環

境，並須勇於承擔貢獻的責任，或檢討團隊的戰略績效。以上對大學

教學目標及人力資源養成的規範，透露出歐盟及歐洲國家透過人才培

育，強化國際競爭力的企圖（European Commission, 2013d）。

二、學程制的課程模組

歐洲學分制是為了實施大學課程模組化 / 學程化而制定的。實施

全歐洲一致的高等學校學士、碩士學位，必須有一標準的學分制度，

而把所有的課程模組化更是實施歐洲一致的學位所運用的手段。

所謂的大學課程模組化是《波隆納協定》改革的核心內容，即

把大學每學期或每學年的課程切割成不同的學習單位，課程單位是

一個獨立的、結構化的主題單元。學期或學年課群的課程內容都是

經過設計，且互相配合的，期末必須經過考試通過才能取得學分。

為了因應全歐洲一致的學分、學程制，德國各高等教育單位都新設

立專責機構主其事，例如，巴伐利亞邦雷根斯堡大學（Universitaet 
Rensburg in Bayern）即設立隸屬該校的「歐洲學分制協調中心」

（Koordinierungsstelle-leistungspunkte）。該中心的任務在於推動跨

國間各學術領域一致的歐洲學分制，並公布各種課程內容，協調各種

副修學門組合，提供學生相關諮詢；此外，也參與學士和碩士學位頒

發事宜（Universitaet Regensburg, Koordinierungsstelle-leistungspunkte, 
2013）。

根據雷根斯堡大學歐洲學分制協調中心的規章，課程模組必須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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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描述：（一）課程模組的名稱；（二）課程模組的負責人；（三）

模組內容和傳授的能力；（四）教學和學習的方式；（五）修課的條

件；（六）課程的實用方式；（七）取得學分的條件；（八）學分及

分數；（九）課程模組各科目分數核算方式；（十）課程模組開設的

頻率；（十一）課程重修的可能性；（十二）修習該課程必須花費的

時間；（十三）課程模組開設時間的長短（Universitaet Regensburg, 
Koordinierungsstelle-leistungspunkte, 2013）。課程模組化的目的有三：

（一）改革課程，使課程更加結構化；（二）更新課程，使高等教

育更有效率；（三）促進德國或國際間大學生的移動性（Universitaet 
Regensburg, Koordinierungsstelle-leistungspunkte, 2013）。

為了讓整個課程模組化的情況一目了然，以下舉雷根斯堡大學教

育學士課程圖說明之如圖 2 所示：

圖 2　雷根斯堡大學教育學士課程圖

資料來源：Uinversität Regensburg, 2013a

上圖第一行顯示該課程模組 1 由 4 門課外加一堂「講座教授演講

課」組成，課程分別為模組導論課程「教育的個人條件」、實務課程

的「教育診斷與教育諮詢」、理論課程的「發展與社會化」和研究方

法課程的「經驗法則研究法導論 I」；講座教授演講課為「教育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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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入門導論」。

第二行的課程模組 2 分別為模組課程導論的「教育環境分析及發

展」、實務課程的「學習環境 / 氛圍創造」、理論課程的「教學與學

習理論」和研究方法課程的「經驗法則研究法導論 II」；講座教授演

講課為「教育學的結構」。

第三行的課程模組 3分別為課程模組導論的「諮商理論與實踐」、

實務課程的「個人及團體的諮商」、理論課程的「教養、教育和機構

的諮商」和研究方法課程「教育學經驗研究的質化研究方法導論」；

講座教授演講課為「教育政策、教育立法和教育機構」。

第四行的課程模組 4 分別為模組導論課程的「教育過程評鑑」、

實務課程的「教養及教育系統評鑑」、理論課程的「評鑑理論」和研

究方法課程的「教育評鑑研究方法」；講座教授演講課為「教養及教

育學歷史發展和理論」。

第五行模組 5 為導論課程和實務課程合一的「學術論文計畫與進

行  學士論文準備」課程，理論課程為「講座教授指導課程  畢
業學術論文」，模組 5 的研究方法則與模組 6 的研究方法合為「實習

課程」；講座教授演講課為「職場導向的競爭力」。

第六行模組 6 導論課程和實務課程合為「學術論文撰寫」，理論

課程為「各種教育學領域的深入研究」，目的在為將來碩士專業分類

做準備；第六組的講座教授演講課也是教導學生什麼是「職場導向的

競爭力」。

以上各模組課程每個學期的科目暨課程號碼，以及輔系和

實習課程都可以在學校的「歐洲學分制協調中心」獲得詳盡的資

料（Universitaet Regensburg, Koordinierungsstelle-leistungspunkte, 
2013）。

肆、結論

德國一向以其高等教育自豪，自詡柏林大學的開創奠下兩百年來

西方世界大學的基礎，其核心的理念是教學與研究合一，兼容並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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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不包的自由學術和學生人格的陶冶。9 從柏林大學以後德國高等

教育體系中的各類型學校無不以此為努力的標竿。為秉持此理念，大

學充分尊重學生自主學習，少有干涉學生學習成效，對於長時間的學

習也異常寬容，一方面相信這是自由學習及人格陶冶的過程，另一

方面也堅信這些從五年級就被篩選出來的「優秀分子」可以用這種方

式被訓練成代表該領域的「學術中人」。德國高等教育中的大學是

為培養學術人才而設立，但是這樣的設計造成 2006 年大學約 20% 的

失敗或輟學率。占高等教育 30% 的應用科技大學是 1970 年代由工程

專門學校或其它專門學校升格而來，每個科系也訂立非常詳盡之學

習課表，但是因襲大學自由氛圍，2006 年輟學率達 22%（Heublein, 
Schmelzer, & Sommer, 2006）。

為了維持學術的崇高地位，並避免以應用為導向的其它高等教育

機構一昧地學術化，德國高教體系清楚分級、森嚴壁壘，波隆納進程

實施前，科技大學只授予約略等於學士學位的專業文憑，藝術教育體

系之課程與學位授予也不受限於傳統學位，而且自成一格。這樣的大

學結構從推展波隆納進程以來產生了巨大的變化，《波隆納協定》主

要著眼點在統一歐洲各國學制，以人力資源儲備的觀點，仔細鑑別各

國每個高等教育機構的數量及品質，歐洲學分制和「一統天下」的模

組化學程是其主要手段，其最終的目在促進歐洲人才的交流和流動，

並透過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升所有歐洲國家的整體競爭力。

自此德國高等教育變得有效率，學生一切按照模組化學程修課，

以歐洲學分獲得能力認證，大學學士學位的增設使得大學不再是漫漫

長路，輟學率大減，高等教育體系內不同類型的學校學生流動性大

增，階級差異也不再如此分明。最重要的是，過去獨特的德國學制可

以與世界高等教育體制同步接軌（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2）。隨著波隆納時代的來臨，德國大學的典範被迫徹

底的改變，從極度的學術自由到層層受制於各種學分和學程，從人格

 
9 德國大學所謂的講座制和講座師徒團體的設計，複製中古大學師徒制度。如能入講座

則不僅成為入室弟子，也被教授賦予講座各種教學、科研和行政工作。日夜相處、耳

濡目染，多少學得教師的本領，為德式大學特色。可惜大學廣設後只有少數優秀學生

有此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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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的追求到職業訓練。大學是否在社會壓力和職業導向的思維下必

須放棄其理念和理想？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議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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