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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寒、暑假時間都頗為固定，在德國則呈現出另一種現象。全德國 16

個邦放暑假的時間並不一致，各邦必需開會協調放暑假的時間，雖然暑假通常

為 6 週，但是因為各地區錯開來放假，所以全國的暑期從開始到結束會超過 80

天。 

為何要輪著放假？主要是考量到經濟效益，再來就是避免交通壅擠。暑期

時間越長，旅遊旺季也隨之延長，大家輪著放暑假可以避免人潮頓時爆增，造

成交通混亂和旅館爆滿的情況。旅遊業者都希望能夠慢慢地消化這個賺錢的契

機，要是旅客突然暴增，最後會讓許多人望而卻步，改到國外去渡假。根據調

查，全德國暑期的旅遊商機每天高達一億歐元左右。因此旅遊業者和各邦經濟

部長都希望能夠將暑期延長到大約 90 天。 

儘管經濟因素非常重要，教育還是該被排在第一位。若是將暑期延長到 90

天，最早放暑假的地區就得從六月初開始放，而最後一批結束時將拖到八月底，

這會造成這些地區上、下學期的時間長短不一，也會影響到中學畢業會考 

(Abitur) 的進行。此外，位於南部的巴伐利亞邦 (Bayern) 和巴登符騰堡邦 

(Baden-Wuerttemberg) 不願意放棄他們七月底或八月初開始放暑假的傳統，這

也讓時間的協調更加困難。 

各家都堅持自己的需求，因此各邦文教部長便搬出教育理論來平息紛爭。

因為假期與假期之間至少要有六週的間隔，若六月初開始放暑假，這很有可能

造成春假和暑假之間的間隔過短；此外，一年中的盛暑 (七月中之後) 時期，

應該要讓家長和孩子共享陽光，所以六月初便開始放暑假絕對不適合。各邦最

後的討論結果：2018 至 2024 年的暑期將介於 80 到 86 天，平均為 81.6 天，若

超過這個天數將會影響到學校的正常運作，即使對經濟有利，也不被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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