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召開會議研討新冠肺炎疫情對外國大學生的影響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2022 年 6 月 1 日在柏林舉行的「大學和各校學生服務中心聯合

會議」(DSW-Tagung von Hochschulen und Studierendenwerken )議題是

外國學生在德國的生活情況。「德國大學生服務總處」（ Deutschen 

Studentenwerks，簡稱   DSW） 秘書長馬帝亞斯-安布爾（Matthias 

Anbuhl）先生在會議上指出，德國大學校院共有大約 32 萬名外國留

學生，有許多因素決定其學業能否成功，其中的社會因素諸如：足夠

的學業獎助金、社會心理諮詢和負擔得起的住房。 

安布爾秘書長說：「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個聚光鏡，使得許多問

題一一浮現。」在過去的兩年内，外國學生尤其受到經濟困難和社交

孤立的影響，另外住房短缺則是一個長久以來未能解決的問題。他還

指出，許多學生因疫情而陷入經濟困難的情況，「聯邦教育和研究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簡稱 BMBF）為此啓

動一項過渡性援助計畫，申請者中外國學生的比例極高，顯示外國學

生的經濟情況更爲困難。雖然外國學生僅占德國大學生的 11%，然而

卻占了接受過渡性援助者的 30%。 

在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外國學生也受到社交孤立的困擾；由於

疫情的隔離措施，使得他們在校園的社交和學業融入程度變得更加不

足。安布爾秘書長還説：「各校學生服務中心提供社會心理輔導服務、

提供負擔得起的住房及促進住宿生社交互動，大幅改善了在德國的外

國學生的窘迫情形。」 

除了疫情意外，烏克蘭戰爭也使得大學生及大學和學生服務中心

（Studierendenwerk）的相關工作人員面臨挑戰，逃離烏克蘭的第三國

學生的日子也很難過。安布爾秘書長呼籲：「必須為他們找到一個政

治解決方案。」 

本次會議共有來自各大學國際辦公室和學生服務中心的與會者

約 70 名，討論主題為：「在德國的外國大學生，厭倦疫情？成功？陷

入危機？」（Internationale Studierende in Deutschland – Pandemiemü

de? Erfolgreich? In der Krise?）會議由「德國大學生服務總處」的「跨



 

 

文化能力服務中心」（Servicestelle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簡稱 

SIK）主辦，該中心成立於 2002 年 5 月 1 日，係由「聯邦教育和研究

部」所資助，成立目的在於為大學和學生會的員工提供進修教育，並

致力於爭取外國學生的社會政治利益。 

「德國大學生服務總處  - 跨文化能力服務中心」網頁：

www.studentenwerke.de/de/content/servicestelle-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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