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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學生偏愛比利時荷語區之教育 
本年度比利時荷語學校荷蘭學生人數再度增加 

本學年度比利時荷語學校約有一萬六千名荷蘭學生，在

1998-1999學年時，人數為九千八百名。在比荷邊界地區人數增加最
為明顯，荷蘭學生每天來回通學。教育部的統計數字清楚地顯示這個

趨勢，在 Limburg省的Maaseik、Lommel及 Lanaken城市也同樣看
得出來。 

以Maaseik為例，天主教學校中幾乎三個學生中就有一個是荷蘭
人；Sint-Jansberg技術學校強烈的吸引力遠達 60公里外的荷蘭家長。 
荷蘭學生主要前來接受職業教育；在這方面，荷蘭的程度不如比利

時。Maaseik天主教學校協會理事長 Franky Hungenaert證實「荷蘭的
職業教育正面臨危機；但更重要的是，荷蘭的教育很好，可是只對聰

明而又能自律的學生好，其他學生則無情地被排除在外。」這些程度

較差的學生，常常來到比利時的荷語區。 
Hungenaert理事長指出，Maaseik的技術學校荷蘭學生增加最

多，其他的中學也一樣，同時小學也吸引愈來愈多的荷蘭兒童。

Maaseik的 Kruisheren-Ursulinen小學校長 Ludig Naert說，「對有些人，
從荷蘭小學進升到比利時的中學一年級明顯地相當困難；因此，很多

荷蘭家長從小學 5年級起就把孩子送到我們這裡來。」Naert校長認
為原因在於荷蘭的教學方式，「荷蘭的教學方式看起來很好，每位學

生受到個別輔導；但實際上，因為教師人數不足，程度較差的學生就

受到忽視。家長寧可選擇比利時傳統的方式，學生受到較好的督導。」 
在 Limburg省的另一個城市 Lommel，荷蘭學生也明顯地增多，在中
學裡約有六十名荷蘭學生，而總人數為三百名。校長 Frans Allard說，
「愈來愈多的家長把小孩送來 Lommel，在這裡比在荷蘭的大型學校
裡受到更好的照顧。」 

校長對荷蘭學生相當滿意，「他們使用更加精確的語言，這對其

他學生有正面的影響。」比荷兩國人明顯地有不同的個性，傳統上，

大家認為荷蘭人比較武斷以及能說善道，比利時人比較有紀律，確實

如此。Franky Hungenaert說，「荷蘭學生教比利時學生自我肯定，而
比利時學生教荷蘭學生偶爾要閉嘴。」 

來往於比利時的荷蘭人並不只是出現在教育方面，「以Maaseik
的圖書館為例，借書者有三分之一為荷蘭名字，而住在比利時土地上

的並不是只有荷蘭人。」負責文教事務的副市長 Laurens Leurs如此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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