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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文化交际理念
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广义上

来讲，跨文化交际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
的交际。我们都知道文化是一种自然的惯性，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及举止行为，它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而这种文化差异对于理解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又显得尤为重
要。因此，树立良好的跨文化交际理念，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有
利于人们培养对不同的文化积极理解的态度，提高跨文化接触过程
中的适应能力，并且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跨文化交际背景下，
中德教育理念的对比分析也是教育工作者及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问
题，研究中德教育体制的差异也利于双方更好的发展教育事业，提
升教育软实力，培养更适应时代发展的优秀人才。

2　中德教育理念对比
2.1国家及学校
德国：提及德国的教育体制，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双元

制”教育体制。所谓的“双元制”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模式，
指在中学或职业学校达到毕业合格的学生，以学徒的身份与企业
签订协议，学年一般为三年。该模式的本质在于向年轻人提供
职业培训，提升学生的从业能力、社会能力特别是综合能力的
培养。在德国，该教育模式得到了很好的普及，通过这一模
式，可以使高学历和低学历的学生同样得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让教育真正的发挥其公平作用。这种学习和实践合二为一的教育
培养模式更利于培养专业对口的高精尖人才。

中国：纵观国内教育体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所普及的
是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学习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学前教
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同时要加强学生素质教育。随着
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也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要想实
现高等教育普及还是较为困难，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及人才培养成
为当前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
教育，我们所倡导的仍然是一种应试教育，考试考核始终是评
价学生的重要标准，这也是教育体制的一个弊病。所以，学习和
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是我们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

2.2教育者——教师
德国：当我们深入了解德国课堂之后，不难发现，教师在课

堂上扮演的仅仅只是一个次要角色，课堂的主导者仍旧是学生自
己。教师的职责在于启发引导学生，从而使学生更好的获取知识，
教师在进行知识传授的过程中，其重点并非是学生是否获取知识，
而是在学习过程中所掌握的方式方法，固然也不会一味的追求所
谓的升学率或就业率。

中国：在中国，教师始终本着让学生习得知识这一理念，课
堂上教师注重的更是让学生获取知识这一结果，他们更像是把知
识生硬的灌输给学生，而不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所获取的能力。教
师始终以高升学率、就业率为教育导向，一味的追求结果而忽视
学生个体差异性。

2.3受教育者——学生
德国：德国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主动性学习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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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学生是真正的主体，在回答课上的问题时，
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能不能正确的回答问题，而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从而对于这一问题有更好的认知。他们的思维更加灵活开放，不
会受到传统或刻板思想的束缚，对问题思考的角度也更加开阔，
这一特点也更利于德国学生扩散思维，提升自己。

中国：与德国学生有所不同，中国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
始终是被动的一方，课堂上回答问题无非是被教师提问到，他们
更看重自己的回答是否正确，甚至可以说是畏惧出错，怕丢失脸
面。而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容易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因此，他们
所接受的教育及所获得的能力也更具被动性，这也不利于他们更
好的表现自己。

3　中德教育差异成因
对于中德教育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我们要追溯到最开始的教

育形式。在德国，学校最初以教会的形式出现，所学习的科目
大多是文学、医学、神学等科目，现在意义上的教会学校除了
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外，还带有浓重的现代主义色彩。德国哲
学理论较为出名，人们推崇哲学思想，因此德国人更多的是追
求精神上的解脱，德国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也更会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领域，双轨制教育体制便是如此。

在科举制流传近两千多年的中国，教育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
跳板，接受良好的教育为的是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一点更像是人们对于物质方面的追求。
很多人只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很好的诠释了修
身治国平天下之说。再加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
大，人们只能让知识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而在中国学生身上
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侧重于应试教育，这也是中德教育理
念上重大不同的原因。

4　启示
纵观中德教育体制及教育理念，我们不难发现教育随着社会

变化而发展，依据本国国情而不断改进以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
我们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要适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让学
生成为学习的主体，着眼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使学生具有自
我意识，勇于展现自我。正所谓教学相长，教授学生，很大程度
上强调的是“教”与“学”的相互融合，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去研究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只有
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作用，教育才能真正达到其育人的
目的，从而培养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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