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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的学前教育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学前托管模式，入园率、师资等在原东

德和原西德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德国的学前教育计划由各州自行制定、实施并监管，但联邦政

府还是从政策和财政投入两方面积极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为了使母亲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德国政

府不断加强对学前教育的关注度和投入力度：从法律上保障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益；提供灵活

多样的社会托管服务；将托管服务对象由3～6岁扩大到∽6岁并致力于改善托幼机构的育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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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匡l的学前教育源远流长。“二战”后，德国一

分为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与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东德)。受苏联影响，东德的学前教育属于

基础教育的—个阶段，全日制公办幼儿园较为普遍；

西德则秉承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传统，以半日制

私立幼儿园为主。1990年，东德和西德正式宣布统

一，统一后德国的学前教育由儿童和青少年福利部

负责，但学前教育的发展在原东德地区和原西德地

区仍存在明显的差异。长期以来，德国并没有形成

统一的学前托管模式，原东德地区母亲倾向于走人

劳动力市场，而选择社会托管；原西德地区则有许

多母亲放弃工作，选择家庭照管，尤其是3岁以下

学前儿童主要由母亲在家中照管。德国的政策导向

是让母亲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因

此政府在学前教育中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本文

将对德匡l统一以来学前教育(主要指3～6岁儿童的

保育和教育)的发展现况和未来趋势进行梳理。

一、发展现况

(一)普及程度

199I)年德国统一时，3～6岁学前儿童的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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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73．7％，到2002年增长为93％，之后又有小

幅度增长。【1J2005年德国3岁儿童人园率为82％，

4～5岁儿童人园率增长为93％，6岁儿童为96％。【2】

2011年，德国3岁儿童人园率为89％，4岁和5岁

儿童人园率分别达到96％和97％，6岁儿童人园

率为98％。【3怛在原东德和原西德地区间发展很不

平衡，3～6岁儿童的人园率有很大差异。

原东德3～6岁儿童的人园率早在20世纪70

年代就超过了80％，80年代达到90％，1990年德

国统一后，人园率稳定在100％左右。【4】原东德地区

的母亲通常在产后第1年休假在家，当孩子l周

岁以后即可选择由托幼机构负责托管，母亲可以

重新回到就业市场。负责3～6岁儿童保育教育的

多是全日制的幼儿园。这类幼儿园按年龄分班，课

程大纲也很少有地方和区域特色。因此，德国政府

对原东德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策略是支持混龄的

半日制幼儿园以及其他灵活多样的托管形式。嘲

秉承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传统，原西德地区

的学前教育一直由青少年和家庭福利部门负责。

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教育改

革中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基础教育的体系，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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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仍由儿童和青少年福利部负责。原西德地

区在1990年3～6岁儿童的入园率为68．8％，1995

年超过75％。嘲∈邦政府对原西德地区学前教育发

展方向的定位是提高人园率，为此，1996年出台了

有关政策，规定所有3～6岁儿童都有享受至少半

日学前保育与教育的权利。这一政策推动了学前

教育的普及，1998年人园率达到88．2％，1998年之

后保持平稳，每年的人园率都保持在90％左右。【7J

约10％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3～6岁儿童主要来自

移民家庭和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

原西德地区学前儿童人园年龄偏大，3岁儿童

的人园率远低于4岁和5岁儿童。2003年～2005

年间3岁儿童人园率72％，4岁86％，5岁87％。【8j

2006年到2013年原西德和东德地区3～6岁儿童

入园率数据见表1。阱10】

表1．2006年～2013年3～6岁

儿童入园率的变化(％)

入园率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2011年 2013年

原西德 74．0 80．8 84．9 86．5 87．4

3岁 原东德 89．5 92．4 93．8 94．4 93．8

总 76．7 82．9 86．6 88．0 88．6

原西德 91．9 95_3 95．3 96．5 95．1

4岁 原东德 92．7 96．2 95．1 96．2 95．2

总 92．O 95．5 95．3 96．4 95．2

原西德 93．4 96．7 97．5 97．6 98．1

5岁 原东德 93．3 95．2 96．4 96．1 97．9

总 93_4 96．5 97．3 97．3 98．1

(二)教师队伍

1．教师队伍规模

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学前教师队伍人

数急剧下降，1991年在职教师有10．63万人，到

2002年，在职教师人数仅为6．63万人。这与原东

德地区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下降直接相关。除了人

数的减少外，新人职教师比例较低，1998年～2002

年之间新人职教师仅占7％，40岁以上教师比例

为69％。【11】

原西德地区学前教师队伍在1992年到1998

年间有较大增幅，2002年学前在职教师有23．48

万人。教师队伍的壮大主要是因为政府在1992年

和1996年颁布的相关法规。1992年联邦政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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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3～6岁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益，1996年

提出托幼机构要保证为每一个3～6岁儿童提供

至少半日的托管服务。相比原东德地区，原西德

地区新人职教师较多，1998年～2002年之间新人

职教师占17％，40岁以上教师比例为42％。【12】

2002年之后，德国学前教师人数有所增长。

2006年原东德地区学前教师人数增长到6．9万

人，2010年达到7．99万人。原西德地区2()C16年学

前教师人数为24．82万人，2010年达到29．92万

人。【1乏013年德国学前教师人数为44．42万人，其中

原东德地区有9．33万人，原西德有35．09万人。【14】

2．教师队伍构成

无论在原东德还是原西德地区，学前教师队

伍中兼职教师比例有所增长，原西德地区兼职教

师由1990年的29．9％增长到2002年的49．4％，原

东德地区兼职教师比例1990年为12．8％，2002年

增长到79．7％。【嘲

2006年～2011年间，德国全职学前教师的人

数有所增加，但在整个教师队伍中的比例依然只有

40％左右。兼职教师队伍中每周工作时间在21～32

小时之间的最多，大约占30％。¨q

兼职教师比例的增长反映了劳动力对灵活就

业的需求，但也对学前教育的质量构成了威胁。学

前教师的稳定性较差，教师的流动性较大，这对儿

童的发展、机构的管理、教师在职培训、教师专业

发展、教师之间以及家园之间的合作都带来了很

大的挑战。

3．教师学历

在培养学前教师过程中，德国的专科学校和

各类职业学校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在学前教育机

构中承担教育工作的教师必须拥有专科及以上学

历，这一部分教师占70％以上。保育员的准入标准

相对较低，其中有25％左右在各类职业学校接受

教育并参加保育员资格考试所要求的培训，30％

左右只参加过保育员资格考试所要求的培训课

程，还有超过30％的保育员没有资格证。学前教师

队伍中也有少部分有大学及以上学历，但他们所

占比例很小，且主要在规模较大的学前教育机构

中执教，或担任行政领导等要职。与其他学段的教

师队伍构成相比，学前教师中持有高等教育学历

的教师所占比例过小，而且从整个联邦范围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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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一情况并无明显好转(见表2)。【17J

表2．2002年．2009年持有不同学历的

学前教师人数百分比(％)

学历 2002年 2006年 2009年

原西德 65．8 68．6 70．2

专科 原东德 92．2 92．0 91．4

总 71．6 73．7 74．6

原西德 2．5 3．0 3．3

本科 原东德 1．1 2．1 3．1

总 2．2 2．8 3．2

原西德 2．2 2．5 2．7

硕士 原东德 0．8 1．7 2．5

总 1．9 2．3 2．7

近几年，有高学历的学前教师人数有所增加。

2011年有硕士学位的学前教师达到3．2％，2013

年达到3．6％。【1脚

4．师幼比

师幼比在各州之间有很大差异，在州内不同

类型的托幼机构中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讲，移民人

口子女或特殊儿童所在机构教师人数要高于普通

机构。2C106年，德国政府对师幼比做出新的规定，

指出各州应该参照统一的标准，保证1：10的师幼

比(1名全职教师：10名全托儿童)。实际执行过程

中各州之间略有差异，在原东德地区各州师幼比

平均值为l：12．5，原西德地区为1：9．5。【19】

(三I财政投入

德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由联邦、州和地方

政府共同负责。学前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联邦政

府占50％，另外50％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闭而联

邦政府投人的这部分资金中约有2／3来自社会保

险，另外1／3属于其他税收型支出。【z-】2004年德

国学前教育投入占GDP的0．53％，占教育财政投

入的9．3％。学前财政投入中91％属于公共财政投

入，另有8．7％来自私人捐赠。2009年学前教育财

政投入占GDP的0．63％，其中公共投入占70．2％。

其他非政府投人占29．8％。【笠联邦财政投入的使用

限制很多，一般仅用于基础设施。州和地方政府灵

活支配自己投人的部分，因此，整个德国的学前教

育在州和地方之间差异非常大。

在德国，公办园在学前教育中并没有绝对优

势，地方政府主要依托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教会和

慈善机构)提供学前托管与教育服务，尤其在原西

德地区。2002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原西德地区近

2／3的学前儿童(这里指0～6岁儿童)接受由非政

府组织提供的学前托管与教育。俐非政府组织开办

的托幼机构也会从地方政府获得一定的资助。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学前教育政策很大程度

上也是由州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联邦政府的直接

干预是极少数的例外。一次是1996年的联邦政府

提出要从法律上保障3～6岁儿童的入园权益。其

次，2008年联邦政府修订的《J【J童促进法案》(Kinde卜

‰rdemngsgesetz，Kif砖G)提出要从法律上保障更
多3岁以下儿童享受日托机构或家庭日托服务的

权利。例

二、未来趋势

(一)联邦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

尽管学前教育计划由各州自行制定、实施并

监管，联邦政府还是从政策方面积极推动德国学

前教育的发展。1996年联邦政府提出要保障所有

3～6岁儿童享受学前教育的权益，这一举措大大提

高了3～6岁儿童的人园率。2005年的《日托扩充法

案》(Tagesbe眦uungsausbaugesetz，TAG)提出要保证

学前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扩大学前教育服务范围，

照顾到3岁以下儿童。2007年联邦政府推出了UL

童托管财政法案》(Kinded)e溉uungsfinamiemngs—

gesetz)，并在同年投入21．5亿欧元用于3岁以下

儿童日托机构的建设。《儿童托管财政法案》还要

求从2008年开始各州政府需要提供配套的财政

支持，根据各州3岁以下儿童总人数按一定比例

拨款用于儿童托管服务。计算下来，各州在2009年

到2013年间共需要投入18．5亿欧元用于3岁以

下儿童托管服务。嘲

(二)支持O～3岁儿童的托管

2005年《日托扩充法案》制定学前教育的发展

目标是在2010年以前增加23万个托幼名额，使

更多3岁以下幼儿能获得保育和教育机会，减轻

父母的育儿负担。2008年的UL童促进法案》从法

律上规定让更多3岁以下幼儿享受日托服务。

2013年8月1日开始，法律保障每一个3岁以下

幼儿的入托权益。同时，育儿假(Eltemzeit)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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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调整，旨在让父母有更多的选择权。父母可以

为3岁以下儿童选择日托机构(Tageseinrichtung)、

家庭日托(硒ndenagespnege)或者选择在家照管，

选择休假在家的父母可获得每月100～150欧元的

育儿津贴。闭

(三)提高学前教育质量

2008年，OECD对25个成员国6岁以下儿童

教育质量进行了比较研究，德国排在第14位。排

在前几位的主要是北欧国家，这些国家对学前教

育的财政投入都达到或超过GDP的1％，而德国

对学前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只有0．4％。吲德国急

需提高学前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尤其在原东德

地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保教人员的专业

水平偏低。在欧盟国家中，除德国和奥地利外，其

他国家的学前教师中大部分具有大学学历，而德

国大部分幼儿教师毕业于专科学校。为了提高教

师的专业素养，德国政府在一些大学和学院开设

进修课程，另外一些私人基金会也致力于为学前

教师提供灵活多样的职后培训服务，希望改善学

前教育质量。但由于经费投人不足，师资建设进展

缓慢。

(四)提供形式灵活的托管服务

目前，德国的学前教育以托儿所(Krippe)和幼

儿园(瞄nderganen)为主。托儿所主要照管0～3岁

儿童，幼儿园承担3～6岁儿童的照管与教育。德国

学前教育改革的趋势是要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

即为家长提供灵活多样的学前儿童托管服务以减

轻家长的育儿负担。有许多家长并不希望孩子过

早进人托幼机构，而是希望孩子早期在家庭氛围

中成长，因此各种形式灵活、并且在家庭经济能力

范围内的家庭日托服务(Tagespflege)迫在眉睫。家

庭日托服务的形式、时间都相对灵活，也可以代为

照管参加半日幼儿园离园后的儿童。2013年的统

计结果表明，在德国有20．4％的3～6岁儿童在托

幼机构外接受灵活多样的托管服务。闭

三、小结

在高社会福利国家(如挪威、丹麦、瑞典)，政府

承担了学前儿童托管，把家庭，尤其是母亲从育儿

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学前教育的收费、质量也

由国家统一监管；由于公立学前托管的收费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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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保证，大多数家庭选择公立学前教育机构来

托管学龄前儿童。在自由经济(markt—liberal)国家

(如澳大利亚、英国、美国)，高收人家庭可以选择

高质量学前教育，低收入家庭只能选择收费低、质

量无法保证的学前托管，或者选择由母亲放弃工

作在家照管；政府的干预主要是需求方投入的财

政政策，即通过一些转移拨款(如美国的儿童照管

课税津贴和英国的教育券)和针对低收人家庭的

一些学前教育项目(如美国的Head StaIt)保障低

收人家庭儿童的受教育权益。

保守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特点是把学前教育作

为家庭的责任，但国家会有转移拨款予以扶持，与

自由经济国家的不同在于会设有相当一部分公立

的学前教育机构。德国就是典型的保守型社会福

利国家。政府所提供的学前教育不能满足社会需

求，但是政府的监管优先于市场需求。也就是说政

府要求学前教育保证质量，又限制收费，私立的学

前教育机构无法盈利。因此，在公办学前教育之

外，慈善组织和教会在提供学前托管服务中承担

了重要责任。例

德国重新统一之初即针对学前教育地区间发

展的不平衡采取了相应措施，在原东德地区以提

高教师队伍素质为重点，在原西德地区则主要扩

大学前教育的服务范围，提高3～6岁儿童人园率。

2005年以后，由于越来越多的母亲进入就业市场，

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财政支持将学前教育的发

展重点向0～3岁倾斜。尽管德国政府采取了许多

措施积极推动学前教育发展，但与OECD其他一

些高社会福利国家或对学前教育投入较大的国家

相比，德国的学前教育还是相对落后。在OECD的

教育质量报告和PIsA测验引起德国民众和学者

对现行教育体系的反思和讨论后，德国政府正在

不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关注度和财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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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VeIopment of Early Cllildh∞d Care and Ed眦ation in Germany

WANGⅪ呜-h岫

Abslcmct：Despite t}le long history 0f t}le provision of edy childh00d care aJld educ撕on in Ge硼锄y，tllere
has been no unified pr击le of day—care centells considering t}le great diffbrences be附een e勰tem alld westem(k卜

maJl states in te册s 0f adlIlission rate，st枷ng etc．However t}le plaIl of edy childhood care aIld educ撕0n is initi—

ated，exe(：uted aIld regulated by tlle federal state诵tll a joint dfort fjom tlle fbderal govemment．With tlle expecta—

tion to c]屯ate a needs—oriented supply 0f day—care places f打children，tlle federation exercises its aumoritv

t}lrough establishing the legal right to a place in day care for children h℃m tlle age 0f one up to staning sch00l，

making e饪耐s to expand day care senrices for children aged below tllree，finaIlciauy supponing fa耐ly day—care

and pa砌ltal leave，and initiating staff training aJld scientific research pm辨Ⅱns on ECEC．

K沁y words：Ge瑚锄y；adIIlission rate；expenditure on ECEC；ECEC poH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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