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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主义与联邦德国的移民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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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后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浪潮，不仅使联邦德国出现了严重的移民融入问题，也滋
生了少数德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为了应对移民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
题，德国逐渐形成了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即要求保护移民文化的多样性，又强调构建以《基本
法》为核心的社会共同价值标准。以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德国发展出针对移民社会的
“存异求同”教育理念与政策，一方面承认当今德国多元文化并存的事实，教育学会尊重、包容异
文化，学会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处，保护移民非主流文化和社会文化多样性；另一方
面又引导学生认同一种社会共同价值观，倡导融入主流文化，实现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移
民社会的教育理念与政策从入学要求、课程设置与标准、毕业资格考试、师资培养等方面对德国
传统的学校教育构成了冲击。以“一体多元、存异求同”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有利于德国构建文化
多元性和谐社会的历史经验，给我们以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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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之 后，联 邦 德 国 成 为 一 个 非 典 型 移 民 国

家，并逐渐形成了针对移民社会的“一体多元、存异

求同”教育政策及理念。本文拟对联邦德国的文化

多元主义与移民教育中的“存异求同”政策的实施

状况进行探究，以期从中得到某些启示①。

一、移民问题与德国文化多元主义价

值观的兴起

　　二战之后，多种族、多民族、多文化共存于一个

国家的 情 况 已 变 得 越 来 越 普 遍。有 些 国 家，像 美

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等，在历史上长期都是多

个民族或族群共生。另外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
荷兰等，虽然以前很少甚至没有少数民族，现在也

都因为大量移民的涌入而成为事实上的移民国家。
为了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正确处理主

流文化和移民文化之间的关系，各主权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出了不同的对策。联合国和荷兰、澳大利亚

等主 张“多 元 文 化 主 义”（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Ｍｕｌ－
ｔｉｋ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ｕｓ）模式，要求“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

得到承认的要求给予充分肯定”②。而以法国为代

表的国 家 则 提 出 了 共 和 主 义 的“同 化 模 式”（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要 求 外 来 移 民 放 弃 本 民 族 的 文 化 习

惯、生活方式，融入本国主流社会，接受本国的文化

认同和价值观。不过，直到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发

生为止，大多数西方国家更倾向于认同多元文化主

义，并将其应用到具体的国家政策之中。
二战后，联邦德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移

民迁入浪潮：一 是 战 后 初 期 逃 离 或 被 迫 离 开 家 园

的、来自苏占区和东欧的德国难民；二是为弥补战

后劳动力缺乏而引进的土耳其和意大利等国的外

来务工人员，如今很多人都已经有了第三、四代子

孙。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济危机开始后，联邦德国

像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收紧劳工准入政策，禁止外国

人在德自谋职业，劳工移民数量遂大大减少；三是

苏东剧变之后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罗斯车

臣地区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以及从苏东地区返回

母国定居的、几乎不具备任何德国文化背景的德意

志侨民③。目前，在德国８５００多万人口中，共有外

国人７００多万，占总人口的８．９％。庞大的移民群

体的存在使联邦德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移民国家。
大量移民的存在使德国面临着所谓的“移民问

题”。首先，移民在融入德国主流社会方面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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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障碍，此即所谓的移民“融入问题”（Ｅｉｎｇｌｉｅ－
ｄｅｒｕｎｇｓｐｒｏｂｌｅｍ）。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上的融入障

碍。对来自东德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德国侨民和

难民来说，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是完全

陌生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习惯很难在短期内被根本改变；另一方面是语言文

化上的融入障碍。在西德侨居的外国人，以及几乎

没有德意志文化痕迹的“返回家园者”，都存在着严

重的语言障碍和文化认同障碍；而来自土耳其等落

后国家的移民，则常常因为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而

无法找到工作和融入主流社会。据统计，外来移民

的失业率是 德 国 平 均 失 业 率 的 两 倍 左 右。④ 与 英、
法、荷兰等，德国的移民一体化率是非常低的⑤。

庞大的移民群体带来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在
德国一部分人中间滋生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

主义。１９世纪初期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

的兴起，使 德 国 摆 脱 了 中 世 纪 以 来 四 分 五 裂 的 局

面，实现了国家统一。但是１９世纪下半期到２０世

纪上半期，德意志民族主义畸变为民族沙文主义和

种族主义，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

德意志帝国政府到臭名昭著的纳粹政权，德国曾多

次对外来移民采取限制、歧视、驱逐乃至清洗的政

策。尽管战后联邦德国对所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

进行了深刻的忏悔和赎罪，但直到２０世纪末，德国

还一直不 承 认 自 己 是 一 个 移 民 国 家⑥。两 德 统 一

之后，由于大量原社会主义国家难民的涌入和失业

率的居高不下，德国接连发生多起排外事件。“红

绿联盟”政府上台后，这些暴力排外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愈演愈烈，１９９３年，一名土耳其妇女和他的四

个孩子被杀害在德国家中。２０００年时排外暴力犯

罪案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１５６５１起⑦。极右政党，
如德 意 志 人 民 联 盟（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ｓｕｎｉｏｎ，简 称

ＤＶＵ）等则抓住民众的恐慌性排外情绪，纷纷突破

选举门槛，进入州议会。暴力排外事件和极右政党

的崛起勾起了世人对法西斯反犹暴行的回忆，严重

损害了统一后联邦德国的国家形象。
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移民文化整合问题，德国

逐渐形成了以“和而不同、和谐为本”为主要特征的

文 化 多 元 主 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ｒ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ｕｓ）价值观，这是“存异求同”教育在德国

兴起的价值观基础。所谓“和而不同、和谐为本”，
就是一方面承认德国已成为移民社会的事实，尊重

和保护少数族裔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为非主流文

化的延续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法律框架条件和教育

支持条件；另一方面，要求所有外来移民必须融入

德国主流社会，必须学习德语和接受德国社会的主

流价值观，如人权、民主、法制及正确的爱国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是要在保持德国文化多元性

和统一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在德国和谐相处。相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同
化模式”来说，这一价值观可以更好地避免移民社

会中所出现的文化碎裂和文化冲突问题，实现全社

会的文化整合。
对于如何处理好外来移民文化与德国主流文

化（Ｌｅｉｔｋｕｌｔｕｒ）之 间 的 关 系，德 国 学 界 和 政 府 都 在

积极探寻解决之道，并最终选择将“存异求同”的文

化多元主义作为文化整合的基础。
在学术界，一些著名学者在移民文化融入问题

上纷纷提出自己的设想和看法。例如，哲学家沃尔

夫冈·韦尔施（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Ｗｅｌｓｃｈ）就认为，当今世

界各种文化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因此不能再以

原来界定某某文化的标准来定义文化，各种文化由

于其具有部分的相通性而可以整合为一种“融合式

文化”。这种“融 合 式 文 化”既 能 保 护 文 化 的 多 样

性，又可以更好地促进文化间的整合。据此，他对

鼓吹各种文化平等共存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批

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社会内部各个文化是封闭

的和孤立的，并由此而进一步将这些文化看作是彼

此隔绝的。”⑧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领 军 人 物 尤 尔 根·哈

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则提出了著名的“宪法

爱国主义”，试图以一种道义上更具包容性和普世

性的宪法爱国主义理念来替代建立在狭隘、排他的

民族性基础上的种族爱国主义理念，并把它变成公

民认同的新形式和维系社会一体化的精神力量⑨。
宪法爱国主义为其他学者构筑德国移民社会共同

价值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基尔大学政治学教授

蒂内·施泰因（Ｔｉｎｅ　Ｓｔｅｉｎ）认为，“哈贝马斯从宪法

的视角考虑深度整合要求……在哈贝马斯的理论

中，统一的身份认同可以被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框架

所构建，因此他对德国多元文化社会和跨国整合的

前途均持谨 慎 乐 观 的 态 度。”⑩ 在 她 看 来，“宪 法 爱

国主义”、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不是互相排斥、对立

的概念，“宪法爱国主义”可以成为德国多元文化社

会的主流文化。“这样的主流文化，不是以主流群

体所固有的 文 化 为 基 础，而 是 要 在 宪 法 中 承 认 人

权，从而为 多 元 文 化 社 会 正 确 地 解 决 问 题 提 供 框

架。”施泰因认为，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新来的移

民必须接受移民接纳国的准则和宪法，另一方面，
移民接纳国也必须接受外来移民宗教、文化的相异

性，并为移民融入提供便利瑏瑡。这就是文化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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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埃格伯特·雅恩（Ｅｇｂｅｒｔ　Ｊａｈｎ）也认为应该将

宪法价值 观 作 为 德 国 移 民 社 会 的 共 同 价 值 基 础。
但他反对将其作为德国的主流文化，明确指出“德

国在种族和文化上应该首先是德意志的”，否则会

引起主流群体的不满和反对瑏瑢，由此肯定了主流文

化的德意志特性。
从政府层面看，由于一直不肯接受自己是移民

国家的现实，非德裔难民曾长期被置于完全与主流

社会隔离的状态。大多数移民在语言、教育和文化

方面面临着要么被主流同化、要么就游离于主流之

外的窘境。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面对越来越多的

移民，德国政府虽然开始采取措施保护移民的非主

流文化，如在学校中开设双语类和宗教类课程；修

改签证发放和入籍标准，为移民平等享有公民文化

权利创造法律框架条件；培训具有移民背景的文化

传播人才等，但强调多种文化平等发展的多元文化

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流。“９·１１”之后，出于缓和

不同文化间冲突的考虑，德国官方开始高度关注多

元文化社会的文化整合及共同价值观构建问题，把
“存异求同”的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作为制定相关

政策的出发点。联邦议院和政府为此制订了一系

列法律 和 政 策，其 中 包 括２００５年《移 民 法》、２００７
年《国家融 入 计 划》、２０１０年《联 邦 境 内 融 入 方 案》
等，明确要求移民接受以《基本法》价值观为核心的

主流文化，在文化上融入德国主流社会。联邦总理

安吉拉·默克尔（Ａｎｇｅｌａ　Ｍｅｒｋｅｌ）在《国家融入计划》
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共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这必

须包括承认由宪法所保卫的德国立法制度和各种价

值观。那些想在我国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必须掌握足

够的德语”，与此同时，德国主流文化也应尊重外来

移民文化，“通过我们社会内部的包容和开放性思

维，我们 的 社 会 将 变 得 更 富 有、更 人 性 化。”瑏瑣 近 年

来，随着穆斯林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日趋紧张，联邦政

府在文化政策上进一步倾向于否定多元文化主义，
强调主流文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默克尔在波茨坦发表

的一场演说中明确表示，在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

是“彻底失败”了，德国依然欢迎移民，但穆斯林移民

也必须同时做出努力融入德国社会，学习德语瑏瑤。

二、“存异求同”的文化多元主义移

民教育政策的形成

　　为了贯彻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在包容和尊

重外来移民文化的同时弘扬主流文化，使外来移民

尽快融入德国主流社会，必须以相应的移民教育理

念为基础，实施合适的移民教育政策。根据联邦德

国学者的看法，德国移民教育政策的发展可划分为

几个阶段瑏瑥。
从联邦德国建立到上世纪６０年代是 “德国中

小学中的客籍劳工子女阶段”。在这一阶段，联邦

德国对外国劳工子女采取的是一种同化教育政策。
即通过开设外语补习班、配备专门对外教学老师等

措施来使其顺利进入德国学校学习，以便将来能够

在德国获得经济自立。
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到德国重新统一是“外国人

教育批判阶段、批判后的分化阶段和对少数族群的

扩展关注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２０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

教育的兴起和移民问题的政治化，联邦德国移民教

育政策开始逐步从同化教育向强调文化独立和平

等的多元文 化 教 育 发 展。１９６４年５月，联 邦 德 国

各 州 文 教 部 长 联 席 会 议 （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　ｄｅｒ　Ｋｕｌ－
ｔｕ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ｅｒ　Ｌｎｄｅｒ　ｉｎ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简称ＫＭＫ）建议，在义务教育期间对

外国儿童教授德语的同时应保障他们的母语教育。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再次提出类似方

针。但是，由于当时的联邦德国没有形成明确的移

民政策，只将外来劳工子女看做是临时客居的人，
这些建议并未被付诸实施。

１９７７年６月 欧 洲 共 同 体 发 布 指 导 纲 要，主 张

欧共体国家出身的劳动者子女有权在学校学习本

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根据这一要求，联邦德国政府

于１９７９年９月首次提出了专门针对外国劳工子女

的综合教育计划。此后，随着移民问题由经济、社

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联邦德国各州开始进一步

为来自非西方文化圈的移民制定相应的教育政策

和课程计划。北莱茵—威斯特伐仑州就率 先 向 穆

斯林学生提供了伊斯兰教义课程。在汉堡州，为了

给信仰不同宗教的孩子提供平等的宗教教育机会，
促进各种宗教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政府将不同宗教

信仰结合起来设立一门宗教课程。柏林州在８０年

代中期开始允许土耳其学生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

育瑏瑦。即便如此，德国政府并没有一味推行多元文

化主义政策，而是坚持主流文化的价值。１９８７年，
联邦及州教育促进委员会（简称ＢＬＫ）就发起了一

系列以“推 动 外 国 儿 童 和 青 少 年 融 入 德 国 教 育 制

度”为主题的教育模式推广活动，一方面鼓励接受

外来移民 文 化，另 一 方 面 突 出“融 入”主 流 文 化。
这种政策对缓和文化冲突、推动移民子女“入学的

正常化”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瑏瑧。
从统一后到２１世纪初为“跨文化教育纳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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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育政策阶段”。跨文化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有

一定区别。多元文化教育突出文化差异性、要求不

同文化平等相处，互相学习。跨文化教育则要求关

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

基础上实现文化和社会整合瑏瑨。１９９６年，德国各州

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公布《关于中小学跨文化教育的

建议》，终于将跨文化主义纳入了一般教育政策。
“９·１１”事件之后，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出现

了普遍收紧的趋势。德国的移民教育进入“新同化

主义 阶 段”，它“实 际 上 是 要 求 强 制 性 文 化 融 入

（Ｚｗａｎｇｓａｋｋ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即 外 来 移 民 要 放 弃 本 身

的文化，努力全面适应本土文化。那些不想或不能

做到的会受到惩罚，直至被永久驱逐出境。”瑏瑩 换言

之，这一时期德国移民教育的重心出现了从尊重差

异向强 调 融 入 的 转 移 趋 势。但 是，此 时 以 尊 重 差

异、强调“融入”为特征的融合式跨文化（Ｔｒａｎｓｋｕｌ－
ｔｕｒ）教育已经广泛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尤

其是在各级教育机构中，“已经成为所有中小学中

开放的、对学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教学领域。”瑐瑠 因

此，在事实上，联邦德国政府虽然强调移民文化融

入，要求移民适应德国文化，但并没有要求移民放

弃母国文化，仍贯彻着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
经过上述历史发展和演变，当今德国政府的移

民教育政策和理念呈现出“多元一体、存异求同”文
化多元主义的特点。

其一，尊重和保护移民文化，反对种族主义，促
进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德国支持移民传承自己的

语言和文化。早在统一前，联邦德国一些州就开设

了移民母语 课 程。１９９６年 公 布 的《关 于 中 小 学 跨

文化教育的建议》明确要求加强双语中小学生的母

语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学校中 “母语课程”（后

改为“原属 国 家 语 言 课 程”）的 发 展瑐瑡。进 入２１世

纪后，很多州的移民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计划

都已付诸实施。移民宗教教育在德国也进一步受

到重视。继各州开始在中小学开设伊斯兰课程之

后，负责就大学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德国科学委

员会（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ａｔ）于２０１０年初完成题为《在

德国高校进 一 步 发 展 神 学 与 宗 教 学 的 建 议》的 报

告，要求在公立大学中建立伊斯兰神学教学研究体

系。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第二届德国穆斯林大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系统地提出了在各级各类教育

系统中设置伊斯兰宗教课程的问题。与此同时，德
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Ｄｉｅ　Ｂｕｎｄｅｓｚｅｎｔｒａｌｅ　ｆüｒ　ｐｏｌｉ－
ｔｉｓｃｈｅ　Ｂｉｌｄｕｎｇ）也 启 动 了 一 系 列 保 护 移 民 文 化 的

跨文化教育工程，如２００８年５－８月间的“移民青

少年亚文化工程”等瑐瑢。
在多元化的移民社会中，德国政府不仅允许和

鼓励移民学习自己母国的语言和文化，还积极促进

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并和向来受到重视的反种族主

义教育结合 起 来。１９９６年《关 于 中 小 学 跨 文 化 教

育的建议》以“认识异文化（ａｎｄｅｒｅ　Ｋｕｌｔｕｒｅｎ）的 社

会性及其与生活的关联性、掌握异文化知识……尊

重他人的不同特点、反省自身立场、发展对他人立

场的理解”等为目标，建议围绕着“自然空间、经济、
社会、民生等方面不平等的背景及后果、现代及过去

移民拥戴的原因和影响、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努力、多
元文化社会中少数族群及其共生的可能”等四大主

题，将反种族主义教育作为基础学校教育的重点瑐瑣。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也将跨文化对话与包容作为民主

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与

许多 政 党 一 起……发 动 并 促 进 来 自 不 同 母 国 的

人———尤其是与非德裔青少年之间的对话。”瑐瑤 在反

种族主义教育方面，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不仅密切关

注保护外来移民的反极右主义、反新纳粹主义教育，
还大力在移民中开展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育，甚
至深入监狱，对极端主义穆斯林青年进行跨文化宽

容教育，帮助他们“跨越意识形态上的鸿沟”瑐瑥。
其二，特别重视移民融入教育，这是统 一 后 德

国社会能否成功实现文化整合的关键。负责领导

制订《移民法》的前联邦议院议长丽塔·聚斯穆特

（Ｒｉｔａ　Ｓｕｅｓｓｍｕｔｈ）曾 表 示，“在 事 实 上 的 移 民 社 会

中，承认移民存在和融入政策的形成是一个硬币的

两个方面……过去耽搁而没能完成的首要工作和

融 入 的 基 本 前 提 是 第 二、三 代 移 民 子 女 的 教 育

问题。”瑐瑦

德国的移民教育理念特别强调构建社会共同

价值观、实现社会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这使它又区

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教育。韦尔施从文化学

的角度主张用融合式 跨 文 化（Ｔｒａｎｓｋｕｌｔｕｒ，Ｔｒａｎ－
ｓｃｕｌｔｕｒｅ）代 替 交 互 式 跨 文 化（Ｉｎｔｅｒｋｕｌｔｕｒ，Ｉｎ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在他看来，交互式跨文化 理 念 仍 然 拘 泥

于传统的文化分类观念，它虽然强调了各文化之间

的互动，但却忽略了文化之间的整合。只有融合式

跨文化理念才是德国乃至全世界的多元文化整合

发展的正确方向。韦尔施的这一理论受到德国部

分跨文化教育专家的热捧，其中卡特林·豪恩席尔

德（Ｋａｔｒｉｎ　Ｈａｕｅｎｓｃｈｉｌｄ）就 认 为，多 元 文 化 和 交 互

式跨文化都已经不再适合社会发展需要，德国跨文

化教育应实现从“交互式”到“融合式”的转变瑐瑧。
德国官方教育政策也强调以《基本法》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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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移民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基础。它要求移民及

其子女通过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化接受这一共同价

值观，融入德国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官

方还提供了种种便利和条件。１９９６年文教部长联

席会议《关于中小学跨文化教育的建议》的“目标”
部分指出，“跨文化教育首先是认真贯彻中小学整

体教育任务的体现。它要求所有中小学生转变思

维和行为方式，接受人性伦理基础以及自由负责、
民族团结与谅解、民主、容忍等原则……学生应对

一国内共同生活的总体基础达成共识。”瑐瑨

联邦议院２００５年通过的《移民法》专门在《居

住法案》列入了第三章“融入要求”，其中设立了专

门针对移民的融入课程，要求参加者熟悉德国的语

言、历史、人文和法律制度，使外来移民在经济、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全面融入德国瑐瑩。２００７年联邦政

府通过的《国家融入计划》则对移民融入课程进行

了评估与完善，要求德语课应该以德国法律、历史

和文化为核心瑑瑠。２０１０年，联邦政府又出台《联 邦

境内融入方案》，对《国家融入计划》中的移民融入

教育目标制进行了细化和拓深。方案将移民融入

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让所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平等

地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并强调只有

“所有社会成员有共同的意愿、准备承认《基本法》
价值观并 承 担 起 社 会 责 任”时，才 能 实 现 融 入瑑瑡。
德国政府将《基本法》价值观纳入移民母国语言和

文化教育中，试 图 在 不 伤 害 移 民 宗 教 感 情 的 前 提

下，帮助移民理解和接受德国的社会价值和道德规

范，以解决由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道德原则差

异所带来的社会紧张等问题，促进社会文化整合。

三、“存异求同”的文化多元主义移民

教育政策的贯彻：以中学历史课标为例

　　“多元一体、存异求同”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元

主义移民教育政策一方面承认当今德国多元文化

并存的事实，教育学生尊重、包容异文化，学会与拥

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处，保护移民非主流文

化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构建以《基本法》
为核心的社会共同文化价值观，引导所有学生热爱

德国的主流文化，接受《基本法》所规定的人权、民

主、法制等理念。德国政府在移民教育中也积极贯

彻相关政策，并 且 对 德 国 学 校 教 育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下面以历史课标为例进行释读。
首先，德国中学教育从入学要求、课程设置与标

准、毕业资格考试、师资培养等方面积极贯彻“多元

一体、存异求同”的移民社会教育政策和理念，跨文

化教育思想成了德国完全中学历史课标的重要组成

部分。梅克伦堡州在“历史与政治教育课标”中明确

要求学生扩展跨文化能力，融入跨文化对话，以便使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民主社会中共同生活与合

作，实现各民族和平共处瑑瑢。图林根州则把“不同文

化、宗教和社会形态的人和平共处”放在十分重要的

位置瑑瑣。在最新修订的课标草案中，图林根将“多面

性／差 异 性／多 元 性 （Ｍｕｌｔｉ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

Ｋ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ｔｔ／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ｔ）作为历史 教 学 的 基 本 出

发点之一瑑瑤。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完全中

学高级阶段历史课标也规定，“高中生的发展受到不

同文化传统，宗教观念，科学规律和政治利益的影响

……开放社会的多元化使学生感到其生活的丰富，”
在 开 放 性 学 校 中，学 生 将 有 不 同 的 语 言 和 文 化 经

历瑑瑥。萨克森州的课标则将跨文化能力作为学生的

培养目标瑑瑦。
纳入跨文化教育目标后，历史课标原有的内容

也随之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一是反种族主义教育得

到了深化和发展。作为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主要阵

地的历史课向来关注反纳粹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教

育。德国统一后，历史课标又将跨文化教育与反种

族主义教育结合起来。萨克森－安尔哈特州的课

标明确指出：“当今社会在文化方面是复杂的和多

样的……在危机形势下，民族主义的滋生和种族主

义的论调首先是公开和进一步反对少数群体及种

族主义迫害的温床，”为了使多数群体的学生和少

数群体的学生“建设性的共同生存”，“跨文化学习

显得必不可少。对一个文化间联系日益增长的时

代来说，承认不同文化的异质性是不可避免的。”瑑瑧

二是加大了对移民史的关注力度，使学生了解移民

社会的形成及影响。萨克森－安尔哈特州的课标

通过开设专门的移民史，引导学生承认德国是移民

国家的事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的 课 标

则指出，由于移民社会的普遍出现，人们必须改变

对待异文化的态度。“我们当今世界的生活方式和

思维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移民进程和对待陌

生世界的方 式 深 深 地 影 响 着 人 们 的 日 常 思 维。”瑑瑨

三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球性责任感的培养。各州

课标致力于激发学生为世界发展做贡献的情感，要
让学生认识人类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基本生活形态

和面临的问题，克服民族偏见，加深对世界其他国

家与民族的理解。莱茵－普尔法茨州将“欧洲和全

世界视野下的明确的跨文化教育”作为历史课标的

基本原则 和 目 标 之 一瑑瑩。不 莱 梅 州 完 全 中 学 课 标

明确规定要“用专门手段为跨文化能力的发展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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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限制民族 和 欧 洲 中 心 观”瑒瑠。该 州 完 全 中 学

初级阶段甚至还设有专门的欧洲研究课，采用英语

和德语双语教学，目的是为学生在全欧范围内的进

一步深造及就业做准备瑒瑡。
但是，与此同时，在“多元一体、存异求同”教育

政策和理念的影响下，完全中学历史课标和考试说

明也十分突出德意志主流文化的支配性地位。课

标注重培养学生对异文化的理解与包容，反对狭隘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主流的德意

志文化。实际上，各州课标及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制

定的《高中毕业考试统一说明·历史》都坚持以《基
本法》和正确的爱国主义为基本价值导向，要求学

生热爱德意志祖国，接受自由平等、保护人权、民主

法治等理念。
在内容分配上，课标都依然将德国历史作为主

要内容，重视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德意志民族

发展史”一直是德国中学历史教育的重点。即使是

在承认移民社会现实的今天，整个中学阶段的历史

教学还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高中毕业考试

统一说明·历史》将德国（包括地区及地方史）规定

为高中历史空间教学的主要内容。瑒瑢 在各州的历史

课程标准 中，德 国 史（含 地 方 史）的 比 重 都 是 最 大

的。在图林根州课标中，欧洲史占绝对比重，欧洲

史中又以德国史为主，目的在于“使学生成为德国

国家公民”瑒瑣。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则明确

规定，“德国……近现代文化、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历

史课的主要时 空 范 畴。”瑒瑤 萨 克 森－安 尔 哈 特 州 的

历史课标在关注德国中部以及本州历史发展的同

时，将１９世 纪 德 意 志 民 族 与 民 族 意 识、魏 玛 共 和

国、纳粹和两大阵营中的德国作为近现代史教学的

典型案例瑒瑥。
此外，课标在价值判断上突出德意志民族传统

中进步性的一面，明确《基本法》所强调的民主、人

权、自由等理念的核心地位，从而彰显德国的主流

文化价值观。历史是国家进行公民政治教育的主

要阵地。１９６０年２月的文教部长联席会议曾明确

提出了历史教师的政治教育职责，还对各阶段历史

课的政治目标进行了规定。进入移民社会后，各州

在完全中学历史课标中引入跨文化教育理念的同

时，坚持将人权、法制、民主等《基本法》价值观作为

多元文化社会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写入课标，进而

使跨文化教育与《基本法》价值观教育互为补充，互
相促进。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课 标 明 确

规定，自由和 人 权 是 重 要 的 基 本 价 值 观 之 一瑒瑦；勃

兰登堡州课标则将民主教育与跨文化教育并列为

主要教育目标；汉堡州课标则指出，“负有人权及民

主价值观等一般原则教育义务的历史课为多元社

会中的中小学生提供指导性帮助”；萨尔州课标也

是将《基本法》价值观作为多元文化社会政治教育

的主要指导思想。“在具有不同认同和价值取向的

多元社会中，必须确保接受并认同以宪法为基础的

价值观。”瑒瑧 德国《高 中 毕 业 考 试 统 一 说 明·历 史》
中则指出：历史教育旨在“为多元社会中的包容性

文化作出贡献，有利于保持、形成多元主义和民主

的法律、社会秩序”瑒瑨。
在当今全球化和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如何应

对外来文化，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和平相处；同时又

如何在外来异域文化的冲击下保存主流的、民族的

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

这方面，联邦德国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和“一体多

元、存异求同“的移民教育政策与理念给我们以有

益的启示。在移民社会中形成的联邦德国文化多

元主义价值观一方面要求保护移民文化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又强调构建以《基本法》为核心的社会共

同价值标准。以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德国

逐渐发展出针对移民社会的“存异求同”的教育理

念与政策，要求学生尊重、包容异文化，同时积极引

导他们热爱德国，接受人权、民主、法制等理念，融

入主流社会。这一教育理念和政策促进了德国传

统学校教育的变革，有利于维持德国多元族群、多

元文化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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