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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冷暖空调

冷暖气机 热水炉
中央空调 风管

消毒杀菌灯 车库门
维修 安装 保养

专业快速专业快速，，服务服务DC/VA/MDDC/VA/MD
电话电话：：240240--421421--73637363

代理：
Carrier
Payne
Goodman

冷暖气新机：
零件10年保证 / 1年人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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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冷暖
Carrier Trane
240240--651651--91159115

空调维修
冷气暖气
维修安装

质量保证
价格合理专业中央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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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7

电话：571-334-9893

Infinity Air LLC
安居冷暖空调公司

专业技术执照
HVAC Master & Contractor License

代理多种名牌空调设备
Carrier, Bryant, Payne,

Goodman

Licensed，Insured

SUNLIGHT HVACR LLC
阳光冷暖空调
HVACR MASTER&CONTRACTOR LICENSED

240-756-8899 Lee
两年 Labor 保证，十年部件保证

名牌空调安装维修
代理 CARRIER、Bryant、

Payne、Goodman、TRANE

机器换新 特价

专业技术执照 Insured

“双减”对标德国？扒一扒隐藏的真相
以前，我说什么都不敢点评中国教育。
一是这个话题太大了，牵一发动全身，

仅凭个人见识和经历，根本没有本事评头论
足，无论批判还是赞美，都容易暴露一个人
的认知局限。

二是我生活在海外，无论说什么都会给
人“何不食肉糜”，“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
觉。

这次“双减”出台后，我这个局外人突然
觉得格外清醒。

很多人解读说，如果没猜错，中国的教
改方向将是对标德国。

作为一个经历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考，
后来在德国生活了13年的人，我对这两种教
育体系都有一些了解。

我同意“对标德国”，但坦白地说，恐怕
不是很多人想的那种“对标德国”。今天就
放开胆子聊一聊，“对标德国”意味着什么，
未来究竟可能从哪方面“对标”。

中国教育体系，本身就源于德国
很多人一说起德国教育，第一反应就是

放羊，佛系，素质教育，快乐教育。
一说起中国教育，先想到的就是竞争，

排名，分数，死记硬背，应试教育。
其实，现在中国的K12教育体系就是源

自德国（当时的普鲁士）。
普鲁士教育的特点是，强调分工，纪律，

标准化。
当年德国人发展教育，初衷并不是培养

出可以独立思考的灵魂，而是大量炮制忠诚
且易于管理的人。

这种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为德国的经济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什么呢？
你想啊，国家要发展工业，工业需要大

量工人，作为一个合格的工人，应该具备什
么素质？

没错，分工，纪律，标准化。
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创新，灵感，批判性

思维。
后来，苏联人学习了普鲁士教育模式，

按照自家情况，量身打造了更严格的选拔制
度。

再后来，中国又从苏联大哥那学来了这
种教育经验，也就是我们沿用到现在的“应
试教育”。

就是这个被今天的人诟病多年的“应试
教育”，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最
短时间内，以最低的试错成本，成功转型为
了工业国家，为今天的经济腾飞和国际地位
打下了基础。

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是同根生，为什么德国教育和中国

教育给人感觉上这么不同？
德国重视教育，中国重视高等教育
中国人重视的教育，特指高等教育。
赢在起跑线，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有

朝一日金榜题名，考上大学。
家长可以接受孩子“注定是个普通人”，

但不能接受孩子是个“没考上高中的普通
人”。

众所周知，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将会
在中考后落在一半的孩子头上。

很多人说，初中毕业就分流、50%的高
中录取率，这些才是家长焦虑教育内卷的源
头，只要 50%的淘汰率不变，不管培训班怎
么禁，该卷的还是会卷。

不不不，这不是症结所在。
论分流，没有比德国更凶残的。
德国小学毕业就分流，而且，德国有 16

个州，其中15个州的小学只有四年级。
也就是说，四年级一读完，10岁孩子就

面临人生第一次分流。
这次分流，让孩子们走上两条不同的

路，简单地说，一波人奔着大学去（高等教
育），一波人奔着不上大学去（职业教育）。

奔着大学去的孩子，就读于文理中学
（或综合大学的文理中学部），这是接受高等
教育的必经之路。

当然了，德国的中学体系非常复杂，不
是一句“上不上大学”可以概括的，这里不展
开说了。

德国每年上文理高中的孩子占多少？
不同州的数据不同，我翻了下联邦文化

部近年公布的数据，在40-50%区间内波动。
各位，四年级就分流，40%的孩子读文

理中学（上大学的前提），不知你读到这里，
是不是想隔空喊话德国家长：还不给我卷起
来？

分流比中国更早，录取率不比中国高，
10岁就给人生定了性，按照朴素的思路，德
国家长应该更焦虑，德国教育应该更卷才
对。

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
因为，那些 50-60%将来不读大学的孩

子，并不是被教育“筛掉”的一群人，也没有
被任何人“放弃”。

相反，他们的教育会被高度重视。
职业教育做到这份上，不上大学又何

妨？
首先声明啊，我不是德吹。
有一说一，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非常成

熟完善，可以说是世界的榜样。
不管你是切钻石还是修飞机，当幼儿园

老师还是油漆工，管仓库还是管账目，卖眼
镜还是卖猪肉，开药店还是搞运输，做酒店
大堂经理还是在工地砌砖，都可以得到全
面，正规，标准的职业教育。

这个职业教育不同于职业培训，不是说
你接下来要管仓库了，就让师傅带你参观下
库房，安排几天时间说下情况就完事了，而
是为期2年到4年的正规教育。

德国有 426种职业教育方向，根据职业
性质不同，学制从2年到4年不等。

职业教育不等于出来当蓝领，很多职业
学校毕业的学生，从事的工作在中国需要用
大学文凭敲门。

从会计到税务员，从程序猿到人事专
员，从市场营销到工程绘图，接受职业教育
的人，一样可以和读过大学的人坐在一张桌
上喝咖啡。

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成功在“双元制”
上。

“双元制”的意思是，你可以一边在学校
学文化，一边在企业接受技能培训（做学
徒），理论实践两手抓。

无论是坐办公室还是进车间，你都可以
在职业教育期间熟练掌握技能，熟悉公司文
化，还没毕业，你的半只脚就已经踏进了公
司。

之前我写“德国幼儿园老师才是育儿大
V本人”系列文章，很多人直呼德国老师怎
么可以这么专业，是不是都学过儿童心理
——功劳就是长达3-4年的职业教育。

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绝不亚于
对高等教育的推进。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中，有一条就
是，德国所有企业都可以和职业学校联办教
育，只要你联办（也就是说让学生去你的公
司做学徒），每培养出来一个学生，政府就补
贴给你4000-6000欧元。

德国有200多万家企业，接近50万家联
办职业教育（比例高达近20%），大多是西门
子博士宝马保时捷等大中型企业。

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学生，不仅积攒
了经验，还能从企业那里领钱（生活补贴为
主），毕业后留在企业的比例高达70%以上，
真正的“用人单位抢着要”。

德国是各州自治，但这个《联邦职业教
育法》是联邦立法，意思是全德国通用，联邦
政府每年储备 4.5亿欧元预算来搞这个事，
可见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

在德国，职业教育是一种选择，而且是
一种还不错的选择，并不是被挤下独木桥后
迫不得已的认命。

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所有人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职业教育
呢，似乎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给落榜的
孩子找点事做的一种“勉强托底”。

高等教育，并不高人一等
德国对职业选择的观念是，无论你读大

学还是上职业学校，毕业后的工作都应该与
专业高度对口，懂一行，干一行。

你说你从名牌大学毕业，喜欢孩子，特
别想去当幼儿园老师行不行？

不行，先去接受4年的幼师职业教育。
并不是你接受过高等教育，你就可以做

职业教育对口的工作。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不是谁高谁低的

关系，而是两条平行、平等的路线。
德国政府深知职业教育对工业国家的

重要性，在宣传职业平等上不遗余力。
在德国生活过的朋友，前些年应该在地

铁里见过一种宣传海报，衣装体面、精神状
态饱满的年轻人，身穿各种职业的工装，面
带微笑看着你，上面写着一行字：我是学徒
工（Ich bin Azubi）。

这种正面宣传在民众心里种下一个印
象，职业教育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另一方面，德国的税收和薪资制度决定
了，无论你上不上大学，当白领还是当蓝领，
收入差距不会特别大。

德国有个段子说，德国富人和穷人的区
别是，富人开自己的游艇度假，穷人租个游
艇度假。

这个比方有点夸张了，但可以侧面反映
一个事，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靠劳动过上
体面的生活，靠自己的专业技能吃饭，在社
会上不会被歧视。

我之前分享过一本书《爱，金钱与孩
子》，里面的一个调查很值得一提：

在日本，只有34%的日本家长认为勤奋
学习很重要，而如果你去问中国家长，这个
比例是90%。

但日本也有和中国类似的高考制度啊，
日本学生的考试压力也不小，大学也分三六
九等，考上早稻田大学也是件很有面儿的
事，为什么日本家长不那么焦虑？

因为日本的蓝领阶层收入不低，整个社
会的总体收入差距不大。

说白了，知识改变命运不假，但就算改
变不了，我的命运也不会太差。

当一个国家的蓝领阶层收入越高，家长
的心态就越放松。

教育内卷的问题，永远不只是教育的问
题。

别误解了教育的本质
很多人听说禁培训班，第一反应就是，

就怕1对1会火起来，就怕补课只能转地下，
就怕自己教不了。

说来说去，还是没弄清楚教育的本质。
有人说，教育的本质是筛选，我不赞同。
你可以说中考高考的本质是筛选，但这

肯定不是教育的本质，也不是学习的本质。
我一个在德国的华人朋友，曾打电话给

教育局投诉老师，因为老师课上不怎么教，
总让学生自己学，学不懂才问老师，作业也
连着几天没批了。

教育局缓缓道出一句，教学的目的是不
教，学习的目的是自学，这就是教育的本质。

没有哪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是被老师家
长死死盯着补习盯出来的，学习靠的应该是
兴趣和内驱力，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

而培训班的存在，就是让教育越来越偏
离这个本质。

是的，路还很长，只是禁培训班无法消
除内卷，但起码让教育更接近它的本质。

很多人把消除内卷的希望寄托在高等
教育升学率上，我个人认为，这是很不切合
实际的愿望。

高校扩招，把高等教育的饼摊大，看上
去确实很诱人，但等这波学生毕业就会发
现，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

就像印钞票会导致通货膨胀，让钱不值
钱，高校扩招会也导致学历通胀，让大学毕
业证不值钱。

高校的门槛是低了，职业的门槛却高
了，于是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大学毕
业送快递，硕士毕业站前台。

不是瞧不起送快递和站前台的职业，而
是这样的结果浪费了太多资源。

德语里有个词叫“unterfordert”，意思是
这个工作不适合你，因为对你来说太简单。

你是金融系大学生，想在德国的公司里
求职一份行政秘书工作，复印文件订酒店，
总可以胜任吧？

你一定会被拒。
因为这些工作对你来说太简单了，

unterfordert。
学无致用，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对

社会和个人都是。
综上所述，我猜测未来10年中国教育改

革的方向应该是，给职业教育雪中送炭，而
不会是给高等教育锦上添花。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是全世界的课代表，
这才是德国教育真正值得“对标”的地方。

“对标”到什么程度算成功？
当家长说起 50%的高中录取率不再紧

张，当职业教育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认
命”，当每个职业都可以得到同等尊重，当各
阶层人都可以靠劳动过上体面的生活，

虽然听上去很理想，但也是一个可以努
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