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造同等學力測驗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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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體認到年輕一代的成功取決於更高的教育程度，美國的高中

同等學力測驗(GED)正面臨 69 年來最大的改造。由於勞力市場持續

需求高學歷人才，但大學畢業率卻相對低靡，聽起來似乎美國年輕

人對於未來就業仍未作好準備。幾乎各州都在重新調整教育標準讓

學生擁有更多技能。教育決策者體認到改變不只是鼓勵高中畢業生

進入大學，同時也要確保 4,000 萬 16 歲以上沒有高中學歷的人獲得

同等學力證書，並得到更進一步的技能訓練或高等教育機會。重新

設計同等學力測驗的意義不僅包括致力於五個學科的考試及將這些

測驗從紙筆轉為電腦計分，提升 GED 教師的專業訓練、修改課程及

加強輔導等都被包括在內，以幫助學生通過測試及計畫他們的未

來。這改造的關鍵是要將同等學力測驗定位為高等教育中的一環，

而不是終點。新的考試即將在 2014 年實施並有兩重點:第一是取得

傳統的高中學歷，另外則是為大學或是職業訓練準備。考試服務中

心執行副總尼可‧雀斯坦表示:「這不只是為了獲得高中文憑，而是

取得職業和教育機會讓你有更多的技能。學生應了解完成高中文憑

或同等學力測驗是不夠的，而需要使用高中文憑打開更多培訓和教

育的大門。」 

 

同等學力測驗價值的質疑 

同等學力測驗被視為為一種完成高中的工具，尤其對在軍中、

監獄和年紀大的輟學生。雖然四分之一測驗者是 16 到 18 歲，但根

據美國教育委員會 (ACE)數據顯示，典型的測驗人年紀平均為 26。

雖然此測驗已幫助許多人往升學道路邁進，但也受到批評，因它並

不能有效的反映高中程度。紐約市官方表示，去年十二月通過測驗

的人只擁有國中程度學力。紐約正規劃一個新的測驗課程並加入

「補校」的協助，所以下一世代的測驗課程會加入例如學習技巧等

「軟性技能」。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後研究學者梅達表示，「他

們需要高等教育並不只是因為想要獲得更高的學術成就，而是希望

獲得更多的『軟性技能』，然而我懷疑同等學力測驗是否可以注入

這些元素。」 

 

 

 



 

 

內容的改變 

據美國教育委員會（ACE）2010 年研究，相對於 20％沒有通過

GED 測試和 64％的一般高中畢業生，取得學力測驗證書學生有 43％

在 6 年內註冊就讀大學，但只有少數能完成多於一年的課程。2009

年的研究顯示，1,000 個接受過同等學力測驗的人，只有 307 人在

五年後接受高等教育。四分之三的人念完第一學期後輟學，只有 17

人完成了學位。此數據已引起學者質疑測驗是否真的等同高中學

歷。在改造過程中，測驗機構會改變內容反映現今高中的課程與數

學、英語及語言藝術的新標準。例如本來在測驗中的短文寫作會變

成兩個長文章寫作和四個短文章。有一些州已採用電腦考試，官方

希望所有的州可在 2014 年前全部電腦化以加速選擇題的計分。另

外，設立測驗的及格分數以等同高中學歷與進入大學的準備這個過

程需要檢討。目前，此測驗的及格分數規定 60%的高中生通過，但

是否這標準需要改變還要進一步的討論。同時，新的評估測驗也會

降至三年級程度。在考試預備工作上，根據研究中心表示，有一半

的學生自行準備，另一半則參加當地州政府的成人教育學程，這些

學程使用許多私人教材。中心將設立「教師專業發展」的機制讓老

師可以了解各新課程的內容並幫助老師適應輔導的角色讓學生知道

這個測驗是一個朝向高等教育的步驟。 

 

夥伴關係的建立 

成功需要許多人的合作，像是:州立成人教育機構、大學、雇

主、出版商、社區團體以及其它設計教材和此測驗有關的相關單

位。拉瓜地亞社區大學長久以來都有同等學力測驗課程，但是因為

過低的高等教育錄取率促使該校位於紐約長島市的校園於 2007 年開

始增加「同等學力測驗：通往大學與職業的橋樑」學程，利用這樣

的方式改變。學程除學力測驗準備也加入其他課程，所以學生可以

學到像是較為嚴謹，大學等級教材的課程。該校校長馬樓女士提

到，這個經驗幫助學生建立他們的學習是與未來教育及工作有所關

連。她說：「如果我們希望將更多人推向高等教育，我們需要認真

的考慮那些必須參加同等學力測驗的學生，並與社區大學合作讓同

等學力測驗成為指標性的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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