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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的高中生必須通過一定科目的州會考(Regents)才能畢業，

此一畢業考存在已逾百年，但州教育理事會(Board of Regents)日前宣

布，將於秋季成立委員會研究是否更改高中畢業的要求，包括取消州

會考，目的是為提供更多方式證明學生已達到畢業程度，進一步提升

高中畢業率。 

目前美國共有 11 州要求高中生須通過州會考才能獲得高中畢業

文憑，其中以紐約州要求最嚴格，學生必須通過五門科目考試，麻州

規定需通過四門科目、新州只需要兩門。 

紐約州的州會考最早開始於 1865年，高中生從 1876年開始參加，

1996 年之後改為硬性要求，凡通過五門考試的學生可獲得「Regents 

Diploma」(高中畢業文憑)，通過九門能獲得「Advanced Regents 

Diploma」(進階高中畢業文憑)，無法獲得「Regents Diploma」的學生

也可以獲得「Local Diploma」(地方畢業文憑)，進入社區大學。 

紐約州教育廳官員表示，紐約州近年高中畢業率雖提升，但州會

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幫學生進步，為上大學做準備，而非成為學生的

負擔仍有待研究，尤其是少數族裔學生。州教育理事會總監羅沙(Betty 

Rosa)表示，雖然高中畢業率略增，但不同學生群體之間的差距仍然

存在，特別是少數族裔、殘障學生、英語學習生及低收入學生，州會

考並不適合每一個人，目前正是重新審視高中畢業文憑的時機。 

州教育廳發言人 Emily DeSantis 表示，「這不是要改變高中畢業

的標準」，而是提供不同的管道，允許學生以多種方式證明他們已具

備畢業資格，讓高中生獲得一張有意義的畢業證書，是州教育理事會

和州教育廳會的工作重點。 

紐約州州考改革委員會秋季籌組後，將重點研究高中畢業要求的

相關政策，及是否應該取消州會考，結論預計會在 2020年秋季出爐。

紐約州近年評估學生和老師表現時，持續努力減少標準化考試的參照

比重，這次改革可說是淡化標準化考試重要性的最新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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