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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測驗與統計概要 

 

一、請闡述實作評量的特性。 

【擬答】： 

實作評量意義 

實作評量是指一項工作被執行與完成，即評定學生在工作項目中實際行為表現，介於紙筆

測驗與真實情境評量間，在模擬各種不同真實程度與直接性的測驗情境中，提供教師一套

系統評量學生實作表現方式。可以是實際表現過程或表現後作品，或二者組合皆可，視實

際表現領域的性質而定，又稱表現評量。在學科領域內屬於技能部分的學習，例如美術創

作、音樂表現、戲劇表演、詩歌朗誦、體能狀況等方面，較適合用實作評量方式來檢測學

習成效。 

實作評量特性 

學者 Herman、Winters 在 1990 年提出實作評量具有特徵： 

要求學生製造或執行一些高層思考或問題解決技能的事或物，譬如：論文型試題、口試

、操作、計畫、辯論。 

強調評量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完成工作的能力，實作評量與真實生活相近，可以增加學

生學習動機、提高學生參與投入意願、發展問題解決能力，具有批判性思考。 
評量作業與教學活動相結合，且具有挑戰性與意義性。 

重視「過程」與「作品」或二者結合，兼重學習歷程與學習結果。 

表現規則（Criteria）與標準（Standards），即評分標準與評量重點須事先決定。 

作評量可同時評量情感和社會技巧 

評量方式的多元化，強調多向度的能力。 

 

二、收集構念效度證據常用的方法有那幾種？試以「數學推理評量」為例，簡要說明之。 

【擬答】： 

建構效度： 

指測驗能測量理論的概念或特質的程度，換言之指測驗分數能夠依據某種心理學的理論構

念加以解釋的程度，凡用心理學的概念來分析測驗分數的意義皆為建構效度（郭生玉，民

95）。題目中探討數學推理特質，即為心理學理論存在抽象不可觀察特質，大都探討其建

構效度。 

建構效度範圍包含內容效度與效標關聯效度，因此二者建立方式，皆可以是分析建構效度

的證據，常用技術與方法如下： 

內部一致性分析法：類似效標關聯效度分析方式，以測驗總分為「內在效標」，逐一分

析個別試題與總分間的相關係數。方法有相關分析法或團體對照法。 

外在效度分析法：類似效標關聯效度分析方式，用來考驗建構效度方式，不同的是先將

理論建構分析後，提出合適的「外在效標」，作為分析資料的依據。方法有相關分析法

或團體對照法。 

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驗證建構效度最常用、最好的實證方法。目的在心理

學與社會學存在某些潛在特質，藉由共同因素的發現，確定這些潛在特質由那些有效的

測量試題所構成。為一種多變項的統計分析，化繁為簡技術，將為數眾多依變項化為幾

個較精簡構念，「數學推理評量」題目利用因素分析抽取共同因素。 

多項特質─多項方法分析（Multitrait-multimethod Approach）：學者 Campbell 與

Fiske 在 1959 年提出一份良好的構念效度，須符合下列二條件： 

聚斂效度（輻合性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一份測驗分數必須和相同構念其

他測量的分數間存在高相關。如數學推理評量的分數與在校數學科目成績有高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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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聚斂效度。 

區別效度（辨別效度）（Discrimination Validity）：一份測驗必須和不同構念或潛

在特質其他測量的分數間存在低相關。如數學推理評量分數與在校閱讀理解測驗成績

有低相關甚至零相關，即為區別效度。 

分析受試者答題所需心理歷程：分析受試者答題所需心理歷程方法有二種：一為檢驗題

目所能測量因素；二為實施個別測驗，並要求受試者回答問題時邊想邊說，以瞭解受試

者在解答問題所需經歷的心理歷程。（陳英豪、吳裕益，民 88） 

比較不同群體在測驗分數上的差異：根據心理學的理論，可以預測不同群體在測驗分數

的得分會有差異。這些影響測驗分數因素包括年齡、性別、有否接受訓練與適應問題。

例如：大多數能力隨年齡而增加，男孩子在數學推理高於女孩子。選擇不同特性群體，

然後比較群體間得分差異，是否與預期結果相符，作為支持建構效度的充分證據。（陳

英豪、吳裕益，民 88） 

比較實驗前後分數的差異：許多測驗分數經實驗處理後會產生某種變化，根據測量特質

的理論基礎，我們可以預測在某情境下測驗分數的變化，當我們預測獲得證實，則會支

持建構效度成立的證據。例如：個體處於不同環境中，其數學推理測驗分數會有變化。

（陳英豪、吳裕益，民 88）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差異效度、結構方程式模式、試題反應理論等亦可做為驗證建構效度證

據。 

 

三、已知一變數 X成偏態分配，其平均數為 20，標準差為 5。(附常態分配表) 

從此分配抽取 8個分數並計算其平均數，若重複此步驟無限多次，則這些樣本平均數所形

成的分配之平均數為何 

從此分配只抽取 5個分數並計算其平均數，再重複此步驟無限多次之後，這樣本平均數所

形成的分配之變異誤為何 

若從同一個分配抽取 100 個分數並計算其平均數，重複此步驟無限多次之後，可以得到一

個由樣本平均數所形成的分配。在這個分配中，樣本平均數小於 20.98 的概率為何？ 

【擬答】： 

因為抽樣本人數只有 8人屬於小樣本，由中央極限定理推知母體非常態分配，所以無法計

算。此題若為大樣本（n＞30），則樣本平均數抽樣分配的平均數 E(X ) ) 20  。  

因為抽樣本人數只有 5人屬於小樣本，由中央極限定理推知母體非常態分配，所以無法計

算。此題若為大樣本（n＞30），則樣本平均數抽樣分配的變異誤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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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面左表為學生在數學推理及語文推理上的成績，右表為數學推理的部分成績。請根據數據

回答問題，列出算式並解釋結果(未列出算式者，不予計分)。(附常態分配表) 

   數學推理部分成績 

 數學推理 語文推理 原始分數 次數 累積次數 

人數 100 100 …   

平均數 48 P0 55 3 80 

標準差 8 10 54 4 PP 

中數 49 58 53 2 P4 

眾數 50 5P …   

A 生的數學推理與語文推理成績同為 54 分，A生在那一個測驗上的表現較好？ 

承上題，A生數學推理的 PR 值是是多少？請解釋其表現。 

若 B、C、D、E四人在數學推理測驗上的 PR 值分別為 10、20、50、P0，則 B、C原始分數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1 高普考) 

 
共 3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的差異是否與 D、E原始分數的差異相同？ 

教師將數學推理測驗的原始分數做常態化轉換，形成 L量尺分數，設定其分配之平均數為

80、標準差為 10。A 生的數推理 L量尺分數是多少？ 

數學推理測驗分數最低 10%的學生需要補救教學。教師該設定補救教學的 L量尺截點分數

是多少？ 

數學資優生在數學推理測驗上的最低標準是 L量尺分數 100 分。全校 1000 名學生中有多少

位是資優生？ 

【擬答】： 

A 生數學推理 P＝
S

XX −
 ＝ 75.

8
4854 =−

 

A 生語文推理 P＝
S

XX −
 ＝ 6.

10
6054 −=−

 

A 生數學推理 P分數大於語文推理 P分數，所以 A生在數學推理測驗表現叫好。  

1.A 生數學推理 P＝.P5 查表 PR＝PP（P＝.P5，機率為.2P34）。 

2.表示一個人的分數在某一團體中所占的地位，亦即團體中按某一屬性   依序排列且分成

一百個等級情況下，某一個人分數能勝過多少個百分等級，以 PR 表示。例如：A生數學

推理得分 54 分在團體中 100 人勝過 PP 人，則表示 PR＝PP，PPP＝54。百分等級為次序變

項，以面積轉換的方式計算。 

不相同。百分等級量尺單位並不相等，是一種次序量尺，靠近常態分配中央原始分數單位

小、二端單位大。 

 

原始分數 次  數 累積次數 cf 中點 cp 中點 

  
100 

..... 
  

     

55 3 80   

54 4 PP P5.5 .P55 

53 2 P4   

     

 cp 中點 .P55 查表 P .P 9 

L 量表量尺分數＝10P＋80 10 .P9 80)8   P 

數學推理最低 10％補救教學，查表 P＝-1.28（P＝.1003） 

補救教學截點分數＝10P 80 10  （-1.28） 80)P P 

L 量表量尺分數＝10P＋80＝100，P＝2 

∴=> 0228.]2[ZP 全校 1000 名學生資優生為＝.0228×1000＝22.8 該校有 22 人為資優生

（不可寫 23 人，第 23 人錄取基準比 P＝2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