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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教育行政 

科  目：教育測驗與統計 

 

一、試從主試者、受試者、測驗情境、測驗材料、計分程序五方面說明影響測驗分數的主要因

素，以及如何控制或排除這些不利的影響，以維持測驗分數的信度？ 

【擬答】： 

信度是指相同受試者在不同時間，使用相同測驗測量（或複本測驗測量多次）或在不同情境

下測量，所得結果一致性。藉以反應真實量數程度的一種指標。二次測量結果相當一致，就

表示測量分數可靠性高、穩定性高或具有可預測性。影響信度主要因素分述如下： 

主試者 

主試者測驗的實施程序為影響信度的重要因素，例如：測驗實施時未遵守測驗指導語、

時間限制、給予學生權限外協助、座位安排不當、非標準化的測驗程序、主試者的偏頗

與暗示、評分的主觀性等等。 

主試者評分過程產生月暈效應、評分前後寬鬆不一、邏輯誤差、偏見等因素進而影響評

分一致性，透過嚴謹、適當主試者訓練，提高評分者間一致性。 

受試者 

團體分數變異量（樣本同質性） 

在其他條件相等下，團體變異性愈大，其信度愈高。從相關係數來看，當團體內個別差

異愈大，測驗分數分散範圍愈大，其相關係數也愈大，其測驗信度亦較高。由信度定義

公式實得分數變異量愈大，表示團體間個別差異也愈大，若誤差分數變異量不變，則測

驗結果信度就愈高。 

受試者身心狀況因素亦會影響測驗結果，包括動機、意願、情緒、態度、受測者的身心

健康狀況、注意力、持久性、作答態度等變動。 

美國「全國專業教學標準協會」（NBPTS）提出當受試者充分地瞭解計分規準、知道評分

者如何評定其作業時，有助於增加測驗評分一致性。 

測驗情境 

測驗情境中間隔時間長短會影響測驗信度，如重測信度與複本信度二次施測間隔時間愈

短，信度愈高，反之，間隔時間愈長，其他變項介入可能性增加，信度降低。 

信度係數與所選用估計信度方法有很大關係，須視其試題間相關係數大小決定。選用信

度估計方法不同，就有不同的測量誤差來源與不同大小估計值產生。 

測驗情境因素包括燈光、通風、安靜、氣氛、聲音、桌面、空間因素等也會對信度有直

接與間接影響。因此施測前注意測驗環境因素，包括場所大小必須考量施測人數多寡，

一般團體測驗場所應有足夠大的空間，而個人測驗其空間應較小；無論團體或個人測驗

有充足光線、流通空氣、舒適溫度、避免噪音干擾等因素，使受試者在舒適環境中施測

。 

測驗材料 

試題太難或太易均會使大多數學生答錯與答對，會產生二種極端情形（如正偏分配與負

偏分配），使其測驗分數的變異程度較小，信度會較低。而測驗題目難易適中，可使測

量特質的範圍較大，提高信度。 



公職王歷屆試題  (98 地方政府特考) 

 
共 5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測驗之信度取決於試題的編製，是否有依雙向細目表來編製試題，如測驗的取材、測驗

的長度（題數）、試題的難度、鑑別度以及編排方式、指導語不夠清楚、題意不清、題

型等均會影響信度之高低。測驗本身任何缺點均會影響試題所欲測量的功能，而降低信

度。 

測驗前應注意實施測驗時所有物件是否準備充分，包括答案紙、指導手冊、測驗題本、

作答工具、計時設備、施測材料與工具，事先應檢查其完整性避免遺漏；且應事先熟悉

如何使用材料與設備，避免臨場揣摩使用影響受試者心情。 

計分程序 

測驗的評分如評分者個人主觀意見與判斷的影響，則不同評分者評分的結果含有很大評

分差異，如此，測驗的信度係數則較低。因此客觀測驗如是非題、選擇題、配合題應有

較高信度係數。 

計分程序中因不同計分規準界定特質的具體或明確程度不同，例如分析式計分規準叫整

體式計分規準更為明確與具體，會導致評分者間一致性受到影響。 

最後測驗的「標準化」亦為影響信度主因，包括測驗發展程序的標準化－測驗編制過

程有一致性規範，包括測驗目標、雙向細目表、設計與修審試題、抽樣與預試、分析試

題以及建立測驗的信度與效度等。施測過程的標準化，施測過程必須完全依照測驗指

導說明手冊程序進行，有固定而且明確的指導語以及施測程序，係指亦即施測者不可任

意更改規定的時間、手續、步驟、指導語，使每個受試者都能在相同的條件與情境之下

進行測驗。測驗計分、使用與解釋的標準化，是指分數的計算方法與結果的解釋原

則，應該要遵循一定的要領與方法。測驗標準化的主要目的是為了使測驗能有較好的測

量品質，降低測量的誤差，增加測驗分數的效度與信度。 

 

二、試以條列方式列出標準化成就測驗的編製步驟，由「擬定測驗編製計畫」到「測驗出版社正

式發行」，所列出的步驟要周延，先後順序要正確，但不必解釋執行的細節或目的。 

【擬答】： 

標準化成就測驗其編製過程步驟如下： 

提出測驗發展計畫： 

提出測驗發展計畫必須包括說明編製測驗目的與理由、標準化測驗描述（測驗特質、施測

對象年齡與年籍、施測方式、施測時間）、試題、基本市場、競爭對象等。 

評估測驗發展計畫： 

出版商接到編製者發展測驗計畫，必須進行產品完整性、行銷市場、本出版社研究發展能

力、生產能力等項目評估，是否有能力編製此標準化測驗。 

確定測驗目的： 

標準化成就測驗目的確定學生學習技能（如數學、語文……）、瞭解學生單一科目成就、

一般成就、診斷學生學習困難。 

設計雙向細目表： 

依據教學目標與教材內容，同時參考學者、測驗專家、課程專家的意見，詳細研究分析，

做為編製試題依據。 

選擇題型與編擬試題： 

題目需經預試，從中淘汰不良試題，編製試題應比預定題數多。此階段必須考量測驗涵蓋

年齡與年籍、測驗長度與版本數、編寫試題者能力、試題題型。 

預試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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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對象最好採用將來正式測驗的應試群體，取樣需注意受試者代表性，一般大約 400

人，預試前必須考量預試經費、受試者年齡與年級範圍、預試樣本大小、施測方式，預試

時施測環境、施測程序、時間限制……等儘量與正式施測一致；同時施測過程對受試者反

應、做答時間、題意不清均需詳加記錄，提供日後參考。 

編輯測驗─建立信度、效度、常模： 

預試完畢後，根據蒐集資料、分析題目品質優劣（古典測驗理論法─試題難度、鑑別度、

誘答力或試題反應理論─鑑別參數、難度參數與誘答力參數），做為淘汰不良試題依據。

建立信度、效度、常模，供日後施測參考。 

編製指導說明手冊： 

將優良試題編製成測驗題本，同時編製指導手冊，如實施過程指導說明、答案紙做答時間

限制、計分方式均需詳細說明。 

 

三、請解釋下列名詞： 

評分規程(Rubrics) 

 t 檢定(t test) 

統計考驗的接受區(Acceptable region) 

盒鬚圖(box and whisker plot) 

【擬答】： 

評分規程：為實作評量評分方式之一，屬於分析式評分方式。學者專家發展各學科評分規

程，增進實作評量效率；評分規程由二個向度構成表格，一個向度為一系列判斷規準，另

一個向度則由三至四個層次精熟水準，二個向度交互細格中以文字說明每一精熟水準狀

況。（歐滄和，民 93）計分準則（Scoring Rubric）的具體程序或步驟：  

蒐集學生相關作品。  

將學生作品分為不同程度的組別（如：高、中、低三組），並分析各組的表現特質。  

對表現特質進行層面的分類，並寫下分類的原因。此階段的目的在建立教師與學生共通

的語言，學生透過參與，能對規準及成功的標準有更深一層的瞭解。  

以清楚明確的語言界定層面。  

列出每一層面不同等級行為表現的描述語，根據各程度的描述語，編製檢核表或等級評

量表。  

選取各個層面不同等級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作品。  

修訂與改進，試用訂定的標準，若無法有效描述不同程度的表現，可在過程中不斷修訂

與改進。 

 t 檢定(t test) 

意義： 

二個獨立分配，一為常態分配 Z 
n/

X


−
，另一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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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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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 

西元 1908 年 W. S. Gossett 以筆名 Student 發表，後來被 R. A. Fisher 蒐集在他的統

計表中，將這小樣本抽樣分配稱為 Student's t Distribution，簡稱為 t 分配；常態機

率曲線是 Karl F. Gauss 所提出的，故又稱高斯分布。 

 t 分配特性： 

當 df  2 時，t 分配平均數 E(t) 0，變異數 V(t) 1
2df

df
>

−
（當自由度 2 時，t

分配沒有變異數）。 

每一個自由度必對應一條 t分配曲線。 

當 df 1（即只有二個群體時），此時 t2 F。 

峰態係數2
4df
2df3

−
− 

，df 4；2 0，故 t分配為高狹峰分配。 

 t 分配主要用途： 

母體平均數的推論（母體標準差未知，且為小樣本n 30）。 

二個母體平均數差（1 2）的推論。 

相關係數的考驗（包括積差相關、點二系列相關、等級相關）。 

統計考驗的接受區(Acceptable region) 

假設考驗（Hypothesis Testing）事先對母體未知的母數，建立一個合理的假設值，再由

樣本資料用來考驗此假設是否成立，稱為假設考驗或顯著性檢定或檢定或考驗。假設考驗

有研究假設與統計假設，而統計假設又分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 

統計考驗的接受區為統計考驗結果落在兩個臨界值間，稱為保留區（Region of 

retention），若研究者的假設考驗值落在保留區內，則接受虛無假設，但非表虛無假設

為真，只是無充分證據推翻虛無假設，因此不用「接受」虛無假設，而改用「不拒絕」

虛無假設。 

統計考驗的接受區表示有機率犯型Ⅱ錯誤與 α−1 的機率。 

統計學者 Tukey 提出，又稱盒形圖（Box-whisker Plot）或稱五個量數彙總圖，其繪製方

法非常簡單，該圖形中箱子包含次數分配最中間 50%.次數，箱子二端分別為第一與第三四

分位數（即 Q1 與 Q3），箱子二側則以最大值與最小值表示。盒形圖（Box-and-whisker 

Plot）處理與分析資料時有何功能： 

可以用來顯示資料中四分位差、中位數、全距。 

分配範圍，如長方盒長度越長與外延垂直線越長，代表資料越分散。 

檢查資料中是否出現極端值、偏離值，當極端值與偏離值點數越多，代表偏離情形越嚴

重。 

瞭解分配型態，當中位數上下兩側延伸線越不相等，表示偏態越明顯。 

 

四、當使用共變數分析(ANCOVA)來考驗教學實驗效果時，除了要符合變異數分析(ANOVA)的基本假

定外，還要符合那些基本假定？如果使用兩個以上的共變項，應該依據那些原則選擇共變

項？ 

【擬答】： 

意義： 

共變項分析（Anlaysis of Covariance，簡稱 ANCOVA），即使用一種統計控制的方法，利

用統計手段把可能影響實驗正確性之無關干擾變項加以排除；利用直線迴歸方法，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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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因素或共變量從變異數中排除，再經調整求出變異數的不偏估計值。其目的在：增

加統計考驗力；降低實驗誤差。 

基本假設： 

共變量不限一個，不必一定要在實驗開始前獲得，但有時為避免實驗處理影響，會在實

驗前便先行蒐集。共變量為等距變項。 

符合母數統計學假設： 

變異數同質性（Homogeneity of Variance）：當進行母數統計學考驗，如：t 考驗與

變異數分析，必須遵守變異數同質性，即 ；因為變異數不同質性，

表示兩個樣本平均數差異另有誤差來源，致使變異數呈現不同質情況。 

2
k

2
2

2
1  === LL

常態性（Normality）：指樣本來自母群體在依變項分配呈常態分配。 

獨立性（Independence）：指每個樣本均需是獨立或各變異來源的總離均差平方和（

可以分成幾個部分加總），且每個部分均互相獨立或不相重疊。 

共變項與依變項呈直線相關。 

每一實驗組內迴歸線假設平行，亦即組內迴歸係數（ 1  2  j ）

相同。（余民寧，民 92） 

隨機分派且實驗處理必須為固定效果。 

如果使用兩個以上的共變項，應該下列原則選擇共變項 

變量與共變量：假定除了實驗變項外，尚有其他干擾變項也會影響依變項，將使得實驗

變項與依變項因果關係無法確定；此一其他變項即干擾變項，在共變數分析中即共變量

（Covariate），而依變項叫做變量（Variate）。共變量與依變項相關盡量高，共變項

與自變項或實驗處理之相關要盡量低，否則易產生多元共線性現象，造成解釋上扭曲現

象。 

共變項分析是變異數分析與直線迴歸合併使用。先利用直線迴歸將共變量的影響排除後

，再利用變異數分析去考驗各組平均數之間差異是否存在。 

共變項不限一個，不必一定要在實驗開始前獲得，但有時為避免實驗處理影響，會在實

驗前便先行蒐集。共變項為等距變項，共變項與依變項呈直線相關。 

共變項大都為實驗研究過程影響研究結果的無關干擾變項，例如教師能力、性別、智

力、前測、教學進度、教材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