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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選行政

研擬「國家考試口試參考手冊」

一、研擬目的

本部每年舉辦六十多類科國家考試，各項考試除傳統紙

筆測驗外，兼採口試評量方式者約占三分之一，主要考試類

別包括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升官等考試、特種考試及部分特

殊專技人員高等考試。從測驗評量角度觀之，各種評量方法

均有其優點與限制，採多元評量方式更能提升選才之效度，

現行各種國家考試評量方式中，口試使用頻率僅次於筆試，

提升口試評量之信度與效度有其必要性。

目前考試承辦單位為求口試評量客觀性，舉行口試前均

會召開口試委員討論會議，會中除說明考試性質、口試方

式、評分原則外，並列舉數題適當的口試題目，供口試委員

提問時參考。然而實際運作上仍遭遇不少問題，例如個別口

試與集體口試中不同組別分數落差很大；團體討論中應考人

彼此認識且會事先模擬演練；口試委員的提問偏重在專業問

題，與筆試欲達成之目的差異不大；有時部分口試委員常先

評定總分，再依考試承辦單位要求填入各評量項目分數；此

外，每年不同典試委員長或召集人所遴聘的口試委員來源不

同、評分差異很大；以上諸多問題，本部希望藉由研擬標準

化的國家考試口試參考手冊，釐清在國家考試口試評量中之

「應為」與「不應為」，有效協助口試委員命題口試題目、

觀察應考人及客觀評分。爰此，本案以現行各種口試方式為

範圍，就口試評量項目、口試評量方法與評分者信度等相關

問題，研擬具體可行之參考指南，提供口試委員參考。



二、研擬過程及成果

本委託案由政治大學胡悅倫教授主持，胡教授之專長在

測驗與評量，近年來國科會之研究著力於口試評量之相關議

題，並有豐碩之研究成果，99 年 4 月中旬完成本部委託編製

「國家考試口試參考手冊」，期末報告所完成之架構與內容

敘述如下：

（一）國家考試口試方式與流程篇：

1.口試方式之介紹：依本部公布之「口試規則」，分別說明

目前國家考試口試評量方法中「個別口試」、「集體口試」

與「團體討論」的評分項目、評分標準與評分重點。

2.口試標準化流程：依現行「口試規則」及過去舉行口試評

量的實務操作經驗，說明完整的口試標準化流程。

（二）態度篇：

1.準備工作要項：在準備工作要項中，主要在規劃與確認口

試進行中重要的關鍵事項，例如（1）擬定工作的基本要

求（2）獲得應試者的資訊，以預測其就業表現（3）掌握

口試過程（4）對每位應試者的觀察進行記錄和摘要（5）

列出口試時間表。

2.口試注意事項：為使口試更具專業水準，應注意九大面向

的問題，包括（1）審查備審資料（2）口試的開場白（3）

適當的提問（4）避免使用的問題（5）積極傾聽的技巧（6）

非語言的訊息（7）結束口試（8）做出錄用決策（9）口

試委員態度摘要。

（三）守則篇：為推動國家考試口試評量之結構化與標準

化，本手冊提出下列口試委員應遵循之守則，包括（1）

應用工作分析的內容建立題目（2）每一位應試者均

應被問相同的問題（3）即興問題或後續追問的處理



（4）問題形式與內容（5）口試的時間與題數（6）

輔助訊息的控制（7）應試者的發問時機（8）立即且

多次的評量（9）定錨量表的使用（10）筆記的使用

（11）多位口試委員的方式（12）應試者均能接受相

同口試委員的口試（13）獨立評分（14）口試訓練（15）

計分方式。

（四）命題篇：命題是口試委員核心的工作，而命題應包括

命題的理論與實務，本手冊所提供的命題理論主要是

將「情境式口試」與「過去行為式口試」之作法加以

說明；至於命題實務部分，則著重討論（1）個人核

心價值觀及命題實務（2）甄選準則及命題實務（3）

口試題目的類型。

（五）評分篇：口試評量的關鍵在於對定錨評量的瞭解及評

分表的使用，本手冊除整理目前現行的各類口試評分

表外，同時提出以下評分原則：（1）運用定錨評量精

神（2）立即而多次的評量（3）遵守獨立評分的精神

（4）事先規範計分方式（5）勤作筆記（6）避免月

暈效應。

三、預期效益

本手冊系統化整理國內、外最新的口試理論與實務操作

方法，希望發展出一套易於操作之口試評量方法指南，研擬

成果同時將作為改進現行國家考試口試評量方法之參考。期

末報告審查會議召開時，審查委員對國家考試口試參考手冊

之編製，均予以肯定，認為對於國內目前口試評量頗具參考

價值。因本手冊內容完整豐富，為利於未來推廣運用，將另

行改寫「國家考試口試參考手冊簡明本」。本手冊預定 99 年

6 月完成印刷出版後，分送考試委員及相關單位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