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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是將專業人才由教育端過渡到社會端的

重要接軌平臺，其中建築師、技師及會計師更是我國工程、商業領域

指標性之專業人才。澳洲、紐西蘭與我國同為 APEC 會員國，國際執

業資格相互認許一直為 APEC 會員國間努力之目標，而澳洲、紐西蘭

之建築師、技師及會計師考選制度，均相當重視專業教育以及實務工

作經驗之要求；此外，澳洲、紐西蘭近年來亦致力於推動使用者自備

電腦(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之應用，本次考察重點除為了解其

建築師、技師及會計師之考選制度外，也就其推動使用者自備電腦

(BYOD)軟體導向新型態應試工具情形進行觀察，以作為現行國家考試

電腦化測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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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考察緣由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自創制以來，對於外國人報考之規定，

一向採取開放立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20條修正案，經總

統於民國107年11月21日修正公布，此次修法，開放外國人應專技人員

考試，並擴大執業資格國際相互認許的彈性作法，以吸引外國專業人

才來臺進行國際交流，提升我國之國際競爭力。此外，近年來建築師

、技師等專業領域，職業主管機關及公學會團體，均積極推動與各國

執業資格國際相互認許的協商談判，本次修法特別規定，經過國內職

業主管機關本於平等互惠之原則認可後，得以相互對等的彈性考試方

式，認許兩國彼此的執業資格，藉由此次修法的彈性制度設計，希望

能有助於我國擴大國際合作，協助我國專業人才取得跨國執業資格，

進而擴大我國產業的國際市場參與機會。 

另為提升考試效度、拔擢優秀人才，本部除現行推動之電腦化測

驗選擇題試題即測即評應試系統外，刻正研議善用資通訊技術，規劃

申論式試題線上應試(以下簡稱線上應試)及擴大電腦試場容量；此外

，綜觀全球應試工具發展，早期為試務權責機關自建電腦試場、洽借

電腦試場等專人管理應試工具，近年來鑑於應考人自備設備(Bring 

Your Own Device,以下簡稱BYOD)在各領域應用中蓬勃發展，各國教育

與測驗機構莫不著手制定學生/應考人自備設備政策，爰本部著手進行

應考人自備設備軟體導向新型態應試工具可行性分析。 

專技人員考試是將專業人才由教育端過渡到社會端的重要接軌平

臺，透過出國考察，更能廣泛了解各國專技人員考試制度的現況及差

異，對於精進專技人員考試制度有其助益。故而本部每年均廣泛蒐集

研究各國考試制度，配合政府預算編列，赴國外實地參訪，汲取經驗

，作為考選制度持續改革之參考。本次由本部許政務次長舒翔率專技

考試司黃司長慶章、陳科長彥慈及資訊管理處楊管理師淑如，出訪澳

洲及紐西蘭，考察其建築師、技師、會計師考選制度及推動使用者自

備電腦(BYOD)軟體導向新型態應試工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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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行程 

本部參訪團於4月9日(星期二)晚間出發，4月10日(星期三)抵達澳

洲雪梨，由駐雪梨辦事處王處長雪虹及邱副組長亞屏接機，並就參訪

行程與議題進行確認與交流；承蒙邱副組長協助聯繫，並陪同於4月11

日(星期四)至4月12日(星期五)在雪梨進行拜會考察，4月13日(星期六

)離開澳洲，前往紐西蘭首都威靈頓，由駐紐西蘭代表處陳大使克明及

吳副代表體金接機，承蒙陳大使及吳副代表協助聯繫，並陪同於4月15

日(星期一)至4月16日(星期二)在威靈頓進行拜會考察，4月17日(星期

三)下午搭機離境經由雪梨轉機，於4月18日(星期五)返抵國門。此次

考察行程有賴外交部、駐雪梨辦事處以及駐紐西蘭代表處給予各項協

助，使本部參訪團得以順利完成本次考察任務，謹此致謝。 

 

(一)參訪機關 

本次參訪機關表列如下： 

     國家 

考察議題屬性 
澳洲 紐西蘭 

建築師考選制度 

澳洲建築師認證委員會
(Architects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Australia) 

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
會 
(New Zealand 
Registered Architects 
Board) 

技師考選制度 
 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

(已更名為Engineering 
New Zealand） 

會計師考選制度 

澳洲會計師公會 
(Certified Practising 
Accountant Australia) 

紐西蘭特許會計師協會
(已更名為Chartered 
Accountant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推動使用者自備
電腦(BYOD)軟體
導向新型態應試
工具情形 

推動BYOD主要負責人員
Dr. Mathew Hillier 
(Academic Lead for 
Digital Assessment 
Office of the Pro-Vice 
Chancellor 

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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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uty 
Vice-Chancellor 
(Academic)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二)拜會過程 

本部於參訪前已先就參訪主題擬妥各項具體問題，由駐外館處

協助轉交參訪機關，拜會各參訪機關時，先由許政務次長簡要說明

本部業務職掌概況，及本次來訪目的後，由參訪機關就各該取才制

度概況及本部預先提出議題進行說明，同時就本部提問，彼此交換

意見；謹將拜會過程簡述如下： 

1.108年4月11日上午拜會澳洲建築師認證委員會(AACA)，由執行

長Kate Doyle (CEO)及註冊員Dr.Kirsten Orr(Registrar)簡報

說明委員會之職掌及澳洲建築師考選制度。 

2.108年4月11日下午拜會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教授Dr.Mathew 

Hillier，新南威爾斯州教育廳亦派代表與會，由Hillier教授

向本部參訪團簡報推動使用者自備電腦(BYOD)軟體導向新型態

應試工具之現況。 

3.108年4月12日上午拜會澳洲會計師公會(CPA)，由David 

Jenkins(General Manager NSW & Regional Manager Oceania 

Strategy NSW Division) 、 Seng Thiam Teh(Technical 

Assurance and Assessment Manager Education ) 、 Max 

Shao(Senior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Taiwan Liaison) 

3位部門經理接待，分別以簡報說明委員會之職掌及澳洲會計師

考選制度。 

4.108年4月15日上午拜會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已更名為

Engineering New Zealand），由經理Brett Williams(General 

Manager)及註冊員Peter Lourie(Rigistrar)接待，並介紹紐西

蘭技師考選制度。 

5.108年4月15日上午接續拜會紐西蘭特許會計師協會(已更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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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ered Accountant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由紐

西蘭首席代表Peter Vial(NZ Country Head)、資深課程組長

Andrew Slessor(Senior Module Leader)接待，並介紹紐西蘭

會計師考選制度。 

6.108年4月16日上午拜會紐西蘭建築師協會(New Zealand 

Registered Architects Board) ， 由 協 會 主 席 Gina 

Jones(Chair)接待，並介紹紐西蘭建築師考選制度。 

7.108年4月16日下午接續拜會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 Authority) ， 由 執 行 長 Karen 

O.Poutasi(Chief Executive)、副執行長Andrea Gray(Deputy 

Chief Executive Digital Assessment Transformation)接待

，並介紹推動使用者自備電腦(BYOD)軟體導向新型態應試工具

之現況。 

貳、考察成果 

一、澳洲建築師考選制度 

(一)澳洲建築師認證委員會(Architects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Australia，AACA) 

澳洲建築師認證委員會(AACA)係澳洲各地建築師註冊委員會（

Architect Registration Boards）之代表，目前由8個建築師註冊

委員會所組成。澳洲各州均有自己的建築師註冊委員會，對於公眾

、建築從業人員、建築環境行業負有責任。建築師註冊委員會之成

員通常具有建築相關等專業知識，包括私人執業、政府實務和學術

界教學等經驗。 

澳洲建築師認證委員會規範各州的建築執業，主要承辦澳洲建

築師註冊及移民審核，為獨立自主之非營利機構。簡言之，從建築

專業教育（課程須經AACA認可），到建築師考試（AACA負責），以

及通過後被列入建築師註冊名單（AACA掌管），澳洲註冊建築師從

養成到認證的過程都與其有關。澳洲建築師認證委員會之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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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澳洲各主要組織協商、制定、維護及推廣國家建築師能力標

準(National Standard of Competency for Architects，NSCA)，

制定並提供基於建築專業能力的評估計劃，以確定註冊為澳洲建築

師之資格，同時代表各建築師註冊委員會管理澳洲及紐西蘭之建築

師認證程序，另外亦負責推動建築教育和建築師執業資格之國際相

互認許。 

澳洲國家建築師能力標準(NSCA)，確立了建築實務的核心活動

，以及建築師在提供專業服務應具備之能力，此一標準是建築師專

業能力之評估基礎，亦是申請成為澳洲註冊建築師過程中，認證各

項建築專業能力之依據。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建築師能力標準所規

範之評估指標，並非僅以正規教育知識作為衡量專業能力之依據。

此標準適用於建築項目認證、海外申請人資格評估及建築師考試

(Architectural Practice Examination，APE)。而澳洲建築師認證

委員會每5年邀集學界、業務專家重新檢視該評估指標是否合宜。 

(二)澳洲建築師考選制度 

要成為澳洲註冊建築師，可分為4種申請途徑，包括澳洲認可資

格、海外資格、國家評估計畫以及國際相互認許等，申請人須能應

用國家建築師能力標準中規範的建築實務知識與技能。而除國際相

互認許外，其他3種應考資格都必須通過建築師考試(APE)，茲分述

如下： 

1.申請途徑 

(1)澳洲認可資格 

申請人必須完成5年的建築專業教育，包括3年大學建築系及2

年建築碩士課程，而此建築專業教育課程必須通過澳洲建築師認

證委員會的認可。目前全澳洲有18所大學的建築專業教育課程被

認可，包括坎培拉大學、雪梨大學等，而國際上已有香港、新加

坡及紐西蘭之大學建築專業教育課程獲得認可。 

(2)海外資格 

申請人須經由AACA評估其國外學歷與澳洲認可之建築專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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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格相當，通過評估者，即取得參加建築師考試資格。以我國

為例，國內建築系畢業者，可檢具英文版畢業證書、成績單、英

文版課程大綱申請碩士研讀，如獲得認可，即可馬上銜接就讀2

年制碩士(有18所澳洲大學提供經認可的專業建築碩士學位)；如

未獲認可，澳洲大學可提供至少3年的配套課程，以補足建築專業

教育要求。 

(3)國家評估計畫 

此一資格係適用於擁有豐富建築專業技能及經驗，但不具備

建築專業教育養成資格的人。國家評估計畫是根據申請者之知識

及經驗來評估其建築能力。申請人必須就建築個案，進行建築設

計，通過者即可參加建築師考試。 

2.建築師考試 

澳洲建築師考試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實務經歷之要求，

第二階段為專業知識考試，第三階段為面試。第二階段考試未通

過者，可於2年內重新應試，通過第二階段考試者方可參加第三階

段之面試。若2年內無法通過第二階段考試者，則必須自第一階段

重新申請。第二階段考試及第三階段面試一年舉行2次，例如2月

至4月舉行第二階段考試，5、6月舉行第三階段面試；第二批則約

於7月舉行第二階段考試，11月舉行第三階段面試。申請人通過率

約七成五。未通過者可再次申請，並未限制申請次數。茲分述如

下： 

(1)第一階段為實務經歷之要求： 

應考人必須在建築師的監督下，完成至少2年(3300小時)以上

的實務工作經驗，並且繳交實務工作日誌(Logbook)及工作證明報

告(Statement of Practical Experience)。工作日誌係以規定之

格式，記錄應考人的實務經歷，並以國家建築師能力標準中的15

個特定性能標準進行評估。如為以海外資格報考者，則於取得應

考資格後，至少完成12個月的實務經歷，並且在澳洲至少有12個

月的實務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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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階段為專業知識考試 

專業知識考試是整個建築師考試的重要環節，其目的是依國

家建築師能力標準對應考人的專業知識及應用能力進行評估。自

2018年起，專業知識考試之形式有所修正，其主要變化為考試於

AACA於各州指定之測驗中心舉行，採電腦化測驗，考試時間為75

分鐘，試題內容包含9個情境，每個情境下有5個選擇題，總計45

題，試題之情境設計均依據國家建築師能力標準所設定，以便了

解申請人是否具備專業能力。試題會註明正確答案只有一個，採

每題1分，答錯則為零分，不予倒扣。應考人應試時需出示具照片

之身分證明，由監考人員查驗，測驗中心提供IT人員備勤以協助

解決任何技術問題。考試期間提供筆和紙供草擬作答，但考畢後

不得攜回。應考人將在考畢3週內得知考試結果，所有應考人都可

根據成績單上的績效標準得到考試回饋訊息。 

(3)第三階段為面試 

通過第二階段考試者方可參加第三階段之面試，面試由兩位

經驗豐富的執業建築師擔任面試委員。面試時間為45分鐘至1小時

，面試內容則以應考人於第1階段所提交之實務工作日誌及報告內

容進行提問。面試之目的是使面試委員確認應考人具備符合國家

建築師能力標準的知識及經驗，其提問內容可能包括實際情況或

假設情境，以測試其知識和經驗。應考人不得將任何筆記、參考

資料、行動電話，錄音或其他設備帶入試場。 

3.國際相互認許推動情形  

澳洲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會員之一，目前澳洲已與

日本、新加坡及加拿大簽訂建築師執業資格相互認許協議。上述

國家之APEC建築師，依其相互認許之協議內容完成APEC評估程序

後，即可在澳洲申請成為註冊建築師。目前透過相互認許取得澳

洲註冊建築師資格之人數，日本有3人，新加坡5人。此外，目前

約有33位澳洲建築師受到美國認可且在當地執業，是互動很好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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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澳洲建築師考試雖為電腦化測驗，但澳洲建築師認證委員會基

於安全性、技術性以及考試防弊之考量，排除採行BYOD的可能，其

認為考試防弊的重要性隨著科技之提升，顯得愈加重要且棘手，而

考試公平性並不容許被挑戰。有關考試結果爭議處理部分，委員會

表示並未遇過此類問題，對其制度很有信心，而該國民眾也信任此

一制度。有關澳洲所建立的國家建築師能力標準，很值得我國學習

，我國對於建築師應考資格並未針對課程或考試去做整體檢視，亦

未定期檢討制度之合理性。 

在相互認許方面，委員會認為「亞太建築師」的頭銜對「個人

」很重要，但從公司營運的角度來說，並非必要的身分，除非公司

要進行跨國合作，例如在澳洲，有些建築公司與英國、德國有合作

，那APEC相互認許就顯得重要，好處是可增加跨國交流的機會。我

國於2007年與澳洲曾簽訂相互認許協議後，但其後實際進展卻一直

延宕不前，委員會對此一情形表示有些許失望。本部參訪團藉由本

次拜會機會，提供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20條修正之相

關資料，說明我國對於專技人員執業資格相互認許事宜，在法制上

已有所突破，委員會亦樂見此一突破，並表示很期待未來能進一步

推動與我國建築師執業資格相互認許事宜。 

二、紐西蘭建築師考選制度 

(一)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會(New Zealand Registered Architects 

Board，NZRAB) 

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會是依據紐西蘭2005年制定之註冊建築

師法所授權之法定組織，負責建築師執業資格之評估及註冊，並且

監督及規範建築師執業事宜。在威靈頓設有一辦公室，有4名行政員

工及56名經驗豐富的建築師註冊評估員(assessor)，其主要任務是

評估申請人之註冊與重新認證事宜。紐西蘭建築師之考選採申請制

，成為註冊建築師後，採逐年付費，且每5年須重新認證註冊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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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格。 

(二)紐西蘭建築師之考選 

要成為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其申請資格原則上可分為經專業教

育養成之建築系畢業生、具實務工作資歷之建築技術人員以及具外

國建築師資格者，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會是藉由專業對談之評估

程序來決定是否能夠成為紐西蘭註冊建築師，申請次數並無限制，

茲將其制度分述如下： 

1. 註冊途徑 

紐西蘭建築師之考選，依據資格條件之不同可分為以下7種獨

立之註冊途徑： 

(1)合格的建築系畢業生：具有經認可之建築學位並具有140週之建

築工作經驗，其中至少95週的建築工作經驗必須在畢業後，且

至少有45週的建築工作經驗須受建築師之監督。負責監督之建

築師與申請人必須於相同地點工作，監督必須逐項進行。此一

途徑之申請人為目前註冊建築師之最大來源，其中威靈頓大學

、維多利亞大學、奧克蘭大學之建築系畢業生合計佔約95%。申

請費用部分，第一次申請費用為1200.60紐元，如未通過認證者

，再次申請之費用為600.30紐元，一旦通過認證，每年需繳交

認證費用644紐元，此為委員會運作之基金來源。 

(2)建築技術人員以及國外申請人：此一途徑適用於不具經認可之

建築學位，但具有其他資格或一定建築工作經驗之申請人。如

申請人之建築教育或工作經驗被認為是足夠的，將可參加專業

對談評估，通過者即可申請進行建築師註冊程序。若建築教育

或工作經驗被認定不足，則必須在5年內完成補足教育或工作經

驗。申請人不得對此評估結果提出救濟。申請人完成教育或工

作經驗補足之要求後，即可申請進行建築師註冊程序。 

(3)具有紐西蘭實務工作經驗之國外建築師：申請人必須具備5年制

高等建築學位，且領有國外建築師執照，並且在過去3年中，在

紐西蘭從事12個月的建築工作經驗。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將由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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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經驗豐富的註冊建築師進行面試，評估其經驗、技能、知識

與態度是否符合紐西蘭註冊建築師之專業標準。 

(4)前紐西蘭註冊建築師：紐西蘭建築師每5年需要重新評估其資格

，通過評估者將發給新年度的註冊證書。 

(5)澳洲註冊建築師：不需要任何評估程序及申請費用，可隨時註

冊為紐西蘭註冊建築師。 

(6)日本、新加坡或加拿大之APEC建築師：以此途徑申請者，需填

寫申請表後，由兩位經驗豐富的紐西蘭註冊建築師進行面試，

並向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會提出合格與否之建議。 

(7)美國建築師：此一註冊途經係依據2016年1月澳洲、美國與紐西

蘭所簽署之相互認許協議，具有美國被認可之州別建築師資格

者，可依此途徑申請成為紐西蘭註冊建築師。申請人必須同時

符合具有美國公民或在美國擁有永久居留權，以及至少6,000

小時的美國建築師執業經驗。 

2. 建築師考試—專業對談 

建築師考試係以專業對談方式進行，以註冊途徑(1)、(2)之

申請人須依規定之建築項目紀錄表 (Project Record Forms)，填

寫其曾從事過之建築工作內容，並且須準備案例研究(case 

study)，具體描述工作過程等細節，通常約為5,000字、50頁之文

件。以註冊途徑(3)之申請人則須提交工作項目組合(portfolio)

作為面試討論的素材，但不需準備案例研究(case study)。以上

文件由4人組成之評估小組先行審核，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專業對

談。 

專業對談係由2位經驗豐富之註冊建築師組成評估小組，並以

面對面之方式進行，時間最長為3個小時。其中申請人有2個小時

來發表其本身之工作案例，評估小組可詢問理論或假設問題，甚

至是施工細節。申請人必須攜帶筆電或其他電子設備以簡報其工

作案例相關資料，但不可攜帶其他錄製設備。完成專業對談面試

後，評估小組將向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會提出合格與否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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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委員會之決定。約數週之內可得知申請

結果，若符合標準，申請人將收到有關作為註冊建築師之權利與

義務的信息，以及作為紐西蘭建築師之年度註冊證書費用通知，

支付費用後，即成為紐西蘭註冊建築師。若未達到標準，申請人

將收到一份註冊評估員報告的副本。申請結果不得提出申訴，僅

得就申請過程要求重新審核，例如面談有瑕疵或文件審查有缺失

等，並且須繳交申請重審之費用，但僅限申請一次，無論重審結

果通過與否，不得再有異議。 

3. 國際相互認許推動情形 

紐西蘭亦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會員之一，目前紐西

蘭於APEC架構下，已與日本、新加坡及加拿大簽訂建築師執業資

格相互認許協議。上述國家之APEC建築師，可申請快速跨境登記

，申請後大約8週內舉行專業對談，由兩位經驗豐富的紐西蘭建築

師擔任註冊評估員進行提問，結束後向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會

推薦是否符合建築師所要求之標準，面試內容則以是否能掌握紐

西蘭特有之建築相關細節為主，而依其相互認許之協議內容通過

專業對談者，即可在紐西蘭申請成為註冊建築師。 

(三)小結 

紐西蘭建築師之考選，係採取申請制度而非考試，藉由面談之

專業對話來把關建築師之專業能力品質，申請通過率約為80%。委員

會認為case study是呈現申請人能力表現的最佳模式，再藉由面試

了解申請人的真實狀況是否相符。有關實務工作經歷之要求，委員

會表示，實務工作經驗之認可是針對個人，以其工作內容實質細節

，來決定申請人工作經驗之優劣，與其任職公司無關，即使其任職

公司倒閉，依然可以認可申請人之工作資歷。  

因不採取考試方式，評估員就顯得特別重要，評估員必須經過

訓練，有註冊建築師資格及通過訓練為最基本的條件，成員來自學

界（較少）與實務界，同時必須對世界趨勢有所了解，畢竟申請人

來自世界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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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紐國法律要求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會每5年須進行能力

審查(Competence Review)，以重新確認建築師仍足以勝任，註冊建

築師必須證明自上次評估後，個人如何維持其建築知識和技能水準

。而在執業過程中，客戶可針對該建築師向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

會提出申訴，質疑合作建築師的能力；此時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委員

會可要求該名建築師配合能力審查，以判斷建築師是否應該被允許

繼續執業。隨著建築專業國際化，專業需要與時俱進，持續專業發

展（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PD）因此備受關切

。紐西蘭註冊建築師除了工作所必須的基本專業訓練之外，還被要

求對其專業技能和知識進行持續不斷的進步與改善。 

紐西蘭政府機關並未設有公職建築師，如政府機關需要建築專

業的協助，會以公開召募方式，對外徵選兩名獨立建築師進行同行

評審（peer review）。我國公務人員考試雖設有公職建築師類科，

但實行成效不如預期，未來可參考紐國之作法進一步檢討。 

三、紐西蘭技師考選制度 

(一)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目前已更名為Engineering New 

Zealand) 

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The Institution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New Zealand)係依據2002年紐西蘭特許專業工程師法案

所設立之註冊機構，其性質屬於非營利性之專業機構，受政府監督

，負責建立專業工程能力標準，並管理特許專業工程師之申請與評

估事宜，每年必須向特許專業工程師協會（Char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s Council ,CPEC）報告其管理特許專業工程師之辦理情

形。特許專業工程師協會為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之監管單位，並

向紐西蘭工程部負責。 

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表示，為體現工程師在紐西蘭之主要目

的在於“將工程帶入生活，並以人性為考量，為人民提供專業品質

”之精神，特更名為Engineering New Zealand，目前有22,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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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其致力於提昇會員的可信度、認可度、影響力和彼此聯繫

(credibility, recognition, influence and connection)，亦提

供會員了解特定工程領域的新趨勢，會員可以在委員會及其他機構

任職或擔任志工，以符合持續專業發展（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PD）之要求。 

(二)紐西蘭專業工程師之考選 

紐西蘭專業工程師採申請制度，可隨時提出申請，茲將其制度

分述如下：  

1.申請資格： 

(1)具有符合華盛頓協定（Washington Accord）認可之工程教育

學位資格或能證明具有同等知識。 

(2)完成評估程序以證明符合專業工程能力標準。 

(3)符合專業工程師之道德行為準則。 

(4)每6年需重新進行評估。 

2.評估程序： 

評估程序係採網路申請方式，申請人必須提出作為工程專業

人員所經歷的活動紀錄，並依規定之表格勾選填列相關項目。評

估小組會先就申請人所提交之資料進行審查，若某部分未達合格

標準，則會指派任務（assignment），且須於2週內完成後，再回

到審查階段。通過審查後將安排進行面試，面試主要是驗證請人

提供的文件、經歷可靠性，了解申請人對工程知識和經驗的深度

、廣度，以及申請人工作相關行為準則是否理解。另外，面試的

執行方面，會彌封姓名以達到防弊目的，且會有專人管控動線，

面試結束會引導申請人依循指定路線離開試場，避免面試結束後

申請人彼此間有接觸溝通的機會。 

面試委員（assessor）將依據面試結果，向特許專業工程師

協會（Char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s Council ,CPEC）提

出合格與否之建議，另由9人專家小組開會決定該申請者是否通過

。紐方表示開會進行評分討論，除了為確立評分標準外，也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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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除個人偏見，而訊息將來也會回饋至能力指標（Competency 

standard）的訂定。 

面試委員之基本條件必須為註冊工程師，此外必須與時俱進

，參加每年所舉辦工作坊研習，接受訓練。學會將重新檢視

(review)這些專業人員之資格。面試委員大部分來自實務界，學

界人士參與較少。 

3.國際相互認許推動情形 

目前紐西蘭對於華盛頓協議、雪梨協議與都柏林協議提供認

證，允許該簽署國之間的國際流動。此外紐西蘭單方允許我國之

亞太工程師，可直接向紐西蘭工程師學會申請專業會員資格，若

累積一年以上之當地工程知識及經驗後，可向紐西蘭工程師學會

提交工程報告書，經通過專業資格審查與面試後，即可取得紐西

蘭之特許專業工程師資格。 

(三)小結 

紐西蘭專業工程師一年約有300人申請，對於申請結果雖然可以

提出申訴，但是很少見，且申請人之通過率很高，甚至曾經達到90

％。此外，目前我國已有4位亞太工程師，獲得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

會頒發會員證書成為紐西蘭專業會員，未來希望在相互認許方面有

進一步之突破。 

四、澳洲會計師考選制度 

(一)澳洲會計師公會（Certified Practicing Accountant Australia，

CPA Australia） 

澳洲會計師公會是全球專業會計團體之一，總部設在墨爾本。

澳洲註冊會計師資格廣受國際認可，目前有15萬名會員，公會重視

全球連結，其願景是提供全球認可的專業會計資格，其主要角色是

提供教育、培訓及技術建議，以確保會員的專業水平，提升會員的

認可性及地位。 

(二)澳洲會計師考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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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資格 

(1)具有澳洲會計師公會認可的學士或碩士學位。 

(2)於6年內通過澳洲註冊會計師專業階段考試。 

(3)累積3年實務工作經驗，實務工作經驗必須與會計、財務、商務

諮詢領域相關，且必須由一位會計師擔任職業指導顧問，以指

導申請人取得工作中所應掌握的各項技能。 

2.澳洲會計師考試 

澳洲會計師考試分為基礎階段與專業階段考試，各有6個應試

科目，基礎階段考試未限制通過時間，專業階段考試則必須在6

年內通過6個科目考試。不具有受澳洲會計師公會認可學位之申請

人必須先通過基礎考試。而專業階段考試共有6科應試科目，包含

4個必考科目及2個選試科目。必考科目分別為：「倫理與企業治

理」、「財務報告」、「策略管理會計」(此3科目之題型為70%

之單選題及30%之申論題)、「全球策略與領導力」(題型為20%之

單選題及80%之案例分析)，除「全球策略與領導力」科目必須於

其他科目通過後才可報考外，其他科目並無先後考試順序，由申

請人自行決定。 

選試科目則包括「審計與鑒證」、「澳洲稅法」、「財務風

險管理」、「當代商業課題」，選試科目之題型均為單選題，申

請人需在上述選試科目中選2科應試。原則上採用電腦測驗，每科

考試時間為3小時15分鐘，對於考試結果，不能要求重閱或提出申

訴，除非是考試執行層面出了問題 

以去年(2018)第2學期為例，澳洲會計師公會研發了24套考試

(為時165分鐘 )，命擬約630題選擇題（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MCQ,旨在測試應考人組織、分析、綜合判斷的能力）

及 26 個 案例 (包 含 80 題結 構式 問 題 ， extended response 

questions,ERQ,旨在全面性地檢視應考人對案例解讀、分析和應

用的能力)。Pearson為其簽約之網路供應商，每份試題有2個版本

，試題採隨機排列順序以達到防弊目的，不同版本的考試成績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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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過量表化分數處理（Scaled Score）。試題不同版本間會採

用等化，不會導致難易度相差懸殊。 

3.國際相互認許推動情形 

在專業教育認可方面，目前澳洲會計師公會與國內成功大學

、臺北大學、中正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

中原大學、淡江大學、元智大學、亞洲大學等大學會計相關系所

有合作協議，依合作協議內容簽訂之時間，相關系所之畢業生參

加澳洲註冊會計師考試可免試基礎階段考試。在執業資格方面，

澳洲註冊會計師在澳洲及紐西蘭為法定執業資格，另外澳洲會計

師公會與加拿大、英國、愛爾蘭、香港、印度、新加坡及斯里蘭

卡等9個會計師專業團體已有相互認許協議。相互認許協議之合作

內容未盡相同，仍然要透過考試，例如澳洲與美國相互認許會計

師執業資格，係採加考對手國稅法之方式辦理。 

(三)小結 

應考人提出申請後，必須通過CPA program，才能在真正的會計

圈立足，且科目與測驗內容均由董事會下的專業資格建議委員會

(Professional Qailific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審視，由業

界、學界的角度，訂定會計師應有的能力水準需求。應考人的成績

單會顯示其成績落點、各科目的成績及那個科目需要加強。 

澳洲會計師考試測驗題是由電腦評分，而申論題部分則採人工

評閱。評閱委員為CPA Qualified專業人員(至少5年工作經驗資深評

分員，有業界人士，也有學校大學教授)，需召開評分原則討論會議

，建立評分標準(Rubrics)以摒棄個人成見，而去除評分主觀認定的

部分則以雙閱之方式修正，例如資淺評分員進行第一閱，資深評分

員進行第二閱，彼此看不到各自打的分數。任何評分者都必須遵守

評分標準，考試結束後會進行試評，每位評分人員有三次試評機會

，若未通過試評要求，該員就不能參與評分。我國亦有平行兩閱制

度，但未如同澳方以試評之方式篩選閱卷委員，此一作法值得我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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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紐西蘭會計師考選制度 

(一)澳 洲 紐 西 蘭 特 許 會 計 師 協 會 (Chartered Accountant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澳洲紐西蘭特許會計師協會，係於2014年由紐西蘭特許會計師

協會(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NZICA)

與原澳洲特許會計師協會（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Australia，ICAA）合併而來，ICAA所授予的特許會計師為(Chartered 

Accountants，CA)，與前述澳洲會計師公會所授予之CPA不同，一般

而言，CPA較CA容易取得，許多人同時為兩個組織的會員，而該協會

亦為全球會計聯盟(Global Accounting Alliance，GAA)成員之一。

目前擁有12萬名會員，其中3萬名位在紐西蘭，7萬名位在澳洲，其

餘2萬名散布其他國家。四分之一員工在澳洲，其中450名員工駐點

在紐西蘭威靈頓。以澳洲、紐西蘭情況而言，澳洲紐西蘭特許會計

師協會會員大多於中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發展，而澳洲會計師公會會

員則多於一般產業任職。 

(二)澳洲紐西蘭特許會計師(CA ANZ)考試 

1.申請資格 

(1)具有經協會認可的學位資格。 

(2)具有3年實務工作經驗，與經批准或認可的培訓雇主一起從事相

關會計工作，且必須有特許會計師的監督及指導。由導師

(mentor)，協助設計和規劃實踐經驗，推薦合適的活動，以證

明申請人的能力。在職場上，提供有關如何逐步發展能力的指

導，如何符合雇主評估的能力需求。這個相處過程可視為績效

管理的一環，導師必須記錄他與學員的會面，定期查看日誌

(Logbook)並簽署載明申請人的能力發展，最後評估申請人的整

體能力水平，並向協會提交書面報告。實務工作經驗每週達到

17.5小時即可，不需要全職，日誌（Logbook）內容包含記載師

徒制的細節以及雙方應盡的責任，師徒未必需要一起工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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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透過雇主或其同儕進行觀察評分。申請人未必要畢業後才

可累積實務工作經驗，但大都是畢業後，比較有實質意義。 

2.澳洲紐西蘭特許會計師(CA ANZ)考試 

符合資格之申請人可申請CA program 考試，計有5個科目，

包含財務會計與報告、審計及確信服務、稅法、管理會計以及一

門總整科目（含職業道德與其他商業應用技能），上述科目會進

行為期12週的課程，課程結束後必須通過評估考試，其成績是以

課程進行期間3次線上評估考試成績(佔總成績20％)以及課程結

束後的最終考試(open book筆試，佔總成績80％)。實務工作經驗

完成並通過評估考試者，方可取得特許會計師之資格。從申請註

冊成為臨時會員起算，8年內必須完成3年實務工作經驗之要求，

並通過CA program 考試。 

3.國際相互認許推動情形 

如前所述，澳洲紐西蘭特許會計師協會為全球會計聯盟之成

員，因此對於屬於全球會計聯盟的其他國際會計機構，有互惠協

議，包括美國會計師協會、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協會、英格蘭及威

爾斯特許會計師協會、蘇格蘭特許會計師協會、香港註冊會計師

協會、愛爾蘭特許會計師協會、南非特許會計師協會、日本註冊

會計師協會及德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等。其他該協會所認定的海外

會計師機構如新加坡、斯里蘭卡等，則要求必須具有5年以上之會

員資格者，完成該協會指定之國際銜接專業課程，則可以提出申

請成為特許會計師。 

(三)小結 

澳洲紐西蘭特許會計師(CA ANZ)考試以申論題居多，僅有20%

是線上選擇題，其他是手寫，目的在於要求應考人分析、解釋，與

澳洲會計師(CPA)考試採用大量的測驗題有很大的不同。在命題部分

，是由命題小組(Moldule team)負責，命題過程採取預試(trial 

test)，之後進行重審(review)，並回饋(feedback)到正式試題，小

組成員由業界、學界共同合作，並且均具有特許會計師之資格。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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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重複使用舊題，亦會公布試題，提供給申請人或雇主參考，並

且提供申請人考試結果之分析回饋，以及下次準備應注意的重點。  

六、澳洲高等教育評測轉型與線上應試 

(一)評測轉型與考試轉型 

1.評測轉型緣由 

澳洲政府相關單位鑑於實務上許多領域廣泛採用軟體工具及

資訊資源來處理日常事務及解決問題，且相關高等教育課程逐漸

納入電腦化軟體教學與操作，惟評測應考人實際能力時，卻僅採

紙本試題與紙筆測驗方式，限縮評量效果與意義；另衡酌教育相

關研究提出之考試影響教學論述：認為紙本試題因表達方式而限

縮評測效果，而教學單位為提高評測成績，間接影響老師課堂上

教學內容與方式。 

2.考試轉型 

綜上議題，澳洲學習與教學委員會(ALTC ,Australian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uncil) 2009至2011年著手支援高等教

育評測轉型(transforming assessment)專案，開啟考試轉型

(transforming exams)大門，並於2013年由昆士蘭大學主導高等

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研發專案，2015年底改由蒙納許大學主導

，並與9間大學共同合作提列專案計畫，實作線上應試系統(eExam)

，使考試轉型(transforming exams)有突破性發展。專案團隊採

SAMR 模式(Ruben Puentedura, 2006)規劃資訊科技在線上應試之

應用策略,採逐步方式實踐短、中、長期階段性推動方向(附件1：

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eExam)推動里程碑、附件2：澳洲高

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eExam)系統架構與功能特色)。 

(二)線上應試逐步推動策略與步驟 

依據該專案定義，第一階段(Phase 1：Crawling)目標係將紙筆

測驗電腦化，採小規模(少於50人)應考人數，推動應考人自由選擇

紙筆測驗或線上應試之雙軌併存模式，運用應考人自備設備為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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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並採文書處理、離線配發試題與離線回收作答結果(隨身碟)

方式開發應試系統，其應試介面適用純文字作答模式。 

第二階段(Phase 2：Walking)係以50至200人應考人數為推動目

標，輔以漸進式多媒體與情境試題、內嵌數種工具軟體離線作答方

式改善線上應試功能，俾提升考試效度。 

第三階段(Phase 3：Running)定義以100人至200人應考人數為

推動目標，並結合線上教學軟體與平台(Moodle)，採用內網(區域網

路)線上考試與開機隨身碟離線備援方式推動教考合一變革。 

至於第四與第五階段((Phase 4：Jumping、Phase 5：Flying)

仍值開發階段，預計採漸進式開放網路與資源，併以應考人自備設

備及電腦教室專用電腦方式，期望能開發高等教育線上應試完整功

能版，並擴大推動200人以上應考規模。 

前開5個階段推動，除定義循序式開發線上應試系統功能及推動

規模外，亦明確指出任何一個階段的基礎皆須建立在前一個階段穩

定開發與推動，且最終目標並非僅為一個軟體，而可涵蓋完整教學

需求；另鑑於各採用機關、學校現況不同，爰專案不設限各階段推

動、應用之時間限制，並視各個採用機關、學校之狀況適時推動。 

(三)線上應試特色與推動現況 

1.開機隨身碟管控應試環境及優缺點 

(1)運作基礎 

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系統(eExam)基礎核心為開

機隨身碟，其主軸概念僅使用資訊設備硬體(適用應考人自備設備

或電腦教室專用設備)，至於軟體元件(包含作業系統及應試軟體)

由試務權責機關統一製作於應試隨身碟中。此架構運作首要前提

為應試工具須開放使用隨身碟，並設定隨身碟為第一開機順序；

另運作流程係當考試開始、應考人插上應試隨身碟、啟動開機按

鈕並正常開機後，所有應試設備將出現相同畫面與架構，且僅可

使用試務權責機關提供之軟體與功能(如輸入法、繪圖軟體)。  

(2)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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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架構將考試相關作業系統與應用軟體內嵌於開機隨身碟中

，應考人僅須完成一次開機隨身碟啟用及相容性測試，確認應試

系統可正確執行後，之後不論作業系統升級、軟體重新安裝等，

舉凡與硬體無關之更新與異動，皆不須再重新測試開機隨身碟可

用性；考試期間應試環境與安全性由開機隨身碟內嵌之作業系統

與應試系統控制，不須另外安裝或設定，且考後不會因額外安裝

之軟體導致硬體操作異常。此種開機隨身碟實作觀念著重於借用

硬體設備，且不影響該設備既有軟體正常操作。 

(3)缺點 

惟隨身碟讀取建構於輸出輸入埠硬體架構，資訊設備輸出輸

入埠原即具有資安風險；另離線版開機隨身碟之製作、收發及作

答結果擷取亦隨考試類科、應考人數增加而提高困難度、錯誤率

與風險度；此外近來因資安攻擊推陳出新，多數新出廠之硬體，

廠商預設不啟動開機隨身碟，且硬體規格演進亦降低隨身碟隨插

即用之開機可用性；綜上因素，爰採用隨身碟開啟電腦將導致應

考人自備設備風險增高，另此架構無法彈性運用應考人自備設備

內既有軟體資源，將設限應考人操作熟悉度與作答便利性。 

2.推動範圍及應考人反映事項 

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系統(eExam)於2013年著手

開發，迄2018年底，依據受訪者表示，尚未有任何大學正式採用

該系統，正式推動比率為 0%，目前仍值研究階段。 

為深入了解使用者對於線上應試系統(eExam)使用感受，自

2016年第1季至2018 年第1季，10間共同合作大專院校陸續就部分

課程施與試測，累計總試測人數約3000人，其中採線上應試計1750

人(57.21%)，採紙筆測驗計1309人(42.79%)。研究方法採開放式

問卷質化分析，從2000多份回覆內容中分析歸納至考試安全性、

試場環境、技術問題、公平性、考試準備與管理等多項議題，並

將回覆之評論轉換為正面或負面感受；大多數反映的關注點多在

設備及應試系統操作熟稔度將影響考試結果、外語考試輸入法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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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對照須納入考量、考試中發生的偶發事件影響應試權益、打字

速度與數位落差影響考試作答、自備設備安裝設定複雜且耗時等

議題；少部分反映則為安全性及考試環境等議題(詳附件3：澳洲

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eExam)試測分析與建議)。 

(四)澳洲高等教育線上應試延伸探討 

受訪者Dr Mathew Hillier除分享前開經驗外，亦綜整評測轉型

(transforming assessment)研究團體歷次研討議題與資訊，針對線

上應試及應考人自備設備提出整體性心得與推動建議。 

1. 考試核心三要素與線上應試功能架構之權衡 

學理上優質線上應試系統應兼具真實性(Authenticity)、 誠

信度(Integrity)及擴充性(Scalability)三要素，亦即(1)在真實

性向度上，系統功能應盡可能貼切評測教學內容與應考人核心能

力、強化教考合一，並迎合科技與文化改革；(2)在誠信的向度上

，線上應試架構之規劃(如自建試場或自備設備、單機版或網路版

等)應在公平、公正前提下支援各種考試類型，並落實考試安全性

、維護學術誠實性；(3)在擴充性向度上，應以商業務實角度考量

考試管理便利性及成本效益最大化。 

是以，受訪者提及一個優質線上應試系統的規劃，應就真實

性、誠信度及擴充性之間加以權衡，進而規劃最適切之線上應試

系統功能與架構；在規劃與推動上，須仔細思考可能存在的風險

，若推動新種模式之風險大於既有模式，允宜審慎評估與採用。 

2. 應考人自備設備(BYOD)與專用電腦試場差異性 

(1)自備設備僅減省購買與維運成本 

設置專用電腦試場可完全掌控及管理硬體設備，具備安全性

及便利性，惟其購買與維運成本致應試座位容量擴展不易。 

(2)自備設備尚須投注額外人力支援 

反觀應考人自備設備，可減省試務權責機關購置費用；惟因

自備設備多樣性，爰可用性及掌控度變動性高，須額外投注技術

支援人力與成本，非如想像之零經費支出。此外，試務權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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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完全控制硬體，故安全性未如預期。 

(3)自備設備資安風險度較高 

現今資訊業界對自備設備之安全掌控，僅得以各種技術盡量

降低資安風險，相較於新資訊科技輩出及駭客多樣性，其研發之

安全措施常常緩不濟急，且通常為事後防止，鮮少得事前防禦，

爰資訊安全風險度為採用應考人自備設備重要考量因素；當考量

開放應考人自備設備應試時，資訊安全導致之風險必須在試務權

責機關容忍範圍內，方可採用此種應試工具。 

(4)自備設備安全掌控度較低 

依據”資訊安全軟體安全性取決於硬體安全性”原則，線上

應試安全性若以掌控度區分，其階層性由高而低依序為：硬體安

控度高於作業系統安控度，作業系統安控度高於線上應試相關軟

體安控度。有鑑於此，若期望達成較高安全性之線上應試，且投

注經費之衡量權重低於考試安全性時，允宜採用專用電腦試場。 

3. 應考人自備設備應注意事項 

(1)採用原則及策略 

受訪者提供芬蘭及澳洲推動現況舉例說明採用原則與策略。 

A.芬蘭大學入學考試具備成熟條件與強制力 

經評測轉型相關研究資料顯示：芬蘭因教育政策之故，高中

生自備設備到校學習及應試之條件相當成熟(自備設備持有率幾

乎人手一機、規格品牌較限縮，且對於線上應試相當熟稔)，爰芬

蘭大學入學委員會自2016年起，以逐年增加部分類科推動應考人

自備設備應試；芬蘭課堂上採線上應試比率幾近100%，然而，實

際推動之反映與回饋，芬蘭主要的媒體報導內容卻多為負面新聞

，許多老師與學生亦感到受挫(特別是數學科目)，但因相關單位

對此改革仍持續支援，故芬蘭將繼續推動此種考試方式。 

B.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視情境適時推動 

至於澳洲線上應試eExam，鑑於公平性及法律相關規範，澳洲

教育未強制要求所有學生皆自備設備參與課程，爰高等教育學生



24 

並非全數持有資訊設備，故規劃應考人自備設備參與線上應試時

，初步階段(純文字應試介面)採應考人自由選擇線上應試與紙筆

測驗雙軌模式，至於後續結合網路參考外部資料階段，則規劃採

電腦教室及自備應試設備2種考試工具。此外，專案推動階段亦將

視各個採用機關、學校及學生自備設備之狀況適時推動。 

C.端視試務權責機關之權衡點 

評測轉型(transforming assessment)團隊綜整各國推動背

景與實際狀況，說明應考人自備設備並不適用所有情境，端視各

機關之權衡點；至於採用比率關鍵要素則為政策強制推動與否，

且規劃政策推動時，允宜權衡公平性及條件成熟度等多項因素，

俾於穩定中推動新措施。 

(2)須妥善規劃電力供應 

資訊設備皆須電力供應方可運作，自備設備電池續航力將影

響應考人考試是否正常進行，爰試務權責機關推動應考人自備設

備時，須妥善訂定電腦試場電力供應辦法，或辦理電力規劃及電

纜佈線等相關事宜；另電力佈線須符合環境安全規範，並妥善安

排應考人應試座位。有此觀之，應考人自備設備之應試環境若非

一般電腦教室，則需額外動支人力辦理電力佈線，其佈線費用及

人力成本須額外投注經費，且隨考試辦理次數呈現正向增加。 

(3)自備設備及隨身碟多元性致掌控度低 

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之基礎為開機隨身碟，惟就

資訊設備品牌多元化與推陳出新，自備設備採開機隨身碟架構將

面臨2大問題：(1)隨身碟穩定性及(2)採隨身碟開機之可行性。 

A.開機隨身碟影響面向 

依據考試進行流程，開機隨身碟影響自備設備線上應試包含

：製作考試開機隨身碟之時間成本(寫入速度)、開機時可否讀取

作業系統(內容可讀性)、開機速度(讀取速度)、作答結果儲存(

寫入速度)、作答結果評閱(內容可讀性、讀取速度)等。此外，隨

身碟經長久使用後，穩定度亦有減損，須適時檢測與汰換。 



25 

經澳洲考試轉型(transforming exams)團隊實測，發現各廠

牌或相同品牌不同型號之隨身碟穩定度具差異性，爰每次購置隨

身碟著實須詳測其可讀性、讀取速度及品質穩定度。 

B.自備設備隨身碟開機程序複雜 

為解決隨身碟開機問題，考試轉型(transforming exams)團

隊經實測後提列一份資訊設備廠牌型號開機熱鍵及支援方式一覽

表(詳附件4)，該份清單詳列資訊設備品牌及採隨身碟開機之多元

性及管理複雜性，並須因應新廠牌型號適時更新；此外，受訪者

建議須於考試期間派遣資訊人員現場支援，俾降低開機失敗率。 

C.開機隨身碟離線考試之建議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曾於多個校區試測線上應試

系統(eExam)離線版功能，試測時卻發生澳洲郵政(AusPost)弄丟

了雪梨及墨爾本2校區開機隨身碟致重要資料遺失。該校在分享試

測經驗時建議：當考試類科或應考人數達150人，採開機隨身碟之

做法將導致考試無效率，且將屬高風險考試。 

七、澳洲其他機關電腦化測驗現況及建議 

(一)建築師認證委員會 

前述澳洲建築師資格評鑑之第二階段於2018年改採電腦化測驗

，由澳洲建築師認證委員會授權的各州委員會測驗中心舉辦，試場

資訊人員將準備桌機或是手提式電腦提供應考人應試，並未採用應

考人自備設備政策，其考量因素係因應考人自備設備風險較高，考

量資訊設備規格及品牌多元化致掌控度低、設備穩定性無法控制、

考試安全性低，故不考慮採用自備設備為應試工具。 

(二)會計師公會 

前述澳洲會計師公會職掌之2種考試方式皆採電腦化測驗，以英

文命題，皆委託教育測驗機構Pearson VUE舉辦，考試分布在全球70 

多個國家300多個認證合格專用試場，並未採用應考人自備設備政策

；考試成績結果皆經過等化，俾確保不同試卷或隨機出題皆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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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水準。惟礙於特殊情境，仍有極少數又考人採用紙筆測驗，電

腦化測驗比率約97%。至於澳洲會計師公會未採用應考人自備設備之

考量因素，受訪者表示係因應考人自備設備考試風險較高；為求考

試安全性、穩定度及考試品質，故不採用自備設備為應試工具。 

(三)新南威爾斯州大學入學考試 

1.2019年首推進階科學採線上應試 

澳洲高中教育推動策略由各州政府個別訂定。為促進教考合

一、提高考試效度、加速試務處理流程，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政府

教育標準局(NESA)歷經1年半規劃，2019年將首次推動高中升大學

入學考試線上應試，針對高度資訊應用的”進階科學”課程

(science extension)推動全數應考人採線上應試，期望運用資訊

科技結合情境式試題，切實評估學生科學能力，並整合線上閱卷

作業，省卻人工掃描程序並增加作答內容可讀性，加速閱卷程序

與效益。 

2.首推小規模且高度資訊化應考人 

鑑於選修”進階科學”者皆具備高資訊能力及熟稔各項資訊

軟體操作與運用，且選修人數僅約900位，於全州260間學校中，1

間學校最多應考人數少於10人，可掌控度極大，爰新南威爾斯州

教育單位以該科目開啟線上應試大門，先從小規模開始推動，俟

累積相當經驗並建立使用者信心後，再辦理後續推動。 

3.併採自備或學校資訊設備 

”進階科學”線上應試試題類型屬申論式試題，應試工具兼

採學生自備設備或運用學校資訊設備，無論哪一種方式，皆須事

前安裝應試軟體、鎖定相關功能、控制應考人上網瀏覽及搜尋資

訊；考試期間應考人連上網際網路、登入應試系統並下載試題；

為避免各校網路品質不穩定，致網路斷線影響應考人作答權益，

應試系統預設每分鐘自動存檔到伺服器。 

4.應試工具擇用原則與考量要素 

至線上應試與應試工具之建議，受訪者表示任何線上應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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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開發，皆可透過資訊科技達成各種不同客製化應用，惟關鍵要

素係權責機關與利害關係人關注重點為何?預定達成目標為何?線

上應試需求單位須明確定義，方能成功規劃設計線上應試。另應

考人自備設備並不一定適用所有情況，須考量城鄉落差、貧富差

距；此外，多元資訊設備(手提式電腦、平板、手機等)不一定適

用於各種課程，某些製圖須使用特殊軟體方可完成；爰應試工具

的選擇，除了考量安全性與公平性，尚須中肯評估考試特殊屬性

及真實需求。 

八、紐西蘭中等教育學習成果國家認證 

(一)紐西蘭認證框架(NZQF)與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 

紐西蘭為確保中等與高等教育教學品質並與國際接軌，定義10

等 級 紐 西 蘭 認 證 框 架 (NZQF ，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 

Framework)，各等級皆描述須具備之知識、技能及屬性，以及高等

教育、國際學生或工作領域所須具備等級認證。 

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係依據1989年“教育法”設立，類似國家教育資訊中心

，在紐西蘭評估與認證上佔有領導性地位，屬委員會形式，由教育

部長指派委員，該機關業務職掌除管理紐西蘭認證框架(NZQF)，尚

須規劃中學生評估系統、非大學教育品質驗證及特殊標準設定等。  

(二)學習成果國家認證(NCEA)  

1.學習成果不以一次定終生 

紐西蘭為促進教育成果改革，對於中學生學習成果與能力驗

證，改採學習成果國家認證(NCEA,Nation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不再以一次定終身的考試方式決定

學生學習成就，而是分析各課程或主題(courses or subjects，

以下簡稱課程)之組成課綱與重要性，訂定各課程必要之評鑑標準

(standards)與權重(credit)，並以多次、多模式、校內、校外等

多元方式評定學習結果(詳附件5：紐西蘭學習成果國家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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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EA)計分示意圖)。 

2.因材施教與多元教學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NCEA)是紐西蘭中學生主要學歷證書，屬

國家等級認證，依難易度由易到難計有等級1至等級3 (Level 1-3

，即紐西蘭認證框架(NZQF) 1至3等級)，認證結果將被紐西蘭國

內外企業僱用員工、大學或高等教育入學申請之採計參考。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NCEA)允許學校根據學生需求開設課程，

再依該課程評鑑標準(standards)評估學生學習成果，目前可認證

科目達40餘種，中學生可自學校開設課程中選讀有興趣科目，且

通常係於11年級時廣泛學習通識科目，並在12和13年級時，選讀

未來升學或職業發展所側重之課程，具備相當彈性與自主性。 

3.評鑑標準與認證方式 

評鑑標準(standards)認證方式計有「內部評鑑」與「外部評

鑑」2種；內部評鑑由學校辦理考試與評閱分數，可採筆試、實驗

、實作、報告等，惟為確保學校評閱符合國家標準，將再由紐西

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驗證公正客觀性。外部評鑑絕大多數採

考試方式(稱為外部考試)，於每年學年結束時舉辦，由紐西蘭學

歷資格審議局(NZQA)負責規劃、推動考試及選聘命題閱卷委員。 

(三)紐西蘭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NCEA online) 

1.推動歷程 

為順應世界潮流，使紐西蘭國家主人翁為未來工作、生活及

所需技能提早作準備，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自2014年起

主導學習成果國家認證(NCEA)外部考試之數位評鑑(Digital 

Assessment)，採用SAMR 模式(Ruben Puentedura,2006，同澳洲

高等教線上應試採用模式)，以階段性循序漸進方式委請廠商開發

線上應試系統(NCEA online)，計有3個重要推動里程。 

(1)第一階段自2014至2018年 

A.外部評鑑雛型專案 

2015 年 啟 動 數 位 外 部 評 鑑 雛 型 (digital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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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ment prototypes)專案及試測(Digital Trial)，藉以了解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NECA online)系統關鍵要素與實務

需求。研究發現若要成功推動數位評鑑，試務權責機關應提供模

擬演練工具，俾提升應考人參與數位評鑑之自信心。 

B.試測(Trial)與預試(Pilot) 

承2015年研究發現，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2016年提

供"試測"(Digital Trial)與"預試"(Digital Pilot)等體驗方式

，俾利學生充分熟稔線上應試並驗測學校基礎建設成熟度。 

試測(Digital Trial)由學校負責設定、監考與評閱成績，可

於課堂活動間多個課程中完成，或採1次性完成之考試模式。試測

成績不得納入學習成果國家認證(NCEA)評鑑結果。  

預試(Digital Pilot)屬正式考試，其考試日期、時間、試題

與試卷評閱皆與該考試紙筆測驗相同。為確保應考人權益，預試

仍以紙本試題與試卷為備援方案，且以具試測(Digital Trial)

經驗為參與前題，避免熟稔度不足影響考試效度。 

C.應試環境成熟度測試 

2016年之後，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提供應試環境成

熟度測試系統，俾利有意願參與體驗之學校先行進行網路環境品

質與壓力測試，且評估學校電腦化相關基礎建設是否足夠、硬體

設備效能與網路品質是否足因應該校同時間最大應考人數。 

(2)第二階段為2019至2020年，採純文字作答與雙軌施測 

經過4年試測(Digital Trial)及3年預試(Digital Pilot)應

考人體驗後，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明確釐清適合首次推

動類科係純文字作答應試科目，爰規劃自2019年起，將14個課程

、35個應試科目正式採用線上應試(詳附件6：紐西蘭線上應試首

次上線應試科目列表)，且不再辦理前開2種體驗。 

此外，為避免偶發事件影響考試效度，並鑑於各學校資訊化

教學及採用線上應試之基礎建設並不相同，且學生資訊能力與持

有硬體設備規格也大相逕庭，因此，此階段將保留紙筆測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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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考人選擇紙筆測驗或線上應試，俾縮短數位落差困境，且將

俟所有環境成熟後方全面單軌採用線上應試。 

(3)2021年後賡續於穩定中擴大辦理 

俟正式上線後，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預計採用計畫

性、階段性方法推動線上應試(NCEA online)；當學生熟悉純文字

類型線上應試相關事項後，再循序推動其他非純文字特殊屬性之

應試科目(如數學、科學或音樂等)；此外，衡酌數位化學習及線

上考試皆為幫助學生因應未來生活與工作，爰所有類科推動線上

應試之時機，以不強制推動為原則，待學校與學生皆有能力與自

信參與該類應試科目線上應試後，方正式推動。 

2.系統特色屬性與應試工具 

(1)系統特色 

• 紐西蘭線上應試系統採瀏覽器(Web-Base)架構，事前不需特別

安裝應試軟體，當應試設備連上網際網路並開啟瀏覽器後，將

自動下載應試相關軟體與套件(詳附件7：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作答介面與考試操作步驟)。 

• 考試安全性由應試軟體控制，當應考人點擊瀏覽器以外之視窗

，將會出現鎖定螢幕之警告視窗。 

• 為保全應考人作答結果，系統每30秒自動儲存作答結果。 

• 應試介面包含文字編輯、複製貼上、字數計數、拼字檢查等功

能，惟僅可於線上應試所屬之瀏覽器執行，且部分含有特殊專

有名詞之科目不能採用拼字檢查；於科學科目則包含拖放、多

媒體試題、繪圖、方程式等功能。 

• 提供身障應考人特別照護措施，如字體大小調整及放大縮小螢

幕(Zoom in / Zoom out)。此外，亦規劃提供語音報讀功能。 

• 作答介面支援填充、選擇(點選、下拉式選單)、申論(簡易文書

編輯)、問答題、拖拉配對等題型(詳附件8：紐西蘭線上應試

(NCEA online)支援題型示例)。 

• 由監場人員強化考試安全，每25位應考人約配置2位監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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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試工具併採專用及自備設備 

鑑於學生於原校參與學習成果國家認證 (NCEA)之原則，紐西

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應試工具依據學校資訊政策，可彈性併

採學校專用電腦或由應考人自備設備應試(詳附件9：紐西蘭線上

應試工具規格需求)，端視各校定義之自備設備(BYOD)到校學習策

略而有很大的差異性，未必每一間學校皆推動自備設備應試。 

(3)作業分工、權責範圍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NCEA online)採集中管理、分散

處理模式，由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督導線上應試架構規

劃與功能需求分析，並採用契約方式委請廠商開發應試軟體、提

供硬體及資料代管服務。至於考試期間試場環境及應試工具，則

由學校提供並確保試場可用性、安全性與應試品質，考試期間學

校必須提供現場技術支援人力，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則

提供應試系統之電話在線支援。 

3.偶發事件因應措施 

(1)雙軌施測、自由擇選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NCEA)採紙筆測驗與線上應試雙軌施測，

應考人可自由選擇採用何種方式參試。若未報名參加線上應試，

考試當日僅得以紙筆測驗施測，不得臨時改採線上應試。 

(2)線上應試可不具原因改採紙筆測驗 

參加線上應試的應考人可在考試任意時間點，不因任何原因

改採紙筆測驗，但前提是應考人需完成他們已經開始作答的題目(

即成就標準(Achievement Standard))，或者該應考人必須將線上

應試已作答之內容重新填寫到紙本試卷上，閱卷老師僅針對該成

就標準之紙本測驗或線上應試內容進行單一評閱(不併採)；另應

考人不可要求延長考試作答時間。 

(3)偶發事件須周全應考人權益 

若應考人遇到不可歸責當事人之偶發事件，可在線上應試任

何時間改採紙筆測驗，監場人員將視實際狀況延長該應考人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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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時間，且應考人在改採紙筆測驗後，僅需作答尚未完成的內

容，不須重複謄寫，這兩種考試方式的作答內容將同時傳送給同

一位閱卷老師評閱，俾周全應考人權益。 

(四)紐西蘭線上應試延伸探討 

1.問卷結果 

為蒐集線上應試體驗者客觀意見與反應，紐西蘭學歷資格審

議局(NZQA)針對2016至2018年之試測(Digital Trial)及預試

(Digital Pilot)進行滿意度與體驗感受問卷調查，採用李克特量

表(Likert scale)讓體驗者具體指出各項體驗陳述之認同程度(

詳附件10：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 3年問卷調查統計資料

)，問卷結果彙整說明如下： 

(1)使用者正向使用經驗逐年增加並趨穩定 

經過3年體驗與推廣，迄2018年計有203間學校22,405位學生

參與16種課程線上應試體驗，且線上應試之正向使用經驗，試測

(Digital Trial)與預試(Digital Pilot)皆高達95%以上(含)，足

見應考人已普遍接受特定體驗科目(純文字作答)線上應試介面。 

(2)純文字作答模式為初次推動首選 

A.非純文字作答介面較不受喜好 

2017年試測(Digital Trial)應考人針對"數位考試花費較少

時間"、"相較於紙筆測驗，較喜歡數位考試"兩個項目上，皆低於

75%，係因是年試測(Digital Trial)體驗的科目包含純文字作答

之科目(如English、History等)及具繪圖、公式等特徵屬性之科

目(如Geography、Economics、Science)，應試科目屬前者時，應

考人有正向回應，但若屬後者，則應考人反應較差(詳附件11：紐

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 2017年問卷調查重大發現)。 

B.繪圖工具及公式編輯器反應不佳 

另2018年試測(Digital Trial) 安排繪圖工具(Graphing 

tool)、公式編輯(Formula editor)器、旁氏表(Punnet tables)

等非純文字作答工具納入體驗；經實測分析，多樣工具未獲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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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人正面肯定(詳附件12：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非純

文字作答工具有用性與好用性分析)，主要原因係繪圖工具與公式

編輯器操作不易，導致作答困難、更耗費時間；此外，非純文字

作答無法整體概觀作答內容，致體驗者正面感受不佳。 

C.首推純文字作答，續適時擴大推動其他介面 

紐西蘭鑑於前開分析結果，爰2019年線上應試(NCEA online)

首推容易實作與推動之純文字作答應試科目；2020年後將區分為2

階段：第1階段實作表格、工作表、曲線與直線繪圖，以及多國語

言特殊鍵盤輸入等作答需求之科目，第2階段則實作特殊字元、符

號、公式及製圖等，推動科目包含數學、統計、物理、科學等。 

(3)應考人反映事項可引為推動參考項目 

2017年試測(Digital Trial)問卷除了詢問應考人使用後的

感受外，尚請應考人回覆最喜歡與最不喜歡線上應試之文字說明

；經綜整分析，除卻設備故障、無法播放多媒體試題等偶發事件

，以及打字速度等個人因素外，有關鍵盤輸入產生之噪音、作答

前無法打草稿、無法繪圖表達思維過程、視窗捲動影響瀏覽、無

法摘記重點與隨記、不喜歡使用滑鼠鍵盤輸入公式等，皆可視為

推動參考項目並加以控制(詳附件13：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2017年開放式問卷可參採項目)，俾降低推動阻力。 

(4)其他建議 

另受訪者提及實作線上應試最佳典範並非僅將紙筆測驗考試

數位化，而是如何讓學生熟悉資訊與數位化、如何讓學生在信心

中應試，不因應試者不熟悉線上應試而影響考試效度，故紐西蘭

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並不鼓勵學校讓不熟悉線上應試或對線上

應試感到不自在的應考人參與數位評估；此外，線上應試並非評

測應考人資訊素養或打字速度，而是善用資訊科技特色、進階評

估應考人深度思維能力。 

2.線上應試與應考人自備設備推動建議 

(1)自備設備推動現況與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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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2018年底，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尚屬體驗階段，

爰未有正式考試自備設備應試之推動比率。惟審視受訪者提供美

國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

）與紐西蘭教育部合作的研究資料，迄2018年紐西蘭國中、小學

實際落實學生自備設備到校學習之比率：約25%學校對所有年級推

動BYOD策略、約30%學校僅對部分年級推動BYOD策略、17%學校說

明未來可能採用、28%學校則表示尚無推動BYOD計畫。 

(2)推動風險與關注點 

A.設備穩定度無法控制且應試環境品質無法保證 

受訪者提及自備設備多樣化致考試風險度較難掌控，且學生

設備穩定度亦無法預測；另基於學生在原校應試之原則，提供成

熟穩定應試環境屬學校責任，包含有品質的網路連線、充足並符

合安全法規之電力供應，此關鍵要素並非所有學校皆可勝任。 

B.試務權責機關應致力執掌可控制因素 

受訪者建議勿追逐無法控制因素，而是盡其所能做好可控制

之內部作業，包含確實測試軟體確保應試系統可用性與正確性、

詳細檢視軟體安全性等，俾提供應考人公平、公正考試平台。 

C.不強制推動線上應試及自備設備 

另受訪者提及不論線上應試(NCEA online)採用設備為何(應

考人自備設備或學校提供)，其推動線上應試基本理念為"不強制

推動線上應試、不以100%單軌線上應試為目標、不設定應考人自

備設備為推動標的”，所貫徹的信條為”應考人必須完全熟悉考

試所使用的設備，否則採用線上應試失去其本質意義"。 

D.條件尚未成熟前將持續推動雙軌模式 

有鑑於此，紐西蘭推動線上應試基礎底限係在大環境尚未完

全成熟之前，併採線上應試與紙筆測驗之雙軌模式將持續推動。 

3.推動成本、委外範圍與軟體即服務(SaaS) 

(1)委外範圍與成本 

經受訪者提供之數據，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N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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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整體委外服務投注經費：2017至2018年約紐幣320萬(新臺

幣6880萬)，2018至2019年約紐幣800萬(新臺幣1億7200萬)。 

(2)整體服務項目與成本種類 

• 軟體版權：包含線上應試軟體改革與開發。 

• 硬體服務：依據辦理規模彈性提供所需伺服器硬體設備，俾利

處理及儲存考試資料與結果。 

• 資料代管：儲存保管考試相關資料，並落實個資保護。 

• 人力支援：安裝設定及問題排除等技術支援。 

• 研究發展：問卷調查分析；與相關團體合作，研議未來方向。 

• 試務作業：如評量派送、作答結果評閱與相關管理等。 

• 宣導與教育訓練：設計與傳遞線上應試考試模式、辦理各考試

中心教育訓練、對於有興趣參與的學校給予訓練與支援。 

• 專案管理與稽核等。 

(3)適用時機 

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NZQA)與Sonet合作之整體服務範圍

廣泛，其優點係由一組專業人員提供包含軟體開發、硬體維運、

資料庫管理、大數據分析等整合服務，可於短時間達成目標；然

採此類委外服務，須盱衡試務相關利害關係人關注點、資料內容

機敏性、服務安全性等，非一體適用於所有系統之規劃與推動。 

參、心得與建議 

一、與我國建築師、技師、會計師教考用制度之差異 

澳洲、紐西蘭之建築師、技師及會計師證照制度，相當重視專業

教育之養成，申請人所具有之學位必須經過認可或符合一定之專業標

準。此外，亦非常重視實務工作經驗。申請人在取得執業資格之前，

必須在具有執業資格者之監督指導下，完成實務工作經驗之累積。我

國建築師、技師及會計師考用制度，係於考試階段針對具有一定實務

工作經驗者得申請部分科目免試之設計。而除大地工程技師分階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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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外，並未要求應考人必須具有實務工作經驗，而是於取得考試及格

資格後，必須具有2年工作經驗方可取得執業資格，因此與澳洲、紐西

蘭之證照制度並不相同。此外，澳洲、紐西蘭建築師及技師考試均採

面試之方式，經由專業對談的方式來了解申請人的專業能力，相對於

我國建築師、技師考試僅採取筆試之方式，亦為相當不同之處。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國際相互認許 

我國為亞太建築師、亞太工程師計畫國際組織之會員國，101年更

曾與紐西蘭建築師協會簽訂建築師執業資格相互認許協定，惟因我國

法令之限制導致該協定無法執行，其後紐西蘭方面已中止該協定。為

配合推動專技人員執業資格國際相互認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第20條已於107年11月21日修正公布。原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第20條規定，外國與我國專門職業執業資格相互認許須締結條約或協

定，而此次修法之最大差別，即在於未來專技人員執業資格相互認許

，不再限於必須由政府與政府之間締結外交協定，未來不管是雙方公

會或專業團體間就執業資格相互認許洽商的結果，經由職業主管機關

認可即可。目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技師

考試規則已配合修正，增訂相互認許之考試方式，應有助於職業主管

機關未來繼續推展執業資格相互認許之國際洽商。 

三、線上應試宜採逐步推動策略並兼具備援方案 

(一)循序由純文字作答延伸至複雜作答介面兼具理論與實務基礎 

澳洲高等教育線上應試(eExam)及紐西蘭中等教育學習成果國

家認證線上應試(NCEA online)在規劃推動策略上兼具學術及實務

基礎，並以循序漸進方式，逐步建置與推展線上應試系統；學理上

，2者皆遵循Ruben Puentedura博士SAMR模式，繪製線上應試短、中

、長期推動架構；實務上，則輔以體驗者問卷調查之客觀數據，彈

性調整執行細節。推動策略首以小規模純文字作答模式開啟數位評

鑑大門，再循序開放中規模、並輔以外國語輸入、表格與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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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繪圖等作答工具，最後再漸進式擴大辦理，開放具專業屬性之

特殊字元、符號、公式及製圖等應試工具。 

(二)不強制設限線上應試單軌施測 

對於推動步調與備援方案，澳洲考察機關明確指出各階段具階

層性，任何一個階段的基礎皆須建立在前一個階段穩定開發與推動

；另紐西蘭考察機關鑑於每個採用機關、學校資訊化與電腦應試環

境基礎建設現況不同，應考人資訊能力也大相逕庭，爰考試方式不

強制單採線上應試，亦暫未設限各階段推動線上應試達成率，而輔

以紙筆測驗及線上應試雙軌方式，由應考人自由擇選，且視各採用

機關、學校及應考人狀況，待施測與受測者皆備足數位化能力及參

與進階線上應試之信心，再適時推動後續考試階段，並俟各方考量

因素皆趨向成熟穩定，方規劃全面納入線上應試單軌施測模式。 

(三)紐西蘭採紙筆測驗備援方案 

此外，紐西蘭為避免偶發事件或應考人缺乏信心影響考試結果

，規劃以紙本試題及紙筆測驗以為因應；應考人得在考試任何階段

不具任何理由改採紙筆測驗，避免應試方式影響考試效度。 

(四)是以，前開由小規模漸進擴大推動範圍、由純文字延伸至複雜

作答介面，並佐以應考人自由選擇紙筆測驗與線上應試雙軌模

式，兼具學理背景及實務支持，得為國家考試線上應試推動參

考。 

四、借鏡國外經驗精進線上應試功能與推動流程 

綜整受訪者線上應試系統特色、推動實況及體驗者反映事項，其

對線上應試功能開發與推動手段得據為參酌之重要項目如下： 

(一)系統功能之強化 

如作答結果自動保全功能、進階應試工具(如公式編輯、繪圖工

具)與應試介面之整合與反應速度、試題及作答結果於螢幕上顯示之

完整性與操作便利性、外語輸入法鍵盤對照等，皆可引為殷鑑，進

而完善線上應試作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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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試流程與因應措施之規劃 

如妥適安排應試座位、強化隨機派送不同試題或亂題亂序等措

施俾提高防弊機制；提供應考人摘記重點、構思作答之草稿紙，俾

補強線上應試不足之處；允許應考人使用耳塞防止打字噪音等措施

，俾減弱鍵盤輸入之干擾缺憾；上述權宜措施可適度消弭線上應試

推動阻礙，提升應考人正向感受。 

(三)線上應試熟稔度之增強 

針對應考人對新式考試方式之恐懼與懷疑，可透過線上應試模

擬網站提供擬真應試環境、製作應試系統操作影音導覽、提前宣導

並提供實機體驗等措施，輔助應考人掌握數位考試流程與熟悉電腦

試場與線上應試實境。 

(四)身心障礙維護措施 

考察機關之線上應試系統以不同方式支援視覺障礙或其他需求

，如字體大小調整、放大縮小螢幕、語音報讀等，此舉可充分照護

弱勢族群考試需求，並確保考試公平性。 

(五)是以，未來考選部辦理線上應試功能架構開發、考試流程設計

、系統友善服務等，皆可借鑑前開項目，俾降低推展障礙、提

高應考人接受程度，並完善整體運作效能，達事半功倍之效。 

五、自備設備應試宜審慎選用並適時推動 

(一)自備設備安全性較低 

應試工具安全性依據”資訊安全軟體安全性取決於硬體安全性

”原則，若試務權責機關能有效掌控應試工具與硬體平臺，則考試

具備最高安控度。應考人自備設備應試尚無法具備此優勢，僅能以

各種技術盡量降低資安風險；此外，相較於新資訊科技輩出及駭客

多樣性，自備設備之軟體安全防護、修補措施常常緩不濟急，爰考

試安全風險度實為推動自備設備應試之重要考量因素。就本次受訪

者經驗分享來說，澳洲建築師及澳洲會計師公會職掌之電腦化測驗

，即因試務權責機關無法控制硬體，安全性未如預期，基於考試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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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與公平性考量，爰未採用應考人自備設備措施。 

(二)自備設備降低成本有限 

資訊設備須充足電力供應方可順利運作，且線上應試連線版尚

須連通網路，爰提供優質試場環境為推動線上應試基本條件，其基

礎建設包含：具穩定且可因應同時間最大應考人數之網路連線、符

合安全法規之電力供應、兼備安全性及舒適度之應試空間等；相較

於專用電腦試場，自備設備僅減省設備採購與維運費用，對於土木

與電力工程並不因此省略，且仍須妥善規劃與施作。 

此外，鑑於資訊設備廠牌與型號多元化，自備設備應試之硬體

掌控度較低，考試期間須更多人力現場支援，每次考試增加之人力

成本亦不容小覷。 

(三)多元設備與工具致推動受阻 

自備設備若採開機隨身碟，理論上僅須一次啟用及相容性檢測

確認隨身碟開機可行性，其後考試皆可正常操作。然而，實務上澳

洲高等教育推動時，卻發現設備與隨身碟廠牌型號多元、硬體規格

推陳出新、設備與工具穩定與品質無法控制等外在因素，皆導致自

備設備應試風險度增高；另考試隨身碟之製作與使用，於因應量多

類科與應考人數時，明顯失去效率性，實務推動之效能將受限且不

如預期。 

(四)須就各面向審慎評估再適時擇用  

1.應試公平性、安全性及可用性 

鑑於數位落差，受訪者表示自備設備並不一定適用所有情境

，實不宜強制推動；以考察機關之推動比率與狀況為例：(1)紐西

蘭雖提倡數位化教學與考試，惟經抽驗統計，中小學校實際落實

學生自備設備政策之現況，僅25%全數推動、約30%為選擇性推動

、45%則完全沒有推動經驗，顯見雖經長久努力，自備設備教學仍

因多種因素而無法獲取大幅度支持；(2)澳洲高等教育資訊相關背

景學生對自備設備應試之做法有所懷疑而持保留態度；(3)芬蘭高

中生雖具備高成熟度資訊化能力，惟透過政策強制推動之自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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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線上應試卻仍引起多關注方反彈。爰自備設備之選擇，實須就

公平性、安全性及可用性作深度評估。 

2.考試特殊屬性及真實需求 

另衡酌不同考試內容屬性，多元資訊設備無法適用所有應試

科目，例如工程或數學的課程不適合使用平板、某些製圖則須使

用桌機及特殊軟體方可完成。爰應試工具之採用，應杜絕一體適

用之想法，須明確釐清權責機關與利害關係人關注重點。就考試

公平性：自備設備導致之資訊安全風險須在容忍範圍內，方可研

議採用。若期達較高安全性線上應試，且投注經費之衡量權重低

於考試安全性或公平性時，若仍採自備設備，著實難謂恰當。 

(五)綜上，就自備設備應試，現階段允宜再斟酌國家考試獨特性、

公平性、安全性及可用性，待大環境成熟後再穩健推動與因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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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eExam)推動里程碑 

 

階段1 階段2 階段3 階段4 階段5

Crawling Walking Running Jumping Flying

紙筆測驗等

同階段

後紙筆測驗

階段

數位學習階

段

有限度網際網路參

閱線上資料階段

完全參閱網際網路

線上資料階段

小規模
小規模至中

規模

中規模至大

規模
中規模至大規模 大規模

續推階段1

的做法，但

人數增至

100-200人

續推階段1

的做法，但

人數增至

200+人

續推階段2

的做法，但

人數為100-

200人

續推階段2的做法

，但人數為200+，

且參考資料將適度

以白名單方式連接

到網際網路查閱，

應試工具同時採用

電腦教室與應考人

自備電腦混合模式

續推階段2的做法

，但人數為200+，

且參考資料可完全

連接到網際網路查

閱，應試工具同時

採用電腦教室與應

考人自備電腦混合

模式

續推階段3的做法

，但人數為200+，

且將以白名單方式

連接到網際網路之

數位學習平台，應

試工具同時採用電

腦教室與應考人自

備電腦混合模式

續推階段3的做法

，但人數為200+，

且可完全連接到網

際網路之數位學習

平台，應試工具同

時採用電腦教室與

應考人自備電腦混

合模式

特色點 文書處理
內嵌其他軟

體工具

結合數位學

習工具與平

台(LMS)

使用白名單與登錄

方式連結網際網路

數位學習平台、內

建數位學習系統、

遠端桌面，並可使

用文書處理、多媒

體、軟體工具等

完整登錄方式連結

網際網路數位學習

平台、內建數位學

習系統、遠端桌面

，並可使用文書處

理、多媒體、軟體

工具等

預計規模 20-50人 50-200人 100-200人 100-200人 200+人

採用線上應試 自由選擇

場地

監考

開考模式

網路 僅區域網路
採用白名單方式登

錄連線網際網路

完整登錄連線到網

際網路

備援方案
改採紙筆測

驗

應試工具

電力提供

備用電腦

階段

本

階

段

新

增

特

色

校園試場內

有

同時開考

需要

需要另外準備設備 電腦教室設備

自備電腦+電腦教室設備

續推階段1的做法，且將階段1的推動

視為其他後續階段的基礎；惟鑑於每

個機關現況不同，爰不設限明確推動

里程碑，並視各個採用機關之狀況適

與前階段之銜接

推動規模

自備電腦

無

未描述

全數採用

階段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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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eExam)系統架構與功能特色 

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系統(eExam)開發理念係為推動

教考合一及創新教學模式，並提供老師在校園監考試場環境下之結構

化評測系統，爰線上應試系統(eExam)開發除了提供文書處以功能外，

尚希望透過內嵌軟體的架構，俾利學生得使用整套辦公畫自動化軟體

、繪圖工具、程式設計、多媒體及學術上需使用的特殊軟工具來作答

，並且可以適度結合不同數位學習平台及題庫。 

1.文書處理功能 

系統推動之第1階段屬紙筆測驗相當階段(Paper equivalent)

，應試系統特色屬於單純文書處理的離線版小型考試，同時倂採紙

筆測驗與線上應試，其應試介面適用於純文字作答模式(詳圖1)。 

2.內嵌其他工具軟體 

系統推動之第2階段屬後紙本階段(phase 2 Post-paper)，應試

系統透過文字處理連結e化工具(詳圖2)，如利用Scratch寫一段程式

進行邏輯演繹分析(詳圖3)、使用R、Rython等程式語言工具解決數

學統計等相關問題(詳圖4)、結合多媒體試題測試語言聽力與理解能

力等，仍屬於離線版小型考試。 

3.結合區域型數位學習工具與平台 

第3階段屬數位學習型考試(phase 3 Moodle based exam，考試

操作流程詳圖5)，應考人進入電腦試場後，使用開機隨身碟及無線

網路連接器連接至數位學習伺服器，並以現場提供之密碼、專屬之

安全瀏覽器(Safe Exam Brower,SEB)確保試題安全性；應試系統可

內嵌應用程式並支援視覺障礙需求；考試開始透過安全瀏覽器自伺

服器下載並呈現試題；應試系統每分鐘自動儲存作答內容至伺服器

；若網路斷線則自動改以加密方式儲存於隨身碟；網路連線後將再

自動上傳至伺服器。若無法恢復連線，試後由人工透過多工器讀取

隨身碟作答資料，並加密傳送到伺服器。部分試題(如選擇題等)可

啟用數位學習即測即評功能，另閱卷老師可在Moodle平台評閱申論

式試題作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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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後續推動與開發 

第4與第5階段尚在實作中，其新增特色包含白名單網路連線、

應考人連線登入並使用特殊安全密碼鎖、線上攝影與監控等功能，

期得以網際網路推動連線版線上應試，惟因系統尚在實作中，有關

網路備援性、系統穩定度與考試安全性尚須進一步實作與驗證。 

 
圖1 澳洲eExam第1階段：純文字作答應試介面範例圖  

 
圖2 澳洲eExam第2階段：內嵌其他工具軟體範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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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澳洲eExam第2階段：內嵌其他工具軟體範例圖 2 

 
 

 
圖4 澳洲eExam第2階段：內嵌其他工具軟體範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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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澳洲eExam第3階段：結合區域型數位學習工具考試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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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eExam)試測分析與建議 

為確認澳洲高等教育課程評量線上應試(eExam)適用狀況與使用

者反映，自2016年第1季至2018 年第1季，10間共同合作大專院校陸續

就部分課程施與試測(詳表1)，總應考人數約3000人(詳圖6)，包含採

線上應試及紙筆測驗，線上應試採用者1750人(57.21%)，紙筆測驗採

用者1309人(42.79%)，單次最大施測人數166人、最少1人。調查方式

係針對體驗前(trial)與試測後施予開放式問卷調查，不預擬問題，而

從開放性作答中分析歸納出相對議題。調查內容包含："為什麼你採用

線上應試或是紙筆測驗?"，以及"目前你的關注點為何?"等。 

問卷調查約略回收2000多個回覆評論，考試轉型(transforming 

exams)專案研究團隊針對評論進行質化分析，採用Nvivo pro software

，將關注點之開放性評論歸納分類至考試安全性、試場環境、技術問

題、公平性、考試準備與管理等多項議題，並將回覆之評論轉換為正

面或負面感受(詳表2)，大多數反映的關注點多在設備及應試系統操作

熟稔度(設備與軟體不熟悉影響考試結果)、外語考試輸入法鍵盤對照

、考試中發生的偶發事件影響應試權益、打字速度(數位落差)等議題

，茲摘錄其關注點及考試轉型(transforming exams)專案團隊建議處

理方式如下，未來可做為我們推動申論式試題線上應試之參考。 

1.考試安全性 

少數評論認為線上應試有作弊機率，可透過螢幕窺視應考人作

答內容。專案團隊建議可適度安排應考座位或採用隔板等避免窺視

、透過資訊科技或者隨機派送試題及選項等方式提高防弊機制。 

2.考試環境  

少數評論對打字聲音影響考試、桌椅高度影響長時間作答提出

負面評價；專案團隊建議在大型或迴聲場地施測時，應採防噪音措

施、或允許應考人使用耳塞。 

3.技術問題 

部分評論提及不熟悉應試系統與工具、設備故障致作答資料損

失、軟體錯誤致影響作答、電力快速下降等；專案團隊建議提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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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環境供演練、增加備份和自動儲存機制、妥善規劃電力供應策略

等因應措施；另若屬非應考人因素致影響考試權益者，應適度補足

應試時間。 

4.紙筆測驗與線上應試之交戰 

部分應考人認為紙筆測驗具較佳構思模式、電腦未能簡易地繪

製流程圖、線上應試無法摘記重點；部分應考人卻認為線上應試打

字方式可讓想法更有組織地表達；專案團隊建議熟能生巧！讓應考

人在擬真情境下多加練習線上應試，降低推動障礙；另考試時可提

供稿紙供線上應試應考人先於紙上構思、或在稿紙上摘記重點。 

表1 參與試測之學校與課程主題 

Monash 
University 

• Business Statistics 
• Chinese online media (‘Robust’ online). 

(2018) 
• Geography x 3 classes [Monash college 2016] 
• Globalisation x 4 classes [Monash college 

2017] 
• Language Translation (some NAATI) 
• Introductory Chinese language (offline, 

Spreadsheet used as a form)  
•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Robust’ online). 

(2018)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 French language translation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 Knowledge Management Principles (IT)  
• Ethics and Social Issues (IT)  
• IT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asmania 

• ICT in Education (post-paper exams) 
•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Macquarie 
University 

• ICT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 Air power (ADFA)  

Edith Cowan 
University 

• Teaching Introductory Computer Programming 
• OHS for trade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Science & Math for secondary teaching  



圖6 澳洲線上應試體驗彙整統計數據

表2體驗後各議題之正面或負面感受

5.考試準備程序 

部分論述提及安裝設定複雜且耗時

始即提供線上應試相關操作程序

分準備時間，並提早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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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線上應試體驗彙整統計數據 
 

體驗後各議題之正面或負面感受 

部分論述提及安裝設定複雜且耗時；專案團隊建議應在學期開

始即提供線上應試相關操作程序、要求及相關說明，

並提早演練。

 
 

 

 

專案團隊建議應在學期開

，讓應考人有充



附件 4：資訊設備廠牌型號開機熱鍵及支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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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設備廠牌型號開機熱鍵及支援方式(Windows (Windows 作業系統) 



附件 5：紐西蘭學習成果國家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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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學習成果國家認證(NCEA)計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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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紐西蘭線上應試首次上線應試科目列表 

 

黃底標示之應試科目採雙軌應試(線上應試＋紙筆測驗) 

餘應試科目採紙筆測驗 

 



附件 7：紐西蘭線上應試

(1)作答介面與考試流程

由老師或者是監考人員提供應考人線上應試之網站連結

應考人開啟瀏覽器，

將請應考人輸入帳號跟密碼

證(詳圖13，帳號為學生之

登入後，學生須詳閱螢幕上考試相關資訊

成就標準(Achievement Standard))

閱讀試場規則，並按

監考老師將提供應考人啟動該節考試之密碼

輸入該啟動密碼後，

考試開始後，呈現應試畫面首頁

 help icon 可查閱各項功能說明

 詳列須評鑑之成就標準

答情形(完成與否

(Achievement Standard)

 考試倒數計時時鐘

 暫停考試按鈕(暫停後考試時間並不因此延長

 放大與縮小(zoom in / zoom out) 

 當應考人嘗試交卷時

Standard)答題狀況

圖7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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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作答介面與考試操作步驟

作答介面與考試流程 

由老師或者是監考人員提供應考人線上應試之網站連結

，連結上述網站連結(URL)，線上應試登入畫面

將請應考人輸入帳號跟密碼(詳圖7)。登入帳號與密碼列印在入場

帳號為學生之NSN)。 

學生須詳閱螢幕上考試相關資訊(如本次考試需要評測的

(Achievement Standard))，再按Next鍵(詳

並按Accept鍵。 

監考老師將提供應考人啟動該節考試之密碼(start Code) 

，再按 begin exam(詳圖9) 。 

呈現應試畫面首頁(home screen，詳圖

可查閱各項功能說明。 

詳列須評鑑之成就標準(Achievement Standard)、

完成與否)、是否標記等。本範例計有三個成就標準

(Achievement Standard)。 

考試倒數計時時鐘(可隱藏)。 

暫停後考試時間並不因此延長) 。

(zoom in / zoom out) 。 

當應考人嘗試交卷時，將顯示各項成就標準

答題狀況，黃色表已答，綠色表未答(詳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作答介面與考試操作步驟 

由老師或者是監考人員提供應考人線上應試之網站連結(URL)。 

線上應試登入畫面

登入帳號與密碼列印在入場

如本次考試需要評測的

詳圖8)。 

(start Code) 。 

圖10)，包含： 

、評閱標準、作

本範例計有三個成就標準

。 

將顯示各項成就標準(Achievement 

詳圖11)。 

 
 1 



圖8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圖9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圖10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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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3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2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4 



圖11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當再次確認交卷後，

圖12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2)入場證(admission slip)

考試必須攜帶入場證

入場證詳列學生參與是次學習成果國家認證

有成就標準(Achievement Standard)

，應考人須事前確認入場證所有明細資料皆正確

學校修正。應考人若遺失入場證

人員簽名。若應考人已報名採線上應試

若遺忘登入帳號密碼

若應考人事前未報名線上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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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即出現考試結束畫面(詳圖12)。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admission slip)與帳號密碼 

考試必須攜帶入場證，並將入場證正面朝上置於桌上

入場證詳列學生參與是次學習成果國家認證 (NCEA)

(Achievement Standard)及線上應試之登入帳號與密碼

應考人須事前確認入場證所有明細資料皆正確，若有

應考人若遺失入場證，須於考前請學校補發

若應考人已報名採線上應試，惟未攜帶入場證

若遺忘登入帳號密碼，可由監場人員提供備用資料登入應試系統

若應考人事前未報名線上應試，則僅可採紙筆測驗。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5 

。 

學習成果國家認證線上應試考試畫面 6 

並將入場證正面朝上置於桌上。 

(NCEA)所需作答之所

及線上應試之登入帳號與密碼

若有錯誤，須請

須於考前請學校補發，且需權責

惟未攜帶入場證，應試時

可由監場人員提供備用資料登入應試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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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入場證範例圖 

(3)考試安全性由應試軟體控制 

當應考人點擊瀏覽器以外之視窗，將會出現鎖定螢幕之警告視窗(

詳圖14)，須於出現該視窗15秒內，點選解除鎖定之連結，以回到

應試系統；若超過時間，則需請求監考人員協助處理。 

 

 
圖14安全性管控警示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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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支援題型示例 

 

圖15拖拉配對題型示例圖 

 
圖16 填充、簡答題型示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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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簡答、申論(簡易文書編輯) 題型示例圖 

 
圖18 選擇(下拉式選單) 題型示例圖 

 
圖19 選擇(點選) 題型示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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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紐西蘭線上應試工具規格需求 

線上應試(NECA online)之應試工具可採桌上型電腦與攜帶型設

備，並將依據各校應考人自備設備(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策略，保留多元應試工具之彈性。學生若依學校政策自備設備應試，

則須符合下列規格，並事前設定及測試該設備。 

設備規格：大多數的桌上型與手提式設備可相容，可支援chromebook

；另不建議Netbook，因為螢幕太小、處理速度過慢；iPad或觸控式

螢幕可攜式設備因有安全疑慮而不可採用。 

作業系統支援Microsoft Windows 7/ 8.1/ 10+、Apple Mac OS 10.13+

、Chrome OS。 

瀏覽器僅支援Google Chrome 70(含以上)、Firefox59(含以上)、

Safari (Mac)11(含以上)，不支援IE與Microsoft Edge。 

資訊設備設定：取消通知、螢幕保護程式與自動更新；解析度至少 

1200 x 800 pixels。 

自備設備須充分充電並可支援考試期間電力，需自我檢核未感染病

毒，學生應熟悉自備設備並定期在課堂中學習使用。 



附件 10：紐西蘭線上應試
表3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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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 3 年問卷調查統計資料
3 2016年問卷調查統計資料 

4 2017年問卷調查統計資料 

 
 
 

年問卷調查統計資料 

 

 



表5

鑑於線上應試系統功能及施測狀況前後有所調整

(Trial)與預試(Pilot)

； 2017、2018年系統功能漸趨一致

(Pilot)問卷內容皆相同

經表3得知，2016年遇到一些偶發事件

年應考人對線上正向使用經驗在試測

(Digital Pilot)約93%

2017年線上應試之正向使用經驗

增加至80%、預試(Digital Pilot)

用經驗有一些差距，推估係體驗試測

與，而預試(Digital Pilot)

試(Digital Pilot)者正向感受較佳

至於2018年線上應試之正向使用經驗

Trial)與預試(Digital Pilot)

遍接受特定體驗科目(純文字作答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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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年問卷調查統計資料 

鑑於線上應試系統功能及施測狀況前後有所調整，

(Pilot)使用兩種問卷，另2017年亦修正問卷調查內容

年系統功能漸趨一致，爰此2年試測

問卷內容皆相同。 

年遇到一些偶發事件，影響問卷調查結果

年應考人對線上正向使用經驗在試測(Digital Trial)

93%。 

年線上應試之正向使用經驗(詳表4)，試測(Digital Trial)

(Digital Pilot)增加至98%，同一年兩種體驗正向使

推估係體驗試測(Digital Trial)人員多屬首次參

(Digital Pilot)則設限須具線上應試試測經驗

者正向感受較佳。 

年線上應試之正向使用經驗(表5)，

(Digital Pilot)皆高達95%以上(含)，足見應考人已普

純文字作答科目)之線上作答應試介面

 

，故2016年試測

年亦修正問卷調查內容

年試測(Trial)與預試

影響問卷調查結果，故2016

(Digital Trial)僅64%、而預試

(Digital Trial)

同一年兩種體驗正向使

人員多屬首次參

則設限須具線上應試試測經驗，爰採用預

，試測(Digital 

足見應考人已普

之線上作答應試介面。



附件 11：紐西蘭線上應試
表6 2017

2017年試測(Digital Trial)

上，有26%的應考人覺得數位考試更花費時間

意"相較於紙筆測驗，較喜歡數位考試

目細部資料 (詳表6)，

作答之科目(如英文)及具繪圖

)，並歸納出若為申論式試題純文字

Classics, Business Studies and Language subjects, e.g. French 

and Spanish)，應考人有正向的回應

等科目(如Geography, Economics, Science)

階段客觀數據之分析結果

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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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 2017 年問卷調查重大發現
2017年問卷調查統計資料(細部分析

(Digital Trial)中，在"數位考試花費較少時間

的應考人覺得數位考試更花費時間；此外，

較喜歡數位考試"(詳表4)，經詳細分析各應試科

，發現2017年體驗的科目範圍廣泛

及具繪圖、公式等特徵屬性之科目

並歸納出若為申論式試題純文字作答之科目(如English, History, 

Classics, Business Studies and Language subjects, e.g. French 

應考人有正向的回應，但若作答內容包含繪圖

Geography, Economics, Science)，應考人的反應較差

階段客觀數據之分析結果，對於線上應試(NCEA online)

年問卷調查重大發現 
細部分析) 

 

數位考試花費較少時間"項目

，僅61%應考人同

經詳細分析各應試科

年體驗的科目範圍廣泛，包含純文字

公式等特徵屬性之科目(如科學、經濟

English, History, 

Classics, Business Studies and Language subjects, e.g. French 

但若作答內容包含繪圖、公式

應考人的反應較差。此

(NCEA online)之推動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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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非純文字作答工具有用性與好用
性分析 

 

經2018年實測，多樣非純文字作答應試工具未獲得大多數應考人

正面肯定，如27%應考人覺得公式編輯器對作答沒有幫助、39%應考人

覺得繪圖工具對作答沒有幫助；此外，針對前開兩種工具，應考人認

知好用與不好用之比率不分軒輊，至於旁氏表與語音動畫應考人正向

感受亦不如純文字作答。 

2018年開放式填答內容中，應考人提出相較於紙筆測驗，使用繪

圖工具與公式編輯器操作不易，導致作答困難、更耗費時間。此外搭

配這些非純文字作答工具時，電腦會有延遲、無反應、拖拉元件時反

應速度慢等問題，且無法整體概觀作答內容，必須捲動螢幕方可查看

。至於多媒體動畫雖然可以幫助了解題意，但並非考試中最重要的項

目。惟打字速度快有利作答、可隨時修正文字並保持作答內容乾淨整

潔為其優點，這點，與純文字作答大多數的統計回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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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紐西蘭線上應試(NCEA online)2017 年開放式問卷可參採項目 
科目 喜歡線上應試之說明 不喜歡線上應試之說明 

Business 
Studies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考試架構 

影音檔無法播放 
影音內容不相關 

Classical 
Studies  

可由鍵盤輸入 須由鍵盤輸入 

Economics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繪圖工具 

鍵盤輸入產生噪音 
繪圖工具 
可能作弊 
影音檔 

English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電腦計時、數字計數、拼字
檢查等工具 

可能作弊 
網路與設備故障 
無法打草稿 
眼睛疲勞 
作答結果無法完全儲存 

French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聲音由學生控制 

耳機 

Geography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無法繪圖說明想法 
視窗捲動影響瀏覽之問題 
打字速度太慢 

Health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考試架構 

鍵盤輸入產生噪音 
可能作弊 
較喜觀紙筆測驗 
視窗捲動影響瀏覽之問題 

History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影音資料 

無法摘記重點 
鍵盤輸入產生噪音 
可能作弊 
無法打草稿 
限制影音觀看次數 

Media Studies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網路連線 
鍵盤輸入產生噪音 

Physics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需要捲動螢幕查看公式 
紙筆測驗較容易 

Science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電腦計時工具 

須來回捲動視窗 
使用滑鼠與鍵盤輸入公式 
無法手寫輸入 
數位化考試的準備還不夠 
字體大小 
鍵盤輸入產生噪音 

Spanish  聲音由學生控制 
可由鍵盤輸入與編輯 
較手寫速度快 

網路與設備故障 
無法摘記重點與隨記 

 



64 

附錄：參訪剪影 

 

 

 

 

 

 

 

 

 

 

 

 

 

 

 

 

 

 

 

 

 

 

 

 

 

 

 

本部許政務次長舒翔與澳洲建築師認證委員會由執行長 Kate Doyle(CEO)及註冊員

Dr.Kirsten Orr(Registrar)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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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許政務次長舒翔、黃司長慶章、楊管理師淑如、雪梨辦事處邱副組長亞屏與

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教授 Dr. Mathew Hillier 合影。 

 

 

 

 

 

 

 

 



66 

 

 

 

 

 

 

 

 

 

 

 

 

 

 

 

 

 

 

 

 

 

 

 

 

 

 

 

 

 

本部許政務次長舒翔致贈新南威爾斯州教育廳代表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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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與雪梨辦事處邱副組長亞屏、澳洲會計師公會代表合影 

本部許政務次長舒翔、黃司長慶章、駐紐西蘭代表處陳克明大使與紐西蘭建築

師協會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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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與駐紐西蘭代表處陳克明大使、吳副代表體金與紐西蘭特許會計師協會

代表合影 

 

參訪團與駐紐西蘭代表處陳克明大使、吳副代表體金、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經

理 Brett Williams(General Manager)及註冊員 Peter Lourie(Rigistrar)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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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與駐紐西蘭代表處吳副代表體金、紐西蘭學歷資格審議局執行長 Karen O. 

Poutasi (Dr) (Chief Executive)、數位評鑑轉型副執行長 Andrea Gray (Deputy Chief 

Executive)及相關人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