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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參加源起 

人才為國家發展之本，先進國家在提升國家競爭力的過程

中，特別重視人才的養成、人才的選拔、人才的在職訓練以及人才

是否符合職場的專業需求，此即考選部所重視的教、考、訓、用合

一的政策重點。本部依法辦理各項公務人員暨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

考試，其主要任務在甄選各類專業人才與常任文官進入各類專門領

域與政府部門，為一般民眾提供服務。欲有效達成前項目標，則需

善用有效評量工具與評量方法，以選出優秀適任之人才。我國的國

家考試大多採取筆試作為評量工具，大多偏向「分科成就測驗」，

但以應試科目作為主要評量效標的作法，仍有可討論之處，尤其依

據應試科目所命擬之試題，是否可有效區辨應考人的核心職能，而

核心職能是否又能完全符合用人機關的需求，均值得進一步探討。

測驗工具有選擇決定與安置決定的功能，爰此，不斷提升測驗工具

的信度與效度以及採用多元評量方法應是考選部的施政主軸。他山

之石，可以攻錯，先進國家發展科學化測驗工具的經驗，考量我國

的文化適應性後，應有助改進我國人才考選與精進評量方法。 

國際測驗委員會（International Test Commision）係由各

國心理學會、測驗委員會及相關測驗機構所組成的非營利組織，主

要功能在於推廣及評估測驗政策之制定、研發與實施。該會成立於

1978 年，總部設在英國，目前有 20 個正式會員（國家及專業心理

協會）與 46 個副會員（研究機構、測驗出版商與其他測驗委員會）

和超過 150 位個人會員（學生及從事測驗工作之個人）。約在 10

多年前，開始在世界各國輪流舉辦年會，每兩年辦理一次，提供國

際性的平台，讓各國學者發表其研究成果，也提供發展測驗之公司

介紹研發之測驗工具的機會。 

本部為強化國際參與及吸取先進國家發展測驗工具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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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7 年 10 月以副會員身分加入該會，並自 2008 年第 6 屆年會

開始派員參加，藉以了解國際測驗發展趨勢，促進測驗科學及其應

用之交流與合作。2010 年國際測驗委員會年會於香港中文大學舉

行，除有歐、美國國家測驗學者參與外，亞洲各國如新加坡、日本、

香港、中國大陸、印尼、菲律賓均有學者前往發表論文，國內學者

與研究生參與者也不在少數。會中的論文發表以及各種公開場合或

私下之討論，對我國國家考試評量方法、效度之提升與電腦化測驗

的發展，也激盪出一些想法與改進措施。本報告謹就參加本次年會

所見所聞，選擇部分與我國國家考試有關之重要主題，除說明其主

要內容外，並提出心得與建議，以作為未來改進國家考試測驗工具

與評量方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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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程紀要 

                    會議行程表 

日期 時間、交通資訊地點 會議及活動 

7/17 

（六）

10:20 長榮航空

BR867 

12:00 

台北至 

   香港 

         啟程 

下午赴香港商務書局購置

考試試題彙編  

7/18

（日）

9:00-12:30 

13:30-17:00 

香港中文

大學 

參加測驗工作坊 

 

7/19 

（一）

9:00-12:30 

13:30-17:00 

香港中文

大學 

1.報到暨開幕式 

2.各場次研討會 

7/20 

（二）

9:00-12:30 

13:30-17:00 

香港中文

大學 

各場次專題研討會 

7/21 

（三）

9:00-13:30 

19:20 長榮航空

BR870 

21:00 

香港 

至 

台北 

1.各場次專題研討會 

2.閉幕 

    2010 年國際測驗委員會年會因在香港舉行，在經費允許的情

況下，由本部試題研究中心黃科長立賢與資訊管理處余分析師慶杉

共同前往參與，除於會議召開前參加「測驗工作坊」外，因大會發

表之研究論文超過 200 篇，專題演講也超過 30 場，僅能選擇與本

部業務有關之議題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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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0 年國際測驗委員會年會紀要 

2010 年第七屆國際測驗委員會年會於 7 月 18 日至 21 日於香

港中文大學舉行，這是年會首度離開歐洲到亞洲首度舉辦，計有超

過 40 個國家及 400 位學者、測驗公司人員和政府機構代表參加，

活動內容分為兩部分，一為 8 場次的「測驗工作坊」，本部人員選

擇參加之場次為「不同試題功能與偏誤-探討其概念、方法與應

用」、「國際測驗委員會的測驗品管準則-計分、試題分析與測驗分

數的報告」；二為專題研討會，進行的形式包括專題演講、論文發

表與研討、海報展示與詢答。本次年會的主題為「全球經濟架構下

測驗和評量發展的挑戰與機會」（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esting and Assessment in a Globalized Economy），會議共

有五項議題如下： 

（一） 國際性測驗的心理量與測驗理論發展。 

（二） 本土、第二語言和跨國的測驗發展。 

（三） 利用科技精進測驗實施與資料管理。 

（四） 跨國測驗的發展的政策、倫理、專業技術和訓練。 

（五） 跨國測驗發展的安全性和隱密性。 

    在短短三天會議中，探討的主題相當廣泛，無論是專題演講或

是論文研討會，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們注意，尤其是各種測

驗科學化的研究進展與測驗「效度」的提升。唯因國情不同，國外

編製測驗通常有大型測驗公司的介入，測驗學者則負責開發與評估

使用成效，我國則由政府機關辦理，僅有少部分引進測驗學者進行

研究。爰此，在赴港參與會議之前，先依大會所提供之參考資料，

選擇與本部辦理業務有關之場次，若有疑問處則與該場次主講人討

論或索取詳細之資料。本研究報告分為國際測驗委員會「測驗品管

準則」、多元評量方法的發展、測驗的安全與資料的隱私、電腦適

性化測之議題與應用，說明其研究內容與發展趨勢，並提出相關結

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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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測驗委員會「測驗品管準則」 

    國際測驗委員會自1994年開始，為了控制測驗品質的一致性，即

努力於建立一套跨文化、語言可以適用的「測驗品管準則」（Guidelines 

for Test Use），目的在確保測驗計分、分析和分數報告的品質控制

（ITC，2000）。發展的主要原因，第一在於有許多國家已有專業性的

心理計量組織與人員，有些國家則否，必須藉由一個完整的機制，在

測驗的編製與使用上控制其品質；其次，目前紙本與網路普遍使用的

測驗工具經常違反測驗的使用倫理與隱密性；第三，許多不同的國家

為因應勞動力需求增加，發展職業性向測驗領域，希望在不同執業領

域選去具有發展潛力的工作者；第四，近年來的網路使用改變了職業

測驗的施測與計分方式，同時影響管理測驗的標準化流程與隱密性。

經過10多年的發展，測驗品管準則的建立已經較為完整（Allalouf，

2010），以下分別就一、準則內容介紹、二、一般性的準則、三、工

作準則的步驟加以說明之： 

一、準則內容介紹 

（一）目標 

    在測驗發展的開始、管理、行政上的應用、計分、測驗分

析、測驗解釋與報告，「正確性」是最基本的要素。從錯誤答案

所導致的計分錯誤，原始分數轉化為標準分數的錯誤、藉由電

腦計分所得到的測驗分數錯誤、突發性的對於應考人分數紀錄

錯誤，此類情形都不應該發生。在編製測驗或使用過程中，在

不同階段有關的人或組織，都有責任保持測驗的標準化與專業

性，例如用人單位、心理計量組織、學術機構、政府機關。測

驗的專業使用者應該能夠了解及預測測驗編製與運用的每一階

段中，可能發生的錯誤樣態，除了能偵測錯誤外，更能避免錯

誤的發生。測驗的專業使用人士若能具備測驗品質控制的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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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將能確保測驗的正確性。 

   （二）測驗品管準則運用的對象 

          測驗品管準則目的在於確保測專業性與正確性，尤其在測

驗發展的每個階段都應依準則進行各項工作，各階段包括： 

1. 測驗的管理。 

2. 測驗的計分。 

3.編製試題和試題分析（包括試題標準化和等化）。 

4.測驗解釋。 

5.分數結果的報告以及提供給測驗採用者或編製者。 

6.對測驗使用者進行訓練和督導。 

7.設計電腦化資料管理系統處理測驗資料。 

8.制定測驗使用的政策（包括立法者熟悉測驗的運用規則）。 

9.測驗的出版。 

        測驗品管準則對於上列的事項著墨甚多，不但吸收了許多測

驗實務上的經驗，同時也參照許多測驗評量實證研究的成果。 

  （三）測驗品管準則的必要性與測驗常犯的錯誤 

        無論是心理能力測驗、學習成就測驗或是職業性向測驗，在

測驗與評量的計分、分析與報告領域中發生錯誤，都是非常嚴重

的問題。譬如說，假如有極大比例的計分錯誤，除降低測驗信度

外，預測效度也同時偏低。在某些實例中發現，人格測驗計分錯

誤會導致測驗受試者被認為偏離常態，具有變態行為；職業性向

或學科能力考試的錯誤計分，常會造成具有具有能力的應考人落

榜，或導致入學考試的錯誤安置。錯誤的計分也常常會誤導各種

教育計畫的介入，或導致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證照考試錯誤的發

照。總之，測驗中發生各種錯誤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可能會導致

公共利益的損害，以及一般應考人對舉辦考試的信賴度，或者導

致法律上的爭訟，以及錯誤用人以後仍需重新聘用具有能力的工

作者，造成用人機關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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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驗品管準則的範圍 

      測驗品管準則涵蓋大規模測驗使用機構與多種試題型式（例如

選擇題、實作評量、結構性和非結構性的口試、評估團體活動的

表現）。另外在使用目的上也相當多元，例如對於教育上的目的或

是職業性向能力的評估。測驗品管準則對於「個人化的測驗」或

「團體化測驗」都有相當明確的規定，同時有廣泛的應用性，無

論是能力測驗、成就測驗、性向測驗、臨床上的診斷測驗都具有

實用性。 

      測驗品管準則適用於任何形式的測驗管理，例如紙筆測驗、電

腦測驗（網路測驗或電腦單機測驗）或其他模式的測驗。而有效

的品管準則應用在測驗計分、分析與報告中，並需有需同時考量

測驗的建構效度、信度與結果的預測度上。分配各項資源在測驗

品質的管是一種負責任與提升公平性的做法，也是各項工作領域

重要的倫理規範。 

（五）來自於其他專業領域的實例 

    品質管控流程常運用在其他專業領域中，每一種品管流程都有

其獨特性，學習其他專業領域的經驗有助於測驗評量領域品管流程

的建立，例如工程、飛行、電腦軟體和醫藥領域。與醫學有關的領

域，常常會注意到發生在醫院的錯誤，將這些錯誤修正，成為有貢

獻的方式。例如藥品的保存過程不適當、醫療處置的不恰當、新式

醫療器材的操作失誤、有瑕疵的溝通、不良的團隊合作和缺乏清楚

的安全政策。前述原則同理可證，測驗錯誤的產生，可轉換為考試

試題的存取過程發生錯誤，或是測驗分析與解釋的錯誤。 

（六）測驗品管準則的架構 

1.一般性的準則：優先考量測驗的計分、試題分析與分數的報告。 

2.品管準則的各項步驟：每一項步驟的指南（step-by step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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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性的準則 

（一）確認目前正在使用的品管標準 

1.若有必要的話，決定目前在測驗中使用品管準則，形成測

驗品管的必要性程序，同時回顧、更新和監控目前的準則

是否合宜，而且不時地作例行性的檢查。 

2.在管理測驗時，確認在測驗的每一個步驟確認其適當的標

準。 

3.當處理一個新測驗時，必須執行一個詳細的計分、分析與

報告的查核過程，同時確認現有的標準涵蓋所有過程。 

4.定期更新與修正品管的準則。 

5.在發展一個新式測驗時，建立明確的具體的測驗品管準則。 

（二）對於所有參與測驗過程所有的人基本的準備與共識 

1.測驗發展與應用過程中，每一個環節所參與的人都應對所

負責任取得共識。 

2.決定與陳述各種測驗的使用目的，例如篩選的目的、測驗

成就的目的或是研究的目的。 

3.建立測驗使用者或團隊最佳的溝通方式，例如傳達相關訊

息從一個團隊到另一個團隊；或是傳達詳細的描述從測驗

發展團隊到測驗分析團隊。 

4.關於測驗的過程，應與受試者建立良好的溝通管道。 

5.決定或測量資料的方法，例如紙筆測驗藉由光學讀卡機或

掃描器獲得作答資料，電腦化測驗用透過電子化的管道讀

取資料。 

6.測驗具有決定的功能，但是需確認各種分測驗（subtests）

的權重與分數所代表的意義。 

7.對於測驗計分規則取得共識，也就是對正確或錯誤答案在

數量上都有精確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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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選擇計分表和決定量表分數的範圍。 

9.決定如何處理未回答的資料是相當困難的，例如應考人有

些試題未作答、測驗評估者忘記對特殊考生作特別評量，

因為重新進行評量是不可能的。 

10.若進行不同測驗的等化與分數比較，則需界定和描述等化

的設計和方法。 

11.對於應考人與測驗單位而言，分數所代表的意義、分數的

分布應該呈現至何種程度，是值得討論的議題。 

12.在目前法律的規定下，決定應考人測驗的結果，那些測驗

機構應該承擔後續的處理與保管工作。 

（三）測驗的資源 

1.確認有足夠的資源能夠應付測驗計分、分析與報告所需。 

2.檢查每一種資源的備份，例如測驗專家不能作等化工作，

誰可以替代？或是測驗題答案卡光學讀卡機故障，如何解

決讀卡之問題？ 

3.假如測驗的運用者在未預期的情況下缺席，緊急的備選方

案應立刻啟動。 

4.決定時間資源的需要性，建立測驗計分、分析與報告的時

間表建立每一個步驟所需的確切期限是可行的。 

5.決定電腦和網路資源的需要性，例如個人電腦數、維持的

系統、硬碟的容量、伺服器的空間、網路頻寬等。 

（四）利害相關人的需求和期望 

  應考人注意應試的過程是否符合他們的需求和期望，尤其

是分數等化的過程以及取得分數報告所需的時間。前項需求和期

望，介於測驗利害相關人事之間，應該是合理與交互溝通的。有

關進一步利害相關人的需求和期望說明如下： 

1.利害相關人之間，如測驗編製銷售者、測驗使用者（應考

人）以及測驗結果應用者之間形成一個適當的契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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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發生問題時，對於解決方案達成共識，例如選擇題產生

答案的爭議或是應考人在作答過程中遭到吵雜環境的影

響。 

3.對於單一選擇題，事先原本設定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經過

考試後卻產生超過一個以上的正確答案，都需要建立標準

的處理流程或是避免此類問題的發生頻率。 

4.在已經完成計分程序後，卻發生試題的錯誤，需建立此類

錯誤的處理程序。 

5.提供應考人對於所公布之試題與答案挑戰更正的機會。 

（六）專業的工作人員和工作氣氛 

    假使測驗的編製與應用過程對於專業的團隊是相當重要

的，對於新雇用的測驗專業人員除了其專業性考量，維持組織氣

氛和諧也相當重要。 

1.確認測驗計分、等化和報告的專業人員具備不可或缺的知

能。 

2.免給予個人工作表現的速度的額外壓力。 

3.避免過多的額外加班。 

4.嘗試在測驗的編製、使用和報告的過程中，創造穩定、放

鬆，又能避免產生錯誤的組織氣氛。 

（七）證明及報告錯誤 

1.發現錯誤的方法，可以在測驗進行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

使用標準化的檢查表，確認在每一個階段產生錯誤時應負

責的工作成員。 

2.發現每一個階段錯誤發生的原因與本質，並採取有效的處

理測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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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準則的步驟 

（一）測驗結果的報告設計 

對於測驗機構或是應考人只給予測驗分數是不夠的，適當的

測驗分數解釋是非常重要的。測驗的發展、計分和分析階段都應

將最後的結果產出納入考量，在測驗發展之初，就要確認分數的

報告能夠使應考人充分了解其意義。因此，不同面向的分數解釋

在一開始就要被提出，除了單一分數外，其餘從原始分數所衍生

的其他量化數據所代表的意義都應解釋清楚。 

（二）資料背景 

背景資料在品質控制上的應用有幾項目的，確認應考人的特

質、解釋未預期的結果、為了等化的目的建立適配的比較團體，

以下介紹各步驟： 

1.假如法定的程序允許，蒐集各項背景資料，例如性別、種族、

教育程度、過去測驗的分數。 

2.在報名參加考試之前，就應透過個人填寫或電子化的方式蒐集

個人背景資料。 

    3.系統性且周期性的檢查應考人歷次報名及作答的歷史性資料 

  ，同時注意到應考人重複接受測驗後作答資料的不一致性。 

4.在背景資料與分數之間進行研究以了解其相關，例如應考人的

年齡是否與取得測驗高分有關。假如某一測驗證明年紀較大之

應考表現顯然會高於年較輕的應考人，當測驗進行發生相反的

結果，即年紀輕的應考人成績優於年紀大的應考人，計分過程

則需檢現是否發生錯誤。 

（三）計分 

所有應考人辛苦的作答應該以電子化的方式存檔，而且每一

位應考人的答案都有足以辨認的編碼，紙本或電子化存檔的應考

人作答資料均應有法定的保存期限，以應付專業與法律爭訟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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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1.紙筆測驗的作答資料需留存數年，年限長短則依照每個國家

的法律規定。 

2.關於電子化的儲存，需使用不斷電系統與備用電池或其他科

技的方法，而且這些科技的技術不能造成資料的損害。 

3.使用掃描器時，應該定期的調整準確度，同時建立操作手冊。 

4.建立嚴格確認應考人身分的系統，例如身分證號碼重複出

現，或通過測驗後仍重複報考。 

5.所有的資料應該被安全的保存，同時資料可分開保存，例如

一種是歷史性的應考人背景資料，一種是與應考人身分對應

的作答資料。 

測驗資料在資料庫中應妥善的運用及儲存，應考人的答案通

常以原始分數的方數計算，「古典測驗理論」通常只以正確或錯

誤的答案作為計算原始分數的依據，但猜測率未被估計，部分試

題的權重通常也未特別計算。「試題反應理論」關心的是潛在能

力，利用 θ值或潛在分數表示應考人得分狀況，應考人得分情形

常會因為許多不同類型的錯誤受到影響，尤其一些錯誤導致偏低

的得分，使用下列的方法可避免錯誤： 

1.以描述性統計比較測驗常模的分數與樣本分數的範圍，若

對應考人樣本進行統計分析時，需察覺應考人能力的內在

變異，同時大規模的樣本應特別注意潛在能力的估計。 

2.再度審視極端分數（極高分與極低分），有可能在獲得資

料之初就產生錯誤。 

3.檢視其他不適合的指標。 

4.若測驗當中有子科目或是分測驗，需進一步了解應考人再

這些科目或分測驗中的差異。 

5.檢查試題的統計特徵，從試題當中去發現試題可能有的疑

義或是試題鑑別度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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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於不同測驗狀況下的應考人給予不同的關注與核對資

料正確性。 

（四）測驗分析 

1.測驗題與開放性測驗的評分分析 

在作為行政決定時，試題分析可提供有關試題特徵的統

計資訊，整體分數的組合結果往往可呈現應考人完整的表

現。除非應考人的樣本過少，否則每一種測驗的試題分析資

料具有參考價值。古典測驗理論的試題分析資料包含難度與

鑑別度，依據反應理論進行的試題品質分析則使用參數估計

來了解測驗使用的模式。除此之外，試題分析可提供信度與

標準誤、平均數與標準差、應考人的成績常態分布和作答反

應。當測驗應考人超過最低人數後，下列程序應該特別注意： 

（1）運用具有可信度的電腦試題分析系統。 

（2）當考試辦理後進行試題品質的分析作業。 

（3）對應考人的成績作結論時需先審視試題品質分析資料。 

（4）進行試題品質分析前，需先行確認答案的正確與否，若

有新的答案均需予以更正。 

2.對於實作測驗、工作樣本、角色扮演與口試進行評分 

鑒於選擇題型的試題被認為客觀與具有可信度，開放性 

題型的試題，例如實作評量、開放性的問卷、工作樣本、角 

色扮演經常都有主觀的成分在內，後者的主觀性高於前者， 

因為開放性題型的試題比選擇題的信度低，包含太多的人惟 

評分及個人經驗因素，但也有許多方法可以使用，降低試題 

計分原有的主觀性，以及改善計分的信度與正確性。 

（1）確認實作測驗、工作樣本的辨認、角色扮演與口試都能

藉由具有專業知識和經驗以及經過訓練取得證書的評

分者負責。 

（2）對於評估開放性試題的評分指南應該是清楚且具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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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3）在進行評分過程前，評分者應接受訓練，使評分者熟悉

評分的各項作業程序。 

（4）開放性的測驗評分，評分者至少應為兩名。 

（5）若使用電腦進行開放性測驗評分時，仍有有一位評分人

員責監控整體的評分過程。 

（6）評分過程中，評分者的評分應是獨立不受干擾的。 

（7）應用統計程序評估信度和評分過程，計算評分者評分的

一致性以及彼此間的差異。 

（8）假如評分者不符測驗舉辦機構的期望，例如評分信度過

低，或與其他評分者的差異過大，除在評分過程中面告

外，未來也無須猶豫的替換其他評分人員。 

（9）發展處理評分不一致的政策，當評分者分數的差異小時，

分數可以被平均；若是差異過大時，有經驗的評分者應該

調整其差異。 

3.等化新的測驗與試題 

  假如分數需要比較，不同測驗間的各項心理計量特徵就需 

要比較，等化又分成前等化和後等化過程，可使用試題難易 

度、量尺方式進行比較。另外可使用試題反應理論中不同的方 

法進行等化。 

（1）如果有非預期性的等化問題發生，例如分數偏低，需先

確認在相同的標準化狀況下，所有測驗的類型與試題都

能夠被處理。 

（2）發展並詳細確認等化的標準程序。 

（3）探討等化程序的基本假設，並確定不同的基本假設是否

導致相類似的結果。 

（4）比較不同應考人背景的分數，假如有任何的不一致性，

需確認原始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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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若要訂定應考人的及格或不及格分數，可將前幾年的分

數應考人的背景和相類似的測驗納入考量。 

4.計算標準分數 

       在許多實例中，標準化後的分數使人更容易了解與應用 

，例如標準九和其他標準分數。參數和轉換後的量表被使 

用來計算標準分數與百分位數，成為成績單中的主要內容。 

（1） 將原始分數作適當的轉換，獲得清晰的的分數表。 

（2） 確認低原始分數與高原始分數轉換成為標準分數的正   

確度。 

（3） 在某些情況下，界定標準分數的最小值與最大值有其必             

要性。 

（4） 比較新測驗與其他測驗的量表與參數，尤其是差異性與   

相似性。 

（5） 計算隨著時間過去，在測驗量表分數間的改變。 

（6） 比較人工計算成績與電腦計算成績的差異。 

（7） 檢查原始分數與標準分數的相關可使用剖面圖呈現。 

5.測驗安全性的檢核 

        如應考人測驗的分數被發現是使用不誠實的方法得到 

，例如作弊，將導致嚴重的後果。但作弊不能在測驗前完全 

被發現與禁止，特別在可獲得高利益測驗中，作弊的誘惑力 

是巨大的。在與應考人作弊的對抗中，可以諮詢律師以及試 

務工作人員，確保試題的安全性與處罰的適用性。以下是一 

些先前的提醒與建議： 

（1）考試進行前座位的安排，特別注意不要將熟識的應考人

的座位安排在附近，可以應考人名字的字母順序隨機安

排。 

（2）雇用可信賴的監考人與例行性的訓練。 

（3）檢查與常理不合或未符預期試題反應型態，例如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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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正確率過低，困難的試題回答正確率也過高。 

（4）確認應考人身份，必須使用照片或生理特徵的確認方法

（例如指紋或瞳孔的掃描）。 

（5）在考試之前獲得應考人手寫的字跡樣本，幫助分辨代考

者。 

（6）分析重複參加考試者的分數差異，藉由統計分析了解差

異的合理性解釋。 

（7）處理作弊的應考人需要使用法律的手段，同時也需事前

制定影響考試公正性的各種偷竊試題或作弊行為處理

的政策。 

（8）使用專屬的隱藏性廚櫃保存測驗的資料和結果。 

（9）使用電腦進行測驗資料的儲存和傳送都需受到限制。 

（五）測驗結果的報告 

        測驗分數公布給應考人和測驗使用者得知時，理想上，

分數應有紙本與電子成績單，網路目前已經成為普遍且標準

的成績報告方法。應考人和測驗使用者必須了解成績單的呈

現方式。 

1.任何拿到成績單的應考人都能對呈現的分數有適當的

了解。 

2.產生電腦化的分數報告有助於拿到成績單的應考人了

解測驗的實際表現。 

3.清楚了解不同分數所產生的意義，也需注意某些子分數

（部分科目分數）可信度不足作出高風險的決定。 

4.使用應考人「焦點團體」、「有聲思考法」、「實驗研究」

與「一對一的訪談」，以協助測驗機構對於分數解釋的

內容與解釋應如何設計。 

5.成績單切忌塗改，如有印刷錯誤就應重新印製。 

6.對於成績單的儲存和轉換分數都應該在電腦上設定密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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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多元評量方法的發展 

    本次年會除探討成就測驗的評量外，其他心理測驗的論文發表也

不在少數，尤其是「人格測驗」與「情緒智力測驗」。非成就測驗的

評量方法在入學考試或就業考試較少使用，以人格測驗而言，人格的

測量涉及人格定義、信度與效度、反應心向與偽裝答案的問題，所使

用的字句對不同人有不同的意義，語意上的差異造成人格測量的困

難。至於 EQ( Emotional Intelligence，稱為情緒智力 )，從廣義

觀之，其意謂個人自我掌握以及人與人之間圓融互動的能力或人格特

質，其涵蓋範圍，譬如如何激勵自己愈挫愈勇 (自我驅策力)；如何

克制衝動與遲延滿足 (自制力)；如何調適情緒，避免因過度沮喪影

響工作能力 (熱忱)；如何設身處地為人著想 (同理心)。以下謹將本

次年會對人格測驗與情緒智力測驗的重要研究與發表結果整理如下： 

一、人格測驗 

（一）如何應用人格測量的五大人格特質 

Costa  ＆  McCrae（1989）所提出的分類法，在 1980年代

Costa＆ McCrae在馬里蘭國際健康組織中對老人現象進行研究，

然後研究發現五種具代表性的人格因素（BIG FIVE）定名為：1.

神經質；2.外向性.3.開放性；4.親和性；5.勤勉正直性，各構面

的定義和特徵的說明如下： 

1.親和性：代表容易相處、溝通且與人合作，舉止行為相當有禮

貌。 

2.勤勉正直：代表自我努力、專心和集中程度。又包含自我要

求、追求卓越、循規蹈矩、謹慎、有責任感等特

質。 

3.外向性：代表自信、主動活潑、喜歡表現、喜好參與熱鬧 

的場合、喜好結交朋友、活潑外向等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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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神經質：代表激起一個人負面情感刺激的強度，得分高者代表

容易緊張、憂鬱、沮喪、情緒化，缺乏安全感。 

    5.經驗開放性：代表一個人對於事實及新奇事務的吸收與好奇程

度，得分高的人代表好奇、富有想像力、喜歡

求新求變的特質。 

     五大人格特質概念，經常被提出運用在成人人格的了解上，

但同時也常有四項爭議，第一，人格特質的測量，「五項」是否

足夠？到目前為止實證性的資料是否足以支持其他特質的形成？

第二，不同人格特質在行為的反應差異性，測驗所使用的試題，

是否足以測出所代表的人格特質？第三，對於預測組織人員的工

作表現，人格特質測驗相當有用，但對於區辨效度與倫理等議題

仍需加以驗證與關注；第四，人格特質測驗跨文化的議題相當重

要，尤其測驗使用在全球化的浪潮下，不同文化下的測驗題目應

有所不同與修正。 

（二）五大人格特質測驗與何倫碼測驗的相關與變異 

特質因素論的假設認為個人特質與工作要求條件假如相互

適配，可找出理想工作生涯。因此又稱適配論。以一組特質或人

格特質來界定不同類型的人，同時也以一組工作上所要求的條件

或資格來界定不同類型的工作。此處所謂的特質指個人的人格特

性，包括：性向，興趣，成就，價值觀和個性等，可經由測驗或

量表等工具加以測得。 

John Holland 的生涯類型論，認為生涯選擇係個人人格在工

作世界中的表露和延伸；人們係在工作選擇和經驗中表達自己，

個人興趣和價值。個人對自我的觀點，與其職業偏好間的一致性，

即構成 Holland 所稱的典型個人風格（金樹人，2009），以圖形表

示可成為何倫碼六角形。何倫類型論典型（Holland Code）個人風

格與典型職業的個人人格個性與適合職業說明如下（江文慈，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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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際型（R）：此類型的人具有順從、坦率、謙虛、自然、堅毅、

實際、有理、害羞、穩健、節儉等特徵。其行為

表現為：（1）喜愛實際操作性質的職業或情境；

（2）以具備實用的能力解決工作或其他方面的

問題；（3）擁有機械和操作的能力，較缺乏人際

關係方面的能力；（4）重視具體的事物或明確的

特性。典型的適合職業為工程師、工程人員、醫

師、醫；事技術人員、農、林、漁、牧相關職業、

機械操作員、一般技術人員。 

2.研究型（I）：此類型的人具有分析、謹慎、判斷、好奇、獨立、

內向、精確、理性、保守、好學、有自信等特徵。

其行為表現為：（1）喜愛研究性質的職業和情

境；（2）以研究方面的能力解決工作及其他方面

的問題；（3）擁有數學和科學方面的能力，但較

缺乏領導才能；（4）重視科學價值。適合的職業

為數學家、科學家、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工程師、

工程研究人員、資訊研究人員。 
3.藝術型（A）：此類型的人具有複雜、想像、衝動、獨立、直覺、

創意、理想化、情緒化、感情豐富、不重秩序、

不符權威、不重實際等特徵。其行為表現為：1.
喜愛藝術性質的職業或情境；2.以藝術方面的能

力解決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問題；3.富有表達能

力、創造能力、擁有藝術、音樂、表演、寫作等

方面的能力；4.重視審美價值與美感經驗。適合

的職業為音樂家、畫家、詩人、作家、舞蹈家、

戲劇演員、導演、藝術教師、美術設計人員。 
4.社會型（S）：此類型的人具有合作、善意、慷慨、助人、仁慈、

負責、善溝通、善解人意、富洞察力、理想主義

等特徵。其行為表現為：（1）喜愛社會性質的職

業或情境；（2）以社交方面的能力解決工作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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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面的問題；（3）具有幫助別人、瞭解別人、

教導別人的能力，但較缺乏機械與科學能力；（4）

重視社會規範與倫理價值。適合的職業為一般教

師、神職人員、輔導諮商人員、社工人員、護理

人員、社會服務工作者。 

5.企業型（E）：此類型的人具有冒險、野心、抱負、樂觀、自信、

有衝勁、追求享樂、精力充沛、善於社交、說服

他人、獲取注意、管理組織等特徵。其行為表現

為：（1）喜愛企業性質的職業或情境；（2.）以

企業方面的能力解決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問題；

（3）具有語言溝通、說服、社交、管理、組織、

領導方面的能力，較缺乏科學能力；（4）重視政

治與經濟上的成就。適合的職業為業務行銷人員 

、企業經理、公關人員、政治人員、律師、法官、

媒體傳播人員、仲介代理人員。 

    6.傳統型（C）：此類型的人具有順從、謹慎、保守、自抑、謙遜、 

規律、堅毅、實際、穩重、重秩序、有效率等特 

徵。其行為表現為：（1）喜愛傳統性質的職業或 

情境；（2）以傳統方面的能力解決工作或其他方 

面的問題；（3）具有文書作業與數字計算方面的 

能力；重視商業和經濟價值。適合的職業為會計 
師、會計人員、總務、出納、銀行行員、行政助 
理編輯、資訊處理人員。 

目前許多職業探索測驗均依據何倫碼與五大人格特質架構發 

展其測驗，許多大規模的跨文化研究調查存在於不同研究組別中的

「不變性」與「差異性」。Neal（2010）的研究發現，分別以何倫

碼與五大人格特質測驗作為研究工具了解其人格內在組型，發現其

差異性甚小，對於預測即行為表現也有極佳的功能，兩項測驗工具

研究結果的相關程度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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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人格特質測驗的選才功能Fruypt（2010）的研究發現過

去十五年來，在工商心理學、人事心理學與組織心理學領域中，

使用五大人格特質的理論架構所發展出來的人格測驗成為一股

潮流。在人格測驗發展出的軌道中，也藉助近年來人格測驗的研

究成果，例如「潛在特質活化理論」、「個人中心途徑」、「特質概

念化光譜」，實務上則蒐集各項職業領域傑出表現者的資料，並

研究其人格特徵為何。 

（四）五大人格特質測驗文化上的差異 

荷蘭的幾位學者 Serlie、Hiemstra、Van  Leeuwen 與 Bazen

等人在本次年會中所發表的論文，旨在討論五大人格特質文化的

差異。在美國與歐洲，工作表現與人格特質已討論甚多，以問卷

為形式的測驗結果在選才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若以不同語言

進行施測，受測團體中可能有少數人員不了解甚至誤解題目的意

義，可能產生各種偏誤，測驗公平性的問題也經常被提起。為了

探究測驗偏誤與公平性的問題，測驗學界近年來使用不同試題測

驗功能統計比較的方式，矯正此種誤差（Different Item 

Functioning ，簡稱 DIF）。目前的研究已著手使用不同 DIF 的方

法檢驗五大人格特質測議的文化偏誤，我們的假設是因種族的文

化差異會導致反映結果的差異。以荷蘭 280 位大四或碩士在學最

後一年的學生作為受試者，以五大人格特質架構所發展的 FFM 人

格測驗作為問卷，受試者分為兩組，一組母語為英文者；一組母

語為荷蘭語，研究結果發現在神經質的人格特質偏誤上約有 5.5

﹪的比例，其他人格特質的測量偏誤並未達顯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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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智力測驗 

「智力」是多年來心理學家關心的議題之一，從最早1905年

的「比西量表」發表至今，已超過百年的歷史。心理學家也隨著

時代的變遷與演進，研發不同評量內涵的「智力測驗」。然而，

最先將「情緒」與智力併在一起討論，提出「情緒智力」概念的

是Salovey與Mayer（1990），他們認為情緒是由社會智力的概念

發展而來，與Gardner在多元智力理論所提及的「人際智力」及「自

知智力」較為類似。所謂「人際智力」是指能夠認知他人的情緒、

性情、動機與慾望，並能夠做適度的反應進而與人交往且和睦相

處的能力；「自知智力」則是自我認知的基礎，係指能夠認識自

己的感覺，認識自己並選擇自己生活方向的能力。情緒智力的概

念提出後，引起眾多心理學家的興趣，在Goleman出版「EQ」一書

後，對於情緒智力的定義、內涵與測驗編製紛紛出現各種相關的

學術研究與討論。 

國內外學者對於情緒智力測驗的內涵與分類眾說紛紜，以下

將先就二十年來國內外重要的情緒智力測驗量表或問卷架構的文

獻加以整理，再將本次國際測驗委員會的研究發表論文加以說明。 

（一）歷年重要的國內外情緒智力測驗量表評量內容 

1.Goleman（1995）的「情緒智力測驗量表」 

      本量表用來測量情緒能力、社會能力與人格特質等，包含認識

他人情緒、自我激勵與處理人際關係等分量表。 

    2.Copper 和 Sawaf（1997）的「情緒智力地圖自我評分版本」 

      本量表包括「情緒智力地圖問卷」、「情緒智力地圖評分方格」

及「情緒智力地圖詮釋指引」等三部分。情緒智力地圖用以了

解與情緒智力相關的各種成分和能力，包含「目前的生活環境」

（生活事件、工作壓力與個人壓力覺察）、「情緒辨別率」（情

緒自覺、情緒表達、對他人情緒的覺察）、「情緒能力」（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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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韌性、人際關係、具建設性的不滿）、「價值觀和信念」

（同情心、人生觀、直覺、信賴範圍、個人力量、誠實）、「情

緒智力成效」（健康狀況、生活品質、人際商數、最佳表現）

等五個構面。 

    3.Simmons（1997）的「情緒智力簡要自我測量表」 

      本量表內容包含十三種主要性格方面的情緒智力類型，分別為

情緒精力、壓力處理、樂觀性、自尊、工作承諾、注意細節、

改變的慾望、勇氣、自我導向、果斷、容忍、考慮他人、社會

傾向。 

    4.Weisinger（1998）的「情緒智力量表」 

      本工具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協助受試者評定情緒智力的能

力，內容包括自我能力（自我覺察、管理情緒、與自我激勵）

和人際能力（與人相處良好、情緒教導）；第二部分是受試者

自己檢查在問卷上的回答，了解本身的優點和需要改善的地方 

；第三部分是利用四周時間練習與觀察本身情緒智力方面的技

能，再重新作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練習，註記出與之前差異

之處，發現自己進步的情形。 

    5.Mayer、Caruso 和 Salovery（1999）的「多因素情緒智力量表」 

      本問卷包含十二個量表，由「情緒界定」、「情緒使用」、「情緒

了解」、及「情緒管理」等四大構念組成，情緒界定係指用來

知覺與辨識各種不同刺激的情緒內涵，計有情緒臉譜測驗、心

情音樂測驗、圖片設計測驗、情境故事測驗；情緒使用係指情

緒同化與情緒使用的能力，計有感覺調和測驗與感覺偏誤測驗 

；情緒了解係指理解情緒表達的能力，計有複雜情緒測驗與相

對情緒測驗；情緒管理係指管理情緒的能力，計有他人情緒管

理測驗與自己情緒管理測驗。 

    6.王春展（199）的「兒童情緒思維智力量表」 

      參酌相關情緒智力理論編製，包含「自我情緒智力」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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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智力」兩層面，每一層面又分為情緒察覺、了解、推理、

判斷、調節、激勵與反省等七個成分。 

7.江文慈（1999）的「青少年情緒量表」 

  本量表共分成四個層面，包含（1）「情緒察覺」：能分辨內心

的各種情緒、覺察真實感受的原因、察覺別人的情緒、了解別

人內心的感受；（2）「情緒表達」：適切地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情

緒感受，面對別人的情緒亦能適切因應；（3）「情緒調整」：克

制情緒衝動，特別是在面對人際衝突與憤怒挫折時，能夠使用

一些調整策略改善情緒狀態的強度，以紓解不舒服的情緒或維

持正向的情緒；（4）「情緒運用」：運用情緒訊息來思考、選擇、

計劃或解決問題，從經驗中獲得啟示，提升自我成長。 

8.王財印（2000）的「國中學生情緒測驗智力量表」 

  本量表依據 Mayer 與 Salovery（1997）所修正的情緒智力概

念編製而成，旨在測量國中學生的情緒智力，包含（1）「覺察、

評估及標答情緒」；（2）「激發、產生及促進情緒」；（3）「了解、

分析及運用情緒知識」；（4）「反省、調整及提升情緒知識」等

四個分量表。 

9.王佳玲（2004）的「大學生情緒智力量表」 

  依據 Mayer 與 Salovery（1997）所提的情緒智力構念，將情 

緒智力分為「情緒界定」、「情緒使用」、「情緒了解」與「情緒 

管理」等四種成分。 

（二）香港國際測驗年會情緒智力測驗重要的發展與研究 

自從情緒智力的概念提出後，在實務界與科學界吸引許多的

注意，雖然在實務界相當盛行，但在科學界卻受到許多批評。使

用自陳量表尋求情緒智力特質的途徑，常常缺乏區辨效度；使用

最大表現能力測驗探求情緒智力能力的途徑，在計分與試題內容

上遭到批評，以下有四個有關情緒智力最新的研究方法與發現，

分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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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估中國人情緒智力反應的方法 

    中國學者Wang,Chi-Sum等人（2010）使用四種方法評估情緒智力， 

共計進行十二年，他們認為情緒表達應被視為一種能力而非人格 

的表現。第一種方法是藉由效標關聯效度得到與情緒智力證據； 

第二種方法是使用其他受試者熟悉且經過測試的試題，在法律的 

保護下，藉由問卷施測得到信度與效標關聯效度的證據；第三種 

方法是利用受試者對於預試試題正確與不正確的反應，建構情緒 

智力的正式試題；第四種方法是利用口試或面談蒐集信度與效度 

的證據。 

2.使用多元方法評量情緒智力的研究與發展 

  有兩種評量情緒智力的方法經常使用，第一種即所謂的「情境判

斷測驗」（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 ），利用編製完成的劇

本評量個人遇到特殊情境的反應；第二種方法是「主要代理人」

範例的測驗，從安排的情境與情緒反應中，將受試者比擬為故事

中的主角，在碰到模擬情境時，會產生何種情緒與行為，並請受

試者預測其後來的發展。在一個受試人數達857人的研究中，受

試者為社區大學與一般大學學生，評估其心理特質，並了解不同

團體的變異（例如種族不同），共進行情緒智力測驗（使用多元

情緒智力測驗）、壓力測驗及五大人格特質測驗，同時也了解其

再測信度，研究結果發現多元情緒智力評量工具是相當可信的。 

3.評量情緒知識建構計分的關鍵 

  情緒智力最主要的議題是有關「能力」的題目如何「計分」，也

就是如何能夠對於情緒反應的題目確認是正確優良的反應且給

予高分。有三種方法常用來計分，即「一致型的評分」、「專家

的評分」與「目標性的評分」，但前述評分方法也常遭到挑戰與

批評，很難有效作為辨認情緒智力題目有效或反應正確的方法。

目前另有一種計分方式，利用「情緒知識」的探究了解情緒智力

的構念，六個構念主成分中，共有142個特質，六個構念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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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表達、主觀經驗、身體反應、動作傾向、調整程度，利用

情緒的表達字彙與每日的情緒事件及情緒特質加以對應。此種方

法曾經應用在一個北京、瑞典和英國的跨國研究中，利用情緒字

彙的意義可以預測四個構面，包括個人愉悅性、潛能、自我激勵

與其他不可歸類的能力（Fontaine & Scherer，2010）。 

4.評量情緒智力牽涉的概念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教師對學生、愛人之間、父母對孩子、

朋友之間的行為，常藉由判斷對方情緒反應以進行各項社會互動 

。對於每日週遭的人自動化的使用語言和非語言的行為表達我們

的情緒，同時人們也常常不用花費太多的心力，就能夠對他人表

現的行為予以解碼。目前的研究方式也有採以「情緒定錨」與「情

緒調適」作為情緒智力的方法，藉由判斷情緒表達的內容，作為

判斷情緒溝通腳本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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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測驗的安全與資料的隱私 

本次年會重點之一為「進行全球性測驗時所應考量的安全與隱私

問題」，該議題主要是因為許多企業或組織均比以往更加重視具有技

能、資質及知能的國際人才發掘，眾多認證計畫，如資訊技術、醫療

或金融業等，舉辦範圍屬於全球性，而大學與學院的招生計畫也接受

來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申請，企業職前篩選考試也希望能招聘到具有全

球水平潛力的員工。正因大量全球流動性的勞動人口與學生人數，以

及利用網際網路從事市場經銷、通訊、教育及評鑑等重要因素，促使

測驗的範圍逐步朝向國際性發展的趨勢。 

由於這些具有重要決定或高風險性的評量（high-stake test），影

響著受測者重大的權益，因此如何有效的管理測驗時的安全，與保護

受測者的隱私，成為本次會議的討論重點。 

一、測驗之安全省思 

在重要決定性的評量（如檢定、證照、職前篩選、徵才、入

學等）中，測驗的品質相當重要，因它左右整體考試結果的公平

與公正性。一般足以影響測驗品質的威脅有下列幾種： 

(一)偷竊或欺騙者使用新式的技術，如從傳統的抄襲、手機、

微型對講機、針孔攝影機、無線耳機，到能傳送答案的手

錶、眼鏡、隱形筆等。 

(二)欺瞞老師、家長、雇主等道德淪喪的比例逐年升高。 

(三)考取與否的利害關係加重。 

(四)過時的安全模型。 

(五)含糊不清的評量計畫。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調查指出： 

(一)百分之八十的「高成就」測驗中，高中學生承認作弊。 

(二)百分之五十一的高中生不認為作弊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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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分之九十五的作弊高中學生說，他們沒有被發現作弊。  

(四)百分之七十五的大學生承認作弊，百分之九十的大學生

不相信作弊者會被抓到。  

(五)百分之八十五的大學生表示，作弊一定要成功。 

顯然作弊在測驗中是經常發生，然而影響測驗品質的威脅

雖相當眾多，但歸納受測者的行為後發現，受測者的行為可區分

為作弊（Cheating）與剽竊（Piracy）兩大類。如何有效防治呢？

會議中有篇研究（Foster，2010）提出相當另類的觀點，也許可

從賭場（Casino）的作法得到借鏡。因為在賭局中，總是爾虞我

詐，欺騙與偷竊行為層出不窮、手法日新月異，而且這些行為是

持續進行、永不間斷，故它所提供的安全防護是最具領先地位。 

在說明賭場中的最新安全防護措施前，先介紹「十大通緝

作弊者」名單，藉由每位應試小偷名字之給定，以突顯常見之作

弊流行手法： 

(一)冒用者（The Impersonator）：假冒他人身分，嘗試誤導監考

人之代考者。 

(二)走私者（The Smuggler）：違法攜帶測驗物品、材料或設備

的受測者，這些設備包括隱藏的相機、計算器、手機、小

紙條、水壺，以及將答案寫在鞋子、手、腿等部位。 

(三)說書人（The Storyteller）：藉由測驗之參加以背誦試題並轉

述給他人之受測者。 

(四)連鎖幫（The Chain Gang）：串連多位說書人，有策略、系

統的透過網際網路等方式收集、銷售試題內容之集團。 

(五)時間旅行者（The Time Traveler）：在全球測驗環境中，有許

多考試都在同一天進行，因此利用跨時區特性，非法共享

試題或提供答案供較晚測驗之時區者，即稱為時間旅行者。 

(六)合作者（The Collaborators）：聘請程度優良之合作者透過訊

息傳遞手法，以提升自己的測驗成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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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羅賓漢（Robin Hood）：監試者、老師或測驗管理員基於某

些原因，可能修改弱勢人員或貧困學生之答案者，以提升

其成績排名。 

(八)駭客（The Hacker）：對於未受到適當的保護措施或未進行

內部一致性檢查的測驗系統，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滲透

該系統，以偷取測驗試題或答案等內容，甚至修改考試最

終的成績。 

(九)賣黃牛票者（The Ticket Scalper）：企圖在免費的預試測驗

中回答不誠實的答案，以誤導試題的難易度、鑑別度等因

子或測驗試題的內容，或收購試題內容予以轉賣者。 

(十)內神通外鬼者（The Insider & The Fence）：測驗機構內部人

員或消息靈通之人員事前偷取測驗試題內容，並交由販售

試題的人予以銷售試題給相關受測者。 

接下來則介紹應用在賭場中的最新安全防護措施，以及它

為測驗所帶來的省思： 

(一)車牌號碼辨識器：在賭場中所提供的車牌號碼辨識器具有自

動化、特定區域及會員資料庫連結等特性，若應用在測驗

中，可以採取的類似作為，包含生物辨識（臉孔、聲音、

指紋、虹膜等）、電腦/櫃檯式的身分驗證、測驗的歷史紀

錄連結等預先防禦作業。 

(二)錄影設備：在賭場中會進行全程的錄影，以達到對賭客的嚇

阻作用，並作為事後稽查的依據，因此在測驗的環境中，

我們可思考設置現場的監考官或自動偵測工具（如網路攝

影機），透過平移與縮放等動作，即時監看受測者的施測過

程。 

(三)無線射頻識別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技術：RFID 應用早已存在你我日常生活中，像是捷運悠遊

卡、高速公路 ETC 等，它具有嵌入式、隱避的特性，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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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上的應用，可以採取數位式的試題浮水印或木馬試題

等技術，以避免網際網路自動化搜尋功能，並可快速定位

被盜取試題，有效保護試題的內容。 

(四)通信介面：賭場中會用它與客人進行溝通或同事間的合作與

集中控管，而應用在測驗上，則監試者可與受測者進行必

要的交談（如操作說明或事件排除）、存取受測者過往的測

驗紀錄、提供受測者即時且客製化的考試等。 

(五)繳費窗口：這是賭場的最後一道防線，以作為分析與決策的

最終參考，若在測驗上的應用，則應加強資料的採證、事

件的審查及測驗分數的驗證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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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照考試應有之安全考量 

由於證照考試通常關係著受測者的重大權益，例如可否執

業、要求加薪、轉換較佳職場等，因此在考試過程中，較常會面

臨的安全挑戰包含考試舞弊具有相當大的商機、難有效採取法律

救濟、科技發展所衍生之問題、擴大考試實施範圍造成執行上之

困難及作弊者之間互相學習等。 

為確保考試舉辦之公平性，Fremer（2010）提出有效防止考

試作弊或試題竊取等舞弊事件，應事先制定防弊相關策略，如建

立測驗之安全計畫、嚴加控管所有與安全相關之事務（如政策、

程序及工具）、使用網路監控、分析測驗資料等多重方法，並瞭

解與明訂相關權責，如課程管理與考試服務交付之廠商、操作面

與法律面、相關單位間（如檢調單位）之溝通、領導者的需求、

高階主管的支持等。 

一般要增強組織資料保衛之安全性，必須明確描述資料管理

政策與受測者間之聯繫，該政策至少應包含下列內容： 

(一)受測者條約應包含法規的限制，例如測驗結果應保存多

久、受測者必須在何種期限內提出成績複查申請等。  

(二)測驗管理者應妥善儲存受測者結果並保留一段指定的時

間，以便事件發生時可立即收集、調閱相關資訊，例如人

口統計資訊、調查結果、考試管理報告等。  

(三)成績應該在確認受測者均符合資格且合格之後才得以報

導。  

(四)如果其中一項或一群測驗結果的完整性在無法被確認前，

應先扣留測驗成績與相關決策，直到已確認完成該資訊之

準確性。  

(五)有關測驗結果與受測者相關資訊之資料共享原則，應確保

訊息的完整性與考量受測者應有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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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增建與記錄資料之安全時，應考量下列管理程序： 

(一) 在測驗管理前、中、後，有關測驗成績與測驗成績的處理

應確實遵照政策規定辦理，以確保其完整性。例如測驗管

理者如何取得日誌（log）與事件等報告。  

(二)程序中應明訂答案卷、受測者之履歷及受測者身分識別等

相關文件之安全傳輸與處理方式。  

(三)增加掃描答案卡等非電子形式之測驗結果處理程序，以降

低潛在的欺詐行為，如塗銷或修改答案等足以影響實際作

答結果之事實。  

(四)所有電子資訊均應使用加密與安全傳輸等技術。  

(五)測驗結果的存取應被適當的管控與監控，亦即程序中應說

明未經授權的存取與篡改資料等行為。  

(六)應定期審查測驗程序，以發現安全漏洞與其可能對測驗、

成績及決策方案所造成的影響。  

(七)所有試題、測驗之產出文件、測驗結果及受測者個人資訊

等資料，其歸檔作業應遵循業務需求與安全政策之一致性

方式辦理。  

(八)處理與執行程序應依據測驗結果的處置需要制定，尤應確

保個人隱私與資料之保護。 

一些可採取之較具效率整合式方法，包含： 

(一)安全的稽核，用以檢視是否尚有測驗安全上之漏洞，甚至發

現可再加強之地方。 

(二)網路之監控，用以確保試題是否有暴露的情形，或是否有違

反相關安全規定之行為。 

(三)資料採證，用以瞭解試題暴露的數量，以決定是否進行題庫

試題之更新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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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發生安全事件時，就應當機立斷，立即採取處理行動，

以防止事件擴大，下面幾起國際間近期在測驗過程中發生較重大

安全事件之真實案例、處理措施可作為借鏡。 

(一)2010 年 7 月 12 日 FSBPT 宣布暫停特定國家之所有畢業生

的 NPTE 考試。 

(二)2010 年 6 月 9 日美國醫學內科部決定醫生可從審查過程中

發展新試題之措施。 

(三)2008 年 6 月 23 日 GMAT 網站上因提供學生錯誤的指引而

遭罰 300 萬美元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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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測驗應有之安全考量 

本次會議中有篇報告（Burke, 2010）介紹了一項在全球 50

多個國家中進行的人才招募線上測驗系統，該系統是由英國 SHL

所發展，該公司成立於 1977 年，主要是提供雇主僱用具有良好

性格與能力之評估服務，特別的是於 2004 年即開始施行線上就

業測驗，共提供 26 種語言服務，超過 500 萬人次使用。 

目前該系統所驗證之範圍包含數值、口語、歸納、檢查、計

算等能力，希望藉由一連串的標準測驗，提供雇主較適合人選，

而該項線上就業測驗較傳統式人才招募模式，具有下列優點： 

(一)節省時間與費用：因早期招聘過程較欠缺效率，使用線上

測驗可較快速篩選出適合人選，且更優質的聘用結果，可

降低員工流動率，提高員工的整體表現。 

(二)更好之聘用決策：因該錄用之決定與否係依據相關可靠性

之數據，以消除與減少舞弊、身份驗證及違反安全規定等

風險，且所採取之先進且嚴峻的驗證過程，更可準確地預

測出受測者真正的能力。 

(三)易於使用：在考試管理中，所需介入之行政資源相當低，

且可輕易整合各式招聘方案；另開放每天 24 小時之測驗服

務，受測者可以選擇在最方便的時候與地點，隨時透過網

路來進行測驗。 

因該評量採線上測驗的形式，故其最大特色是沒有測驗中心

的概念，而且無人在現場監督的情形下進行考試，如此安全將是

一大威脅與挑戰。因此為有效確保考試過程中的安全，SHL 發展

出測驗的安全框架（見圖 4-1、安全框架）與驗證程序（見圖 4-2、

驗證程序），也就是透過網路巡邏的方式，查看是否有涉嫌違反

安全規定的行為。若發現有違規情形，則應採取證據蒐集法制單

位、與嫌疑犯聯繫、資料採證等必要處理程序，最後評估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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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庫試題遭受洩漏情形，以便進行試題內容的更換。 

 

 

 

 

 

 

 

 

 

圖4-1、安全框架 

 

 

 

 

 

 

 

 

圖4-2、驗證程序 

 

總之，測驗的安全不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更是心理層面的

問題，因為我們必須讓受測者與相關利害團體相信，整個測驗過

程具有積極管理的程序且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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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電腦化測驗之應用 

本次會議中有許多議題均與電腦化測驗相關，包含電腦化適性測

驗，近年來國際間電腦化測驗之發展趨勢，發展電腦化測驗可參考之

準則與標準，以及日本分享該國近幾年在電腦化測驗上之應用，相關

議題說明如下： 

一、電腦化適性測驗 

電腦化適性測驗係以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 

IRT）為學理基礎，於 1952 由 Lord 首倡此一理論，其後學者再加

以發揚光大。IRT 主要是描述題目參數、受測者能力與其作答反應

機率的數學模式，基於 IRT 的單向性（unidimensionality）與局部

獨立性（local independency）假定，只要試題符合 IRT 的模式，則

接受不同難度試題的受測者其能力是可以互相比較的。 

近年來由於電腦效能大幅提升與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國際

間已愈來愈多採用試題反應理論作為編製測驗、施測、計分、解

釋及提供諮詢服務的依據，成功跨出電腦化測驗發展的一大步。

其迷人之處主要是電腦化適性測驗具有傳統紙筆測驗所具有的功

能、特性、優點或測驗結果，且測驗時間遠比紙筆測驗節省更多

的施測時間。 

然而電腦化適性測驗仍存在著一些問題有待解決，例如如何加強

試題校準的準確性、如何控制試題的曝光與試題重複率、如何偵

測出受測者的欺騙行為等，本次會議中，有一篇研究（Wu, 2010）

即探討是否可能使用小樣本，即可有效且精準的估算出試題參數。 

試題反應理論能否被成功的應用，關鍵之一取決於每個試題

參數的準確性。理論上，要產生準確的試題參數，應在大樣本量

（若使用二或三個參數對數型模式必須使用 1,000 位受測者；若使

用一個參數，則可減少到 500 位受測者）下進行，然而大樣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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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作上卻因為獨特的樣本、試題的曝光率及有限的預算等因素

考量，難以有效被執行。 

一般認為，受測者依據其能力給予相對應的試題將可大大提

升測驗時的效率(Hambleton, Swaminathan, & Rogers, 1991; Lord, 

1980; Stocking, 1990，引述自 Wu, 2010)，但其前提為題庫裡的試

題，必須是建立在同一量尺上才行，否則試題間無法比較或延用。

基於此，發表者提出電腦適性化預試（Computerized Adaptive 

Pre-Test , CAPT）方法，即在預試階段，如何給定每位受測者「最

佳試題（Optimum Items）」，其主要原理說明如下： 

(一) 試題被主觀的區分為 5 個難度等級。 

(二) 每位受測者均包含 4 個相同試題。 

(三) 第一個試題是由難易程度中隨機挑選，其中難易程度取決於

相同試題的原始分數。 

(四) 如果受測者通過更多的試題，則下一題就挑選難度較高的；

反之，則挑選難度較低的試題。 

另外，為證明所提出之 CAPT 方法是可行的，其舉出 2 類模

擬研究數據，第 1 種是試題估算的準確性在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與均勻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二者間之比較，

第 2 種是試題與能力估算的準確性在電腦適性化預試（CAPT）與

定錨不等組（Non-Equivalent groups with Anchor Test, NEAT）設計

二者間之比較。從研究數據得出結論如下： 

(一) 試題估算的準確性，使用 CAPT 設計優於 NEAT 設計。 

(二) 在使用 CAPT 設計時，建議採用均勻分佈的能力。 

(三) 使用CAPT設計時，其難易度判斷的正確性是相當重要，也就

是建議真實與主觀的判斷彼此是屬於中度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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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腦化測驗發展趨勢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推廣及應用，過往最普及的紙筆測驗

（Paper Based Tests, PBT）已逐漸朝向電腦化測驗（Computer Based 

Tests, CBT）發展之趨勢。而電腦化測驗的應用，則隨著使用時機

與採取的立論不同，又可分為傳統的電腦化測驗（CBT）、電腦化

適性測驗（CAT）及網路化測驗（WBT）（見表 5-1、電腦化測驗

分類表）。 

表5-1、電腦化測驗分類表 

 傳統的電腦化測驗 電腦化適性測驗 網路化測驗

英 文

全 名
Computer Based Tests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s Web Based Tests

英 文

簡稱
CBT CAT WBT

意義 將傳統紙筆測驗改

成以電腦螢幕作為

呈現介面，逐一或全

部呈現試題的電腦

輔助施測方式

針對不同能力程度的

受測者及其作答速

度，提供適合其能力作

答的適當難度試題，以

求估計受測者能力的

最大精確性  

就測驗環境而言，結

合 網 際 網 路 的 優

點，以提供超越時

空、隨選隨測、高彈

性施測環境的測驗

方式

理 論

基礎

古典測驗理論 試題反應理論 古典測驗理論/試題

反應理論

特色 1.與傳統紙筆測驗

內容相同

2.施測及計分利用

電腦輔助

1.量身訂製的施測內

容

2.可顯現個別的能力

差異 

3.降低考試挫折感 

1.網際網路的施測

環境

2.施測時間、地點彈

性

 38



4.施測流程非線性 

5.無法跳答

6.施測長度不同

實例 International 

Computer Driving 

License：

ICDL、Institute of 

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s：ICMA

TOEFL－CBT、GRE、SAT TOEFL-IBT

一般而言，傳統的電腦化測驗（CBT）是將傳統紙筆測驗（如選

擇題、是非題）轉移到電腦上，讓受測者透過電腦螢幕閱讀試題，利

用鍵盤或滑鼠移動游標點選答案。電腦化適性測驗（CAT）則是依據

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IRT）為基礎所建置而成的電

腦化測驗，該理論基本假設是根據受測者不同能力，給予不同的測驗

題目，評量其實能力。網際網路（Internet）技術純熟與被廣泛使用，

原本只能運作在個人電腦或區域網路上的電腦化測驗系統，逐漸被轉

移到網際網路使用。以 Web 為介面，受測者經由瀏覽器（Browser）

就可以輕易在世界各地隨時隨地進行測驗，比起早期只建構在個人電

腦或區域網路的電腦測驗，在使用上更具彈性，而這類電腦測驗形式

可稱為網路化測驗（Web Based Tests, WBT）或線上測驗（online 

testing）。 

國際間有關電腦化測驗之演進，早在 1990 年代初期，美國 ET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即著手推動電腦化測驗（CBT），其中 

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測驗，在 1992 年即以電腦版本

進行考試，1993 年更以 CAT 的形式，加入人工智慧自動調整試題，

施行適性化評量，並於 1999 年全面停止紙筆型式的考試。另托福

（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電腦版測驗於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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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7 月起開始實施，而臺灣也於 2000 年 10 月開始採用電腦化適性測

驗（TOEFL－CBT），2006 年 5 月起 ETS 再度將 TOEFL－CBT 改

制為網路化測驗，實施新托福（TOEFL－IBT）後，即停用舊有之電

腦托福。 

總之，測驗的形式已從紙筆測驗逐漸發展至電腦化測驗，再至網

路化測驗，而電腦化測驗所使用的媒介，也不再僅只是個人電腦，而

可以是掌上型電腦（PDA）、電視機、手機等，受測者只要在任和地

方就可連進來考試，而監試人員也只要從遠端來控制、管理、監試考

試的進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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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化測驗發展準則與標準 

隨著國情差異與主客觀環境之不同，為了便於世界各地均能

有所遵循電腦化測驗之發展，以促進跨越國界的一致性和基準之

目的，於是有關電腦化測驗發展準則或標準便一一被制定，本次

會議共介紹五項準則與標準，說明如下： 

（一）ISO9126: 1991 

ISO9126 為一項軟體品質的標準，提供客觀判斷一個系統

是否達到品質要求與其所需的衡量方法。其所定義的品質模

型，包含了可用性、可靠性、效率性、功能性、可移植性及可

維護性等六項特性，而其中前三項則在 2002 年被用來作為審查

CBT 系統的評價依據。 

（二）ATP Guidelines for Computer-Based Testing 2002 

ATP（Association of Test Publishers）成立於 1992 年，為測

驗與評量工具等服務進行評估、選擇、篩選、認證、教育或臨

床用途的非營利性組織，其所制定出的該項指引主要針對高風

險的測驗環境來進行規範，共分為規劃與設計、測驗的發展、

測驗的管理、計分與計分報導、心理層面分析、利益相關者的

連結等六大章節來說明如何有效發展電腦化測驗。 

（三）BS7988: 2002 

為英國標準協會（BSI）在 2002 年所公佈的一項標準，主

要是教導如何運用資訊科技（IT）提供服務評量的指引與作法，

目的是作為大學、學院、機構、法人及其他組織在提供各項考

試服務時應注意的準則。 

該標準說明組織在執行考試時，需要有效的方法來監視線

上的受測者的行為，包含是否從螢幕採取強制性休息、防止螢

幕偷窺、考試作弊、發送電子郵件及瀏覽網頁等，總共包含 17

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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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SO/IEC 23988: 2007 

ISO/IEC 23988 為 資 訊 科 技 評 鑑 作 業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n the delivery of assessments）之國際標準，由於

資訊科技已在教育等領域被廣泛用作測驗與評鑑的計分與記錄

反應，若被適當地使用，將具有速度、效率、較佳的回饋等優

勢，並可有效改進有效性與可靠性，但相對的，資訊科技也可

能衍生出安全與公平等議題。 

本標準範圍主要著重在三方面：適用的評鑑類型、適用的

生命週期階段及具體的資訊科技問題，它適用於知識、理解及

技能（即成就測驗）等評鑑，但卻不適用於職業、健康、能力

與人格心理測驗等。 

（ 五 ）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n Computer-Based and 

Internet Delivered Testing:2005 

該指導方針是 ITC 在 2005 年 7 月正式通過，主要建議在發

展 CBT/Internet 時，首先應考量在施測過程中是否有監試人員

參與，以及是否在特定場所進行測驗等情境（見表 5-2、測驗之

管理模式）。在決定出所採用之管理模式後，便可從技術

（Technology）、品質（Quality）、管控（Control）及安全（Security）

等四個層面，找尋合理的解決策略，發展出適合的 CBT/Internet

測驗系統。有關技術、品質、管控及安全層面所應考量之要素，

說明如下： 

1.技術 

主要是確保各項的軟硬體需求均被充分考慮，包含科技發展 

趨勢、CBT/Internet 優勢、科技對施測過程中所帶來的衝擊 

與影響、人為因素、特殊身分使用者之合理調整、應用的作 

業流程、提供受測者輔助訊息及練習操作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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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質 

主要是保證整體測驗過程的品質，包含適切的採用

CBT/Internet、考量心理計量品質、由紙筆測驗改為電腦化

測驗是否維持相同品質、測驗結果分析與分析結果正確性、

測驗結果的解釋並提供適當回饋、各種受測群組的公平性

等。 

3.控制 

主要是在測驗過程中，應提供適當程度的控制措施，包含詳 

列測驗條件的的控制層級、詳述施測時監督的控制層級、考 

前練習與試題曝光的管理、受測者的身分確認與作弊情形 

等。 

4.安全 

在測驗中確保作出適當的安全防護措施，包含注意測驗內容 

的安全性、受測者的資料在網路上傳遞時之安全、受測者作 

答結果的保密等。 

表5-2、測驗之管理模式表 

開放 

（OPEN） 

任何人都可以進

行並完成測驗 

無須經由使用

者身分驗證，且

無監試人員 

不安全模式 

控 制

（Controlled） 

測驗時必須經由

登入程序 

使用者必須輸

入帳號/密碼，且

無監試人員 

中度安全模式 

監 督

（Supervised） 

測驗時必須經由

登入程序，但地

點不安全 

監試人員監控

著使用者的登

錄帳號與密碼 

安全模式 

管 理

（Managed） 

在特地場所進行

測驗（如測驗中

心） 

監試人員查核

使用者的身分 

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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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之電腦化測驗應用分享 

世界各國對電腦化測驗之發展均有所著墨，而日本近幾年在

電腦化測驗的應用上也有長足的發展，本報告僅就本次會議日本

代表舉出該國電腦化測驗之應用案例與其困難點，說明如下： 

(一) 日本醫學臨床實習學校之共同成就測驗系統介紹 

日本醫學系學制是高中畢業後便可直接進入醫學系就讀，課

程修習年限原則是六年，前四年為基礎課程教育，後兩年則到醫

院進行臨床實習（見表 5-3、日本與相關國家學制修習年限表）。

為提高臨床訓練課程，該國在 2001 年 3 月提出核心課程（Model 

Core）概念，用以評量一項全國性的臨床技能與態度所需具備最

低限度的基本知能。 

表5-3、日本與相關國家學制修習年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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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有效衡量學生在臨床實習上的學習、表現及能力，在

2001 年開始提出客觀結構化的臨床考試（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構想，並於 2002 年成立國家級的醫

療共同成就性測驗機構（Common Achievement Test Organization, 

CATO），旨在改善該國醫療與牙科教育，以培育更多高素質的醫

療人員。該機構除邀集全國醫學大學醫學院、牙醫學院學者外，

並邀請醫科與牙科的學生，共同參與考題的命擬與製作，而所有

考題題型均為複選題（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MCQ）（核心課

程與複選題分佈見表 5-4）。 

表5-4、核心課程與複選題分布情形表 

 

 

 

 

 

 

 

 

 

 

經過四年的努力，CATO 終於在 2006 年開始舉辦 OSCE 的

電腦化測驗，有關該考試相關資訊說明如下： 

1. 考試試區：包含 80 所醫學與 29 所牙醫院校。 

2. 考試日期：依據各校課程時間辦理，原則為 12~3 月與 6~9

月。 

3. 考試人數：每所學校約 80~100 名。 

4. 考試題數：共 6 個科目（核心模型單元），總試題數為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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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中 40 題為預測試題（pre-test items）。 

5. 考試題型：均為複選題。 

6. 考試內容：每位考生的試卷都由電腦經由亂數產生。 

7. 題庫總量：約 10,000 題。 

8. 試題命擬：每所學校每年提供 50~60 題，預估每年可成長

約 4,000 題。 

9. 系統架構：採區域型網路之主/從式（Client/Server）架構（見

圖 5-1、系統架構圖），試題由 CATO 將它存入光碟片/磁光

碟片（CD/MO）後，再交付各試區匯入伺服器端電腦，以

同時供應約 30~100 名考生上線考試，而考試結果則於考後

統一由 CATO 寄發平均分數與個人分數成績單。 

 

 

 

 

 

 

 

 

 

       圖5-1、系統架構圖 

(二) 英語能力之電腦評量系統在日本發展與執行電腦化測驗的挑

戰 

在本場次會議（Nogami, 2010）中，日本代表開宗明義地說

明了，該國考試制度身受中國古代的影響，因此其測驗文化具有

下列幾項特性： 

1. 每年原則上舉辦一次考試，且考試時間是在同一天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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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舉行，所有人的試卷內容均相同。 

2. 每次考試的考題都是全新的，也就是不重複考考古題或使

用所謂的預測試題。 

3. 考試完後會公佈該次考試的試題內容。 

4. 不提供考生的分數報導結果。 

5. 命題者順便決定考試試題的呈現形式。 

6. 計分方式採原始分數（raw score），也就是從 0 分到滿分。 

然而，為突破以上迷思，順應國際間之測驗發展潮流，該國

於 2001 年 10 月成立了教育測量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JIEM），用以發展、通過、傳播良好的

測量技術、測驗方法及測驗結果，以促進個人技能的發展。 

JIEM 於 2002 年 5 月發展英語溝通的電腦評量系統

（Computerized Assessment System for English Communication, 

CASEC），截至 2010 年 3 月，約有 7,600 萬人使用該項考試。該

機構並陸續於 2005 年 11 月發展英語寫作自動評分系統

（CASEC-Grammar, CASE-G）、2006 年 4 月發展（CASEC-G 

Tutoring System, CASE-GTS），未來並將陸續推出英文寫作導師

（CASEC-Writing Teacher, CASEC-WT）、兒童英檢線上版（STEP 

Test for Children）等。 

其中 CASEC 是基於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 

IRT）所發展的電腦化適性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s, 

CAT），期望在較短的時間內，可以準確地評估受測者的英文口

語能力（圖 5-2、CAT 測驗原理），考試共分為詞彙、片語、聽力

及聽寫四個科目（圖 5-3、CASEC 考試科目）。然而 CASEC 測

驗在實務執行上，往往發生同一個試題出現在報考兩次考生身上

的不平衡曝光頻率問題，為解決此類問題，他們採用了

Nogami(2010); Nogami, Kataoka & Mayekawa(2009, 2008)所提出

的 3 參數轉為 2 參數理論，並且使用更有效的試題校準方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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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較低漸近參數合理值、高效率的先驗分佈、小樣本條件試題

校準（Tarre & Hong (2010); Baldwin (2006)）。 

 

 

 

 

 

 

 

 

       圖5-2、CAT測驗原理 

 

 

 

 

 

 

 

 

         圖5-3、CASEC考試科目 

而 CASEC-G 與 CASEC-GTS 的發展目標則是幫助日本英文

能力較低的學習者，透過自我學習的方式，提升英文寫作技巧。

試想若從學習者開始練習英文作文寫作，交由老師進行批改，依

據批改後之結果，學習者再重寫一次，如此反覆進行 2 至 3 次，

雖是改善英文寫作技巧最常見的方法，但實務上卻難以執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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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JIEM 提出了可以把重點放在如何將單一句子從母語（日文）

翻譯到外國語言（如英文）的翻譯技巧上，有關該系統作答與回

饋畫面範例，分見圖 5-4、CASEC-G 作答與回饋畫面範例與圖

5-5、CASEC-G 回饋畫面範例。 

 

 

 

 

         圖5-4、CASEC-G作答與回饋畫面範例 

 
 

 

 

 

 

 

 

      圖5-5、CASEC-G回饋畫面範例 

最後，JIEM 提出未來仍需面臨的挑戰如下： 

1. 網際網路：如隨時隨地可提供考試、雲端計算、智慧型手

機等。 

2. 口語考試：為一種互動式的評量。 

3. 互動式學習系統：需考量處理程序與運作效能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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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個人 IC 播放器之全國性聽力理解測驗 

日本全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NCUEE）成立於 1977 年，為一獨立行政法

人，負責管理日本全國高校招生考試中心與法學院入學考試。其

所舉辦的大學入學考試（Nation Center Test, NCT）資訊如下： 

1. 考試時間：每年 1 月。 

2. 考試人數：每年約有 50 幾萬人報考（每年報考人數見表

5-5）。 

3. 考試時間：為期 2 天，共 9 節。 

4. 考試題型：均為複選題。 

5. 未使用預試來進行試題難易度的等化。 

6. 考後立即公佈試題與解答。 

      表5-5、NCT歷年報名人數統計表 

 

 

 

 

 

 

 

在 NCT 考試中，其中包含一門外國語科目，並提供英文、

德文、法文、中文及韓文 5 種語文供選擇，絕大多數報考者均選

擇英文，且只有英文才提供聽力理解測驗，其餘均採用紙筆測驗

（NCT 外國語人數統計表見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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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NCT外國語報名人數統計表 

 

 

 

 

 

NCT 是在 2006 年才提供英文聽力理解測驗，所花費的時間

共 1 個小時，前 30 分鐘為準備時間（包含講解、發答案卡、發

設備、耳機設定、記憶卡設定、設備操作練習等），後 30 分鐘才

是正式考試時間，所使用的測驗工具從 2010 年開始，統一由考

試中心發放 IC 播放器（見圖 5-6、IC 播放器），考完後再回收重

複使用。 

 

 

 

 

 

 

 

 

 

 

圖5-6、IC播放器 

然而 IC 播放器存在著可能故障的風險（見表 5-7、設備故障

原因與次數），因此 NCT 考試針對該設備發生故障時，明確規範

其處理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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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備確認階段：立即更換新設備。 

2. 正式考試階段：安靜的請受測者填寫故障排除表格，並回

收問題手冊、設備及答案卡，之後再另外安排時間從未完

成之題目開始進行測驗。 

表5-7、設備故障原因與次數表 

 

 

 

 

 

 

 

 

 

NCT 施行英文聽力理解測驗已 5 年，雖然不論是聲音的品質

或與紙筆測驗的結果相比（見表 5-8、聽力與紙筆測驗結果統計

表），均符合預期之目標，然而仍有設備成本費用、監考人員之

訓練（設備操作與排除）及因設備故障需延期考試等問題尚待解

決。 

      表5-8、聽力與紙筆測驗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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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語與建議 

     本次參加 2010 年香港國際測驗委員會年會，收穫良多，以下僅

就報告所提之各現研究發展趨勢，與我國國家考試相關的部分，提出

相關的綜合結語及建議。 

一、建立本部臨時命題、題庫建置、抽題與試題分析與回饋

的品管準則 

歐美先進國家對於考試整體的流程的進行品管準則的建立相

當重視，包括測驗的管理、計分、編製試題、試題分析、測驗解

釋、分數結果的報告、對測驗編製者與使用者進行訓練和督導、

以電腦化資料管理系統處理測驗資料、制定測驗使用政策與測驗

的出版均有標準化與科學化的處理程序。我國國家考試雖有訂定

各種法規，但因行政人員測驗評量專業能力不足，命題常因受限

於地域平衡、公私立校際平衡、一年內命題次數不能過多等等限

制下，試題的品質穩定度並不容易掌控。本部又常常限於命題是

一「高度屬人性」的工作，很少藉由嚴謹品管程序的規範影響委

員的命題，雖命題委員的學科專業本部需予以尊重，但建立各項

提升試題品質與確保信、效度的品管準則，本部責無旁貸。以下

就與試題相關的品管準則建立方向整理如下： 

（一）臨時命題的命題委員選擇，所命擬之應試科目試題，需確

認是其主要研究領域與專長。 

（二）無論是測驗題或申論題的臨時命題，均需落實配合本部公

布之命題大綱各領域命題比例，利用「雙向細目表」命題，

確保其「內容效度」與各領域試題之平衡。 

（三）題庫建置對於各類試題的編碼、運用與回饋均應有詳細的

紀錄，以了解命題委員的命題品質與使用效果。 

（四）題庫建置常以命題委員分配命題題數的方式進行，但無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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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臨時抽題或電腦抽題，常無法完全配合該抽題科目的命

題比例，建議未來抽題的原則，應考量各領域配分比例與

難易度適當分配的原則。 

（五）本部舉行的國家考試因非適性測驗，試題又需公布，優良 

試題之耗費相當可惜，每年命題為了不與三年內試題重複 

，許多命題反而流於冷辟，若能善用試題品質分析結果作

為未來命題的依據，將能提升試題品質。 

二、重視每次測驗結果報告作為下一次辦理考試的參據 

目前國家考試之報名、試題反應與分數計算已進入電腦化的

時代，但本部限於人力，很少針對測驗的各項統計數據作分析。

先進國家的考試每一次測驗的結束，都會對測驗的各項統計數字

與考試結果作分析，例如應考人背景、人數、考試次數、及格人

數與及格率、錄取者之科系分布、及格率穩定情況……等等，但

各項考試的測驗成果其實含有許多訊息可以供作考試單位參考，

例如錄取不足額的類科、及格率偏低、考試人數驟增或驟降、試

題難度偏低或偏高，對於檢討改進未來考試之辦理程序、提高國

家考試的評量效能，都有極大的幫助。 

三、提供應考人成績單完整的計分訊息 

 目前應考人參加國家考試後，測驗題經電腦讀卡，申論題經

評閱後，各科分數經查核經電腦完成加總後，印出紙本成績單寄

送，惟應考人成績單所呈現之計分資訊過於簡單，僅有各科原始

分數及總分以及錄取與否之資訊，無法使應考人深入了解各科真

實表現。近年來參加國家考試應考人呈現遽增之現象，大多數之

應考人非參加一次國家考試即能榮登金榜，提供全部應試科目及

總成績計分資訊，除能讓應考人了解各科之優、缺點，提供未來

之準備方向與重點，更能彰顯本部為應考人設想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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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大型測驗機構早已進行應考人各科分數與總成績詳實的

報告作業，以提供應考人回饋訊息。建議除供提供申論題的題分

數據外，可藉由應考人所熟悉的基本統計概念「百分等級」（PR 值）

以及「長條圖」的輔助，在成績單上表示應考人各科之相對位置，

以利應考人了解各科之表現狀況。 

四、善用多元評量方法提升國家考試評量效度 

目前的國家考試的筆試大多屬「分科成就測驗」，僅有民航人

員考試民飛航管制人員委由航醫中心進行「心理性向測驗」，評量

與檢查的項目包括動作判斷能力、認知及推理能力、空間能力，

因民航管制人員的工作與飛航安全息息相關，僅藉由學科專業知

識的筆試難以甄拔適任人員。同樣的，在我國的公務人員考選中，

與民航管制人員類似的考試至少有外交人員、警察人員、國安人

員、調查人員….等，國外考選此類人員已普遍使用心理測驗，例

如人格測驗與性向測驗，人格測驗對於篩選不適任人員的效用甚

大；性向測驗則對於預測未來表現傑出的效用也極為顯著，本次

國際測驗委員會所介紹的人格測驗與情緒智力測驗都有篩選適任

人員的效果，但因編製此類測驗之專業性甚高，唯有先行確認各

類國家考試特殊人員所需的工作職能，以及在實務工作中觀察不

適任人員的反應與特質，編製具有區辨效度的心理測驗，測驗的

構面例如情緒穩定度、抗壓型、外向性、心理調適力、積極性….

等等。雖編製成本甚高，耗時甚長，但對於前述特殊公務人員的

有效甄選，節省未來的訓練與社會成本，絕對是有價值的。 

五、提升國家考試試題品質配套措施 

國家考試對於絕大多數的應考人而言，是一項極具關鍵性之考

試，因為它足以影響許多人的一生。因此本部在辦理各項國家考

試時，除了應秉持著公平、公正、公開之基本原則外，就測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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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而言，考試的內容更應具備良好的信度、效度及鑑別度。要

有效提升國家考試的信度、效度及鑑別度，吾人認為可從幾方面

著手： 

(一) 部分考試類科推行預試制度 

國家考試基本上屬於成就測驗的一種，所謂成就測驗指的

是，測量受測者經過學習或訓練之後所獲得的知識或能力，也就

是可以透過成就測驗客觀的瞭解一個人在某學科上獲取多少知

識，或者在綜合科目學習上的成就水準為何，以及與年級或年齡

同儕差異的情形為何。要達成標準化的成就測驗，其中一項步驟

即是預試與分析試題特徵，預試主要目的是進行試題的擇優汰劣

與建立測驗的信、效度，因此預試結果的準確性也就相形重要，

故在執行預試時應注意： 

1. 預試對象宜取自將來正式測驗擬應用的群體，並注意代表

性。 

2. 預試實施應與正式測驗時情況相似。 

3. 預試時，應使受測者有足夠作答時間，以蒐集充分的反應

資料，俾使統計結果更為可靠。 

4. 過程中應記錄受測者反應(不同時限內一般受測者所完成

之題數、題意不清之處，及其他有關題目)。 

然而預試必須花費相當多的人力與成本，在國家考試上千個

應試科目當中，若要全部採行預試制度，恐怕難以有效實施，因

此建議可先從歷年來試題疑義較高之類科（醫事類科）、爭議性

較高之考試（司法官考試）或未來要推行電腦化適性測驗之考試

優先進行，期望在本部有限資源下，逐步推行標準化測驗，以發

揮考試公平、公正之最大價值。 

（二）增列複選題型 

本部現行國家考試試題題型共分申論式與測驗式 2 種題型，

其中測驗試試題又為四選一之單選題，以測驗的觀點，實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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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出受測者之真實能力，故可考慮發展複選題型，並採倒扣計分

方式，除可避免受測者猜題行為外，並可提高測驗的鑑別度。 

六、改進報名程序同時需考量防弊措施 

    本部刻正積極推行網路單軌報名作業，並朝無紙化方式邁進，這

是相當好的改革方向。但仍需在簡化報名流程，使用科技工具的同

時，注意各項防弊措施。因為即使如歐美各國採行電腦化報名與電腦

化適性測驗或網路測驗的國家，仍然相當重視個人正確身分的查核與

個人生理與外在特徵的辨認與存檔。以往國家考試因為有應考人的相

片與畢業證明文件作為確認真實身分的工具，雖然資料寄送繁瑣，但

防弊功能甚大。尤其應考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已經是民國 95 年左右核

發，新式身分證的相片與目前面貌可能已差異甚大，對於監場人員查

核正確身分有所困難。當然我們也不必像大陸在應考前一天需到考場

拍照存檔，徒增應考人負擔。但在以往的國、內外各種考試中，假造

畢業證明文件的案例層出不窮，若無嚴密的防弊措施，將給予投機之

應考人鑽漏洞的機會。 

    為使報名程序提高效率，又能兼顧防弊措施，建議採取網路報名

時仍需請應考人繳交六個月內的二吋照片電子檔。至於畢業證書繳

交，國內已使用電腦化建立畢業生資料的學校，當然可藉由網路連線

查核；其餘國外畢業生或離開學校太久的畢業生，仍應繳交紙本或掃

描成電子檔傳送至考選部。在簡化繳交證明文件程序時，參加第一次

國家考試者的畢業證書與證明文件就應先行存檔，若是下次再參加國

家考試時，就不用繳交畢業證書，直接從資料庫調檔查核即可，是相

當便民的行政措施。 

七、提昇電腦化測驗評量效能 

(一) 參酌國際標準規劃 

由於國情與環境等差異，各國乃至於各種測驗是否要運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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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來進行評量，都有其需特別考量之處，如測驗的目的、高風險

（high stakes）或低風險（low stakes）、測驗過程是否需監督

（supervision）、線上或離線考試（online/offline）、使用光碟（CD）

或下載可執行文件（download executable）、全採電腦測驗（fully 

computerised testing）或部分電腦測驗（part-computerised testing）

等。 

本部電腦化測驗系統於民國 93 年完成 client-server 第一版並

實施 6 年後，於 99 年再完成 Web 版之更版作業並開始實施，期

間雖已累積相當多之系統開發與考試實施時之經驗，但未來在進

行系統規劃與開發過程中，除了可持續安排考察或參加國際型會

議，以觀摩國內外各項成功案例外，若能適時參照相關國際標

準，完整考慮各種測驗與系統規劃面項，如測驗的發展、適用的

評鑑類型、測驗的管理、計分與計分報導、心理層面分析、利益

相關者的連結、系統之可用性/可靠性/效率性/安全性等，必能有

效發揮系統最大服務價值。 

(二) 精進測驗內容與作答型式 

本部電腦化測驗已施行 6 年多，並具一定之發展規模，然其

令人詬病的原因主要有 2 項，一是系統建置花費過高，而使用率

卻偏低，因此如何擴大範圍辦理，是本部一直在思考改進的，例

如本部預定在 100 年增列物理治療師等類科，並配合增建 1,700

席電腦試場；而另一項令人詬病的是，電腦化測驗僅將傳統紙筆

考試轉移至電腦作答，未發揮出系統真正的價值。 

有關這部分，吾人認為本部在持續擴大辦理施測範圍之際，

可同時致力於測驗實質內容之提升，如多媒體試題、聽力測驗、

互動式測驗、情境式測驗等，以發揮紙筆測驗所不能及之處，並

加速推動申論題、繪圖題等電腦作答介面，整合後續人工電腦閱

卷作業，除提供應考人較熟悉且便利之作答介面外，並可有效提

升評分信度，開創更多資訊科技所帶來之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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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電腦化適性測驗 

世界各國已有諸多施行電腦化適性測驗之成功案例，如

TOEFL－CBT、GRE、SAT，因此只要決定出適合之選題規則、

受測者能力估算法、選題策略、分數等化、試題曝光率與重複使

用率、考試終止規則等內容，相信發展電腦化適性測驗應無技術

上之問題。 

因此，吾人認為可先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

醫事人員之藥師類科考試優先辦理電腦化適性測驗，主要係考量

每次報考藥師人數約 2 千多人，符合本部電腦化測驗試場座位規

模，且該項考試每年共舉辦 2 次，施行電腦化適性測驗所遭受之

衝擊與困難相對較低，同時可提高評量信、效度。 

然而，因本部現行國家考試制度與我國國情，在發展電腦化

適性測驗之前，應先設法解決考後不公布試題等政策性問題，並

且擬定電腦化適性測驗之試題研發流程、基本理念、採用之效

益、考試之公正性等說帖，加強宣導，以免除社會大眾之疑慮。

除此之外，電腦化適性測驗之試題必須經過試題預試之標準程

序，以擇優汰劣試題，並客觀建立出試題之難易度，考量預試作

業需花費大量之人力、物力、時間、費用等成本，故建議 100 年

完成藥師類科之題庫試題建置作業（含預試），於 101 年正式施

行該類科考試電腦化適性測驗，促使國家考試之電腦化測驗再邁

向新的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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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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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是多年來心理學家關心的議題之一，從最早1905年的「比西量表」發表至今，已超過百年的歷史。心理學家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演進，研發不同評量內涵的「智力測驗」。然而，最先將「情緒」與智力併在一起討論，提出「情緒智力」概念的是Salovey與Mayer（1990），他們認為情緒是由社會智力的概念發展而來，與Gardner在多元智力理論所提及的「人際智力」及「自知智力」較為類似。所謂「人際智力」是指能夠認知他人的情緒、性情、動機與慾望，並能夠做適度的反應進而與人交往且和睦相處的能力；「自知智力」則是自我認知的基礎，係指能夠認識自己的感覺，認識自己並選擇自己生活方向的能力。情緒智力的概念提出後，引起眾多心理學家的興趣，在Goleman出版「EQ」一書後，對於情緒智力的定義、內涵與測驗編製紛紛出現各種相關的學術研究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