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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1 屆第 292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3 年 7月 10 日

壹、考選行政

為提升試題命題品質，考選部完成「命好題」微電影

一、前言

本部每年辦理約 20 次國家考試，以選拔政府機關需用的各種公務

人員及衡鑑社會需求的 80 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 101 年開始，本

部施政重心兩大主軸為「跨域治理、跨部合作」與「命好題、閱好卷」。

在「命好題、閱好卷」方面，本部持續強化「典試人力資料庫」、「題

庫」二庫及「闈場」、「閱卷處」二場的工作流程，一再勉勵相關工作

同仁，應做好事前準備、事中切實執行、紀錄及事後的檢討改善，以

精進二庫、二場工作品質。當然，各項考試典試工作，必須仰賴各行

各業、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們的協助下，方得以順利完成。因此，本部

特製作「命好題」宣導影片（DVD），拍攝現階段請委員命題之準備、

聯絡作業，及委員命擬題目過程中最正確的工作方式，提供經驗傳承、

知識分享。為讓命題委員在進行命題前即確實注意命好題，本宣導影

片將於每項考試第一次典試委員會議中播放，用影音加深命題委員命

好題應遵守之事項。

二、拍攝過程

本宣導影片主要採微電影方式拍製，自請委員命題之準備開始，

經電話聯絡提醒，到委員命擬好題目的過程，設計成完整的故事情節。

為保有典試人員及試務作業機密性，每個場景的物品、布置及演員等，

有些可以真實情景展演，有些則需以人或物模擬方式代替。拍攝過程

中有困難也有樂趣，例如：

（一） 命題作業審慎嚴謹的過程，如何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宣導

為避免變成標準作業流程式的教條微電影，在嚴肅中設計具有

趣味性亦可強調提醒效果的橋段，以吸引命題委員注意。

（二） 物力惟艱，本部各單位有物出物、有力出力



2

因經費有限，各場景及道具由本部三個考試司及總務司協助製

作及布置。除由委託廠商提供專業演員 1 人外，其餘演員均由

本部各單位派代表無償臨時演出。

（三） 原來影片是這樣辛苦拍出來的

因臨演同仁係第一次在專業攝影境頭下按腳本進行對話，每段

對話需自不同方向、角度取鏡，加上「NG」，短短幾秒的分鏡，

往往花費數小時，對話內容必須說上十幾遍，讓參與同仁有機

會體認…原來拍電影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輕鬆唯美。

三、宣導影片主要內容

強調優質試題是維持國家考試公信力的關鍵，優質試題使國家考

試具有信度、效度，可確實評鑑應考人的程度，選拔適格之國家公務

人員及專技人才。

（一）首揭命題委員之重要性

本部長久以來戮力研議，利用各種管道建置典試人力資料庫，

想辦法網羅各方專業菁英，盡為國家考試所借重。

（二）讓命題委員了解命題前需確認的事項

依典試法、命題規則等規定，提醒委員先確認事項：例如命擬

試題應親自為之、無試務應行迴避情形、命擬作業時間應充足、

請保守命題秘密等。

（三）說明優良試題要件

各項考試請委員命題時，由承辦單位先寄送相關資料，再以電

話聯繫說明，期望委員在命擬試題前，能參考相關資料並多一

點思索，再周全命題，例如下列考量重點：

1.切合專業知能與核心職能

試題內容應依各科目命題大綱、比例命題，如未訂定命題大

綱、比例者，應就該科目重要範圍，設定單元，再就各單元輕

重比率分配題數。

2.適當的難易分配及鑑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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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之陳述與難易度須簡明清晰，並配合應考人程度與應試時

間。試題之評量層次應涵蓋基礎知識、理解能力，與高層次之

應用、分析、綜合、評鑑能力，並應視考試等級、性質與目的，

適當分配各能力層次試題之比率。

3.完整的參考答案及評分標準

參考所附範例提供完整的參考答案及評分標準。

4.參考以往提出試題疑義的試題樣態統計結果，並避免發生。

5.注意試題內容細節

（1）試題若設有子題者，最多以 3 至 4小題為原則。

（2）如有計算題，請先行試算並附計算過程。

（3）正確引用最新版法規條文。

（4）正確使用中英文、標點符號及單位等。

（5）如有附圖或附表，圖上正確標示單位等圖說。

（6）已勾選可否使用電子計算器。

（7）命題用紙有逐頁簽名、寫上聯絡電話。

（8）命題用紙有蓋騎縫章。

（9）電子檔試題內容與紙本一致。

（四）如何做才能命好題

請命題委員在命擬試題時參考以下重點辦理：

1.詳閱命題參考手冊、命題原則、命(審)題注意事項及其他補充

事項或資料。

2.了解本次試題應考人屬性，包括：

（1）考試等級、類科、應考資格。

（2）需求人數及職務出缺機關（公務人員出缺職務的工作性質

及職等標準），或業務範圍及核心能力（專技人員）。

（3）錄取（及格）方式與標準。

3.確認命題範圍，包括：

（1）科目名稱、（2）命題大綱、（3）題型及占分比率、（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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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數、配分及總分、（5）作答時間等。

4.提醒試題重複造成的傷害

以態樣展示並說明近年因命題委員疏忽，致試題與其他考試試

題相同情形之案例，已傷害國家考試公信力，俾加強委員的使

命感。

5.避免試題重複的範圍

（1）不可抄襲供作國家考試試題的考古題

A.三年內國家考試考畢試題

B.學校期中考或期末考或入學考試題

C.其他機構的考試或測驗試題

（2）避免照錄個人專書或講義、取材勿侷限於單一來源。

6.試題命擬完成裝封時請注意的小細節

命妥之試題具有最高機密性，由命題委員密封後，須至闈場在

監試委員監視下，始能開拆並開始製題作業，為維完整性且把

握時間，尚需請命題委員注意一些小細節，例如：

（1）以命題資料檢查表自我檢查。

（2）密封前再一次檢查命題用紙與命題封套上所標示的等別、

類科、科目是相同的。

（3）把隨身碟（電子檔）放入命題封套。

（4）命題封套背面粘妥後請簽名蓋章。連同先前所附命題資料

放入最外面的大信封，粘妥不用簽名蓋章，再寄回本部，

一份精心設計的試題就這樣完成了。

四、結語

為了典試工作推展更為順利，本部亦努力精進各項前置配合事

項，例如：

（一） 命題前充分告知命題委員所命題考試類科等資訊，檢附命題

相關資料供參考。

（二） 蒐集並經開會審慎研議建置 8大類優良試題參考答案與評

分標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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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使教考訓用更加合一，本部已完成「職能分析」，公告於

本部全球資訊網，並函請相關機關參考外，也函知教育部及

各大專院校自行下載運用，供學校教學及學生未來投入政府

機關服務或擔任專技人員之參考。

（四） 為使命題作業更加精益求精，本部在命題前適時辦理命題技

術研習會，加強命題方法理論與實務之整合運用，來改進命

題委員命題技術。

本部將持續配合政策發展及社會需求建置各類學者專家典試人力

資料庫；業於 102 年 12 月在本部全球資訊網設置「國家考試典試人力

自我推薦」專區，鼓勵符合典試法第 5條至第 8條規定，並有熱忱參

與國家考試典試工作之各界學者專家，利用本部全球資訊網自我推

薦，經受理並審查後，即納入國家考試典試人力資料庫，俾利於日後

有適當時機借助專長，共同為國家掄才大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