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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選擇題第一篇 

壹、前言 

    長久以來，國民小學的社會科教學，面臨著不易克服的困境，這些困境，可以由以下

兩點來說明：  

  一、地位上最不受重視的學科：社會科教學，一向不很受重視，教學品質，相對的就

難以提升。這種現象，從幾點事實可以看見：1.學校在安排任課教師時，社會科的人選往

往最後考慮，認知上就以為社會科人人可教，不需任何條件或素養；2.難得為社會科設置

專科教室，即使設了，也是虛有其表，欠缺基本的設施；3.教具的充實，往往也是國語、

數學、自然優先採購，社會科教具往往被忽略，甚至有連藝能科都比不上的情況。 

  二、教學上最偏離目標的學科：社會科的性質，除了知識的學習以外，是最具陶冶情

意、增進技能功能的學科；教學目標的設定，也著重情意與技能。然而，由於以下的不利

因素，卻造成了教學的偏離目標：1.教學多用近似「讀書」的方式，未能「活動化」；2.

學習只重知識的記憶，忽略了社會科最重視的「概念」與「通則」的形成；3.評量以紙筆

測驗為主，忽略平時的評量；以給分為例，尚少有技能和情意的評量；忽略了「評量多元

化」的要求。這些情況，在在顯示出，社會科的教學，難以達成其該有的教學目標。 

  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科的教學，本已有所不足。當時勢所趨，在教育改革、教學求

新的需求下，欲實施「非紙筆測驗」的教學評量，也就遇上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從

教師、學童、家長三個角度，看出端倪：  

  一、教師方面：由於過去慣於以習作、紙筆測驗作為評量方式。在毫無頭緒的情況下，

採用哪種方式頗耗思量；其次，如何讓學童了解評量過程與要求標準，也相當費口舌；最

後雖評出分數，但因欠缺具體工具，以致受到學童、家長質疑，解說起來勞心費神。 

  二、學童方面：由於沒有作答經驗，一時無所是從，到底老師要求的是什麼，不易把

握；為了完成老師的要求，短期間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神，反而形成了另一種壓力。 

  三、家長方面：為求好分數，在學童進行作業過程中，協助預備，甚且急著代為捉刀。

一個以學童學習成果為對象的評量，變成家長角力的焦點，盡失評量的意義。 

  然而，這些表徵的產生，基本因素就在於對實施「非紙筆測驗」的誤認： 

  一、誤以為「非紙筆測驗」能減輕學童負擔，實際上，在無所是從、不知如何著手的

壓力下，學童的負擔，反而增加。 

  二、在對「非紙筆測驗」評量方式與實施程序，不甚了解的情況下，為了分數的評定，

只給學童很短的時間，卻要求去完成「非紙筆測驗」的題目，漠視「非紙筆測驗」評量的

精義，盡失其價值。 

  三、以平時的「紙筆測驗」，做為定期考查「非紙筆測驗」成績的一部分，實質上還是

「紙筆測驗」，只是換湯不換藥。 

  四、高估學童能力，只要求個別式的「非紙筆測驗」，結果是程度好的學童勉力完成；

程度平常的學童，由於不知如何下手，往往敷衍了事。這種情況下，難以讓學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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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適當的展現。 

  改進教學評量，運用多種方式來進行，是今天教學上不可免的趨勢。倡導「非紙筆測

驗」教學評量的意義，就在：揚棄紙筆測驗為主的評量觀念，為教師專業自主的發揮，奠

立基礎。然而面對存在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在：釐清「非紙筆測驗」教學評量的內涵，

提供具體的參考模式，喚起教師根據教學評量原理，落實「非紙筆測驗」教學評量的實施。 

貳、社會科非紙筆測驗教學評量的定位 

    「非紙筆測驗」教學評量，在社會科中如何加以定位？應該是探討社會科「非紙筆測

驗」教學評量的前提。以下將從社會科課程內涵與特性、以及社會科特別重視技能和情意

的培養這兩點，來加以探討。 

一、檢視社會科課程內涵與特性：  

  (一)從社會科課程理想內涵來看，內容豐富，包括：1.生活領域：以個人、家庭、學

校、地方、國家、世界為範圍的知識；2.個體行為：包含品德修養與生活習慣兩

方面；3.社會行為：包含人際關係與群己活動、物質生活和社會經濟、文化生活

和社會福祉等三方面；4.學習基本能力：包含閱讀、發表、欣賞、解決問題、蒐

集及運用資料等。 

  (二)從社會科課程學科領域來看，範圍寬廣，包括了：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經

濟學、社會學、心理學。 

  (三)從國民小學社會科的特性來看，歸納為：1.具鄉土性的學科：由於學習者的身心

背景的條件，教學內容著重「鄉土性」的素材；2.具時事性的學科：隨著時事的

移易，教學材料就必須不斷的推陳出新；3.最多元反應的學科：社會現象是不確

定的，也沒有固定的解決方式，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答案；4.最具價值的學科：

社會科建立人類社會基本的價值體系，是最具價值的學科；5.富挑戰性的學科：

教師必須有豐富的知識，始能勝任愉快，對教師而言，是隨時需要面對挑戰的一

個科目。 

  經過一番檢視以後，可以發現：社會科內容豐富、範圍廣闊、特性顯著，在進行教學

評量時，非用多種方式，實難有效評鑑學習的成果。 

二、社會科特別重視技能和情意的培養：  

  考查國民小學社會科技能教學與情意教學的內涵，可以發現社會科教學，在達成這兩

層面的目標的功能和重要：  

  (一)國民小學社會科技能教學內涵：1.生活規範的實踐；2.學習活動的參與；3.器物

使用與珍惜；4.閱讀與繪製圖表；5.蒐集與運用資料；6.社會問題探討與解決。 

  (二)國民小學社會科情意教學內涵：1.盡己能力和責任；2.尊親、友愛與和睦；3.團

體合作和和諧；4.尊重行業和服務；5.公德、同情與惜物；6.社會道義與參與；

7.國家觀念與民族情感；8.世界觀與大同理想；9.民主風度與政治參與；10.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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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家、愛鄉土、愛國家。 

  從這些技能與情意的教學內涵來看，社會科教學評量的進行，單藉紙筆測驗，難以竟

其功。運用多種的評量方式，配合目標層次來進行，才是踏實的做法。 

  根據簡茂發的看法，教學評量原則有：1.應是多方面的－除了知識技能之外，應包括

學童的品行、人際關係，學習態度、興趣、方法和習慣等方面；2.必須採用多種方式；3.

應注意學童平時的學習活動。又歐用生認為，社會科教學評量可遵循原則有：1.應視為教

學的一部分；2.併用多種評量技巧；3.利用各種場合評量。李聰超綜合各家意見，也提出

了社會科教學評量，應該：1.揚棄以紙筆測驗為主的觀念；2.以協助兒童的學習與成長為

依歸；3.兼用各種評量方式；4.重視兒童學習中的表現，強調平時的評量。這些看法，都

在在指出了一個道理：社會科教學評量應以「非紙筆測驗」為主。同時也符合社會科課程

內涵與特性，因應社會科特別重視技能和情意的培養的事實。 

參、社會科非紙筆測驗評量方式的探討 

    教育部公布的國民小學成績考查辦法中，就成績考查的方式，總共列了十一項。其中

屬「非紙筆測驗」的方式，有：鑑賞、晤談、報告、表演、實作、資料蒐集、設計製作、

作業、實踐及其他。茲就社會科教學實施中，較適合運用之方式，分別陳述如下：  

  一、報告：意指是「就學童閱讀、觀察、實驗、調查等所得結果之書面或口頭報告。」

在社會科教學評量運用時，應該注意：1.報告的主題，應是教學的重要內容；2.報告的主

題，應符合教學目標；3.應給兒童充分之反應時間，並確切的告知；4.使用時間、參考資

料、報告方式等事項，都應明確告知；5.界定評量標準，並向學童明確提示；6.可以讓其

他學童，共同參與評量。 

  二、表演：意指是「就學童之表演活動加以考查。」在社會科教學中實施時，宜把握

下面的幾項原則：1.表演內容或主題，由兒童共同討論決定；2.個別表演或團體表演均可

運用，但以小組較佳；3.以質為主要依據，以把握主題之程度為首要；4.應訂定評分標準，

以為依循，並事先告知；5.應給與充分的時間，使能全力演出。 

  三、實作：意指是「就學童之實際操作及解決問題等行為表現加以考查。」以下是給

社會科教師的建議：1.實作的項目，應是能具體操作的內容；2.擬具操作的要項，逐項評

定，並事先告知學童；3.協助學童，準備必要的器材；4.評量標準事先界定，並告知學童；        

5.操作過程儘量納入評量項目，而非只重成品或結果。 

  四、資料蒐集：意指是：「就學童對資料之蒐集、整理、分析及應用等活動加以考查。」

在社會科教學中運用時，宜注意：1.應有一定的主題或範圍，並符合教學目標；2.注重所

得資料的歸類、整理，而非僅剪貼；3.資料的質為主，量為輔；4.應給予足夠的時間，使

能充分搜羅；5.小組進行時，應考慮每個人努力的程度；6.搜集過程中，正確的運用資料

的態度，應列入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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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設計製作：意指是「就學童之創作過程及實際表現加以考查。」社會科教師從事

設計製作的考查時，應：1.提示主題或具體內容； 2.提示所需工具，指導學童準備； 

3.過程與結果應同時重視；4.擬具評量的要項，逐項評定。 

  六、實踐：意指是「就學童之日常行為表現加以考查。」應：1.設計具體實踐項目，

並明確告之要求標準；2.日常生活中隨時進行，以求真實；3.運用自我評量、同學互評等

方式，以供參考；4.採用評核表記錄，以便整理。 

  如果從目標層次與運用方式的配合來看，哪些方式適用於哪一目標層次，是教師進行

非紙筆測驗教學評量時，所感到困擾的問題。茲就其適用情況，說明如下：  

  一、屬於認知目標的：晤談、報告、問答討論、資料蒐集、作業。 

  二、屬於情意目標的：鑑賞、表演、實踐。 

  三、屬於技能目標的：表演、實作、資料蒐集、設計製作。 

  綜言之，從上面的探討，應該可以對「非紙筆測驗」評量方式的運用，做以下的歸納：  

  一、非紙筆測驗的教學評量，應融入教學過程中，與教學活動實際上是分不開的。 

  二、選用合宜的方式交互運用，不能單用一種方式進行評量，就代表學童學習的成果。  

三、評量不能單著眼在給分，應該是透過評量的進行，給予立即的回饋，以增進學習 

    的效果。 

  四、教師善於設計合用的評量表，以便隨時登錄運用，使評量更為客觀、公正。 

肆、社會科非紙筆測驗評量的基礎 

    社會科「非紙筆測驗」評量如何進行？教師必有的基本體認是什麼？以下就實施原則、

要點以及評分方式等，分別加以說明：  

  一、實施原則：1.依據教材的性質，選用合適的評量方式：如社會現象用資料蒐集、

歷史事實用表演、社區問題用書面報告、閱讀地圖用實作等；2.考量學童背景：學童的能

力以及可運用的資源和設施，都是進行教學評量時，所應考量的；3.評量進行中營造競爭

氣氛，使願意盡力完成工作：創造激勵憤發向上的環境，讓學童產生「追求更好」的意願；        

4.兼顧深度和廣度，讓學童按自己能力發揮：使程度高的學童，能有更精到的表現，程度          

平常的學童，做基礎的反應；5.以分組作業為原則，用個別分數來呈現：小學學童，受經

驗、能力的限制，較難獨力完成作業，以分組方式來設計，是必要的。 

  二、實施要點：1.事前的周詳計畫：先了解教材及教學目標、擬訂評量的實施計畫，

將主題、成果呈現方式、繳交日期、評分項目、評分標準、參考資料等，都列入評量計畫          

中，告知學童。2.適切的進行分組：每組人數以六人為度，有利彼此的互動；各組的實力

應該相等，以激發努力求好的鬥志；每次評量後，都應重新分組，促進人際關係的調適；          

鼓勵能力較差的學童，使他們在小組中，能盡力表現；開導小組每位成員，發揮接納別人

的愛心，避免排斥能力較差的學童。3.給予小組討論的機會：在各組進行搜集、準備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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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教師宜利用上課時間，留給小組就題目進行討論，並藉以了解各組的進度，督促其在

限定時間內完成；了解各組的困難，作必要的提示；了解學童個別參與的狀況，以適時鼓舞。 

  三、評分方式：在以小組合作為基礎的前題下，分數的評定，宜分為「小組分數」和

「互評分數」進行，再結合為「個別分數」。其評分的要點如下：  

  1.小組分數：由教師依事前既定項目及標準，進行各組評分，將評分結果，轉換成百

分法計分，是為小組分數。 

  2.互評分數：由小組成員互相評分，但本人不做自評。將小組成員評分結果，合計為 

總分。依個別所得總分，排列高低順序。 

  3.個別分數：教師先行決定等級之間的間距，以 2～3分為度。以小組分數為基準，做

為排序居中一人的成績。由中間依互評分數排序，向兩頭加減間距，計算各組成員

成績。 

舉例來說，假設小組分數，經教師評分為 85分，決定差距為 3分。此時，若經

小組成員互評後，學童甲排序 3、學童乙排序 5、學童丙排序 2、學童丁排序 1、學

童戊排序 4﹐則該小組學童的個別成績為：排序居中(排序 3)的學童甲得 85分、排

序 2的學童丙得 88分、排序 4的學童戊得 82分，然後排序 1的學童丁得 91分、排

序 5的學童乙得 79分。 

伍、社會科非紙筆測驗評量的模式 

    現就社會科非紙筆測驗評量的模式以「資料搜集」、「表演」為例分別說明：  

一、資料搜集的評量：首先擬定計畫，然後訂定教師的小組分數評量表及建立小組內學童  

互評表，最後進行評分工作，茲以「搜集萬華區古蹟的相關資料」為題說明要點如下 

  1.擬定評量計畫：  

   (1)年級單元：社會科三年級下學期第一單元「認識我們的家鄉」。 

   (2)評量題目：搜集萬華區古蹟的相關資料。 

   (3)成果呈現：書面資料，以 A4白報紙張貼，並加封面，以十張為限。圖片不拘，

其他(訪問錄音)，自由運用。 

   (4)繳交日期：四月十日，放學以前。 

   (5)參考資料：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出版－臺北市的古蹟；臺北市政府新聞處出版     

－臺北市古街之旅；遠流出版公司出版－臺北歷史散步；臺北鄉情叢書國小

篇第二冊－臺北的故事；各古蹟管理單位出版的簡介。 

  2.訂定教師小組分數評量表如下 

評量項目 0 1 2 3 4 5 

1.搜集範圍的完整 □ □ □ □ □ □ 

2.搜集材料切合主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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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項目 0 1 2 3 4 5 

3.搜集材料分別整理 □ □ □ □ □ □ 

4.編排有次序 □ □ □ □ □ □ 

5.提要切合內容簡扼 □ □ □ □ □ □ 

6.提要文字生動流利 □ □ □ □ □ □ 

7.資料來源詳細註記 □ □ □ □ □ □ 

8.圖片資料有價值 □ □ □ □ □ □ 

9.運用各種方法搜集 □ □ □ □ □ □ 

10.小組分工合作 □ □ □ □ □ □ 

    此表需事前訂定，每項成績為 0～5分，例如三年一班第一小組從第 1項～第 10項

分別得分 4,5,4,4,3,4,5,3,4,3時，第一小組的分數為： 

 

510
3435434454

×
+++++++++ ×100=78 

 

  3.建立小組內學童互評表：此表讓小組內每位學童評分，最低 1分，最高 5分。例如

三年一班第一小組評分者陳明禮對組內的評分如下： 

  評量項目 漢民 正平 筱娟 一萍 怡嘉 

1.搜集盡責 4 3 5 4 5 

2.熱烈討論 4 3 4 5 4 

3.提供器材 5 4 4 3 3 

4.助人搜集 3 3 4 4 3 

5.幫助摘要 4 3 3 4 5 

6.和人合作 3 4 2 5 4 

小計 23 20 22 25 24 

 

然後將每位互評分數經加總後，按總分將每位組內學童加以排列順序如下： 

 姓名 漢民 正平 筱娟 一萍 怡嘉 明禮 

明禮 23 20 22 25 24  

怡嘉 18 17 20 22  20 

一萍 22 18 19  24 23 

筱娟 21 17  23 20 22 

正平 23  22 22 23 21 

漢民  19 21 22 22 18 

總計 103 91 104 114 113 104 

排序 3 6 4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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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人得分計算：三年一班第一小組的小組分數是 78 分，如果事前決定差距為 3 分，

則個別分數為 

 姓名 漢民 正平 筱娟 一萍 怡嘉 明禮 

排序 3 6 4 1 2 4 

得分 78 72 75 84 81 75 

 

二、表演的評量：首先擬定計畫，然後訂定教師的小組分數評量表及建立小組內學童互評  

表，最後進行評分工作，茲以「民族融合故事的編劇演出」為題，說明要點如下 

  1.擬定評量計畫：  

   (1)年級單元：五年級上學期第九冊第二單元「中華民族的融合」 

   (2)評量題目：民族融合故事的編劇演出。 

   (3)成果呈現：劇本編寫以 A4紙兩張為準。 

   (4)表演方式：現場演出十分鐘。 

   (5)表演日期：十月十五日第二、三節 

   (6)參考資料：中華兒童叢書－中國的服飾；烏恩著、中華書局出版－百川歸海；                    

光復書局出版－中國歷史圖說；小魯出版社出版－中國歷史 365小百科 

  2.訂定教師小組分數評量表如下 

評量項目 0 1 2 3 4 5 

1.劇本切合主題 □ □ □ □ □ □ 

2.劇本生動有趣 □ □ □ □ □ □ 

3.劇情合邏輯 □ □ □ □ □ □ 

4.根據史實編寫 □ □ □ □ □ □ 

5.角色把握個性 □ □ □ □ □ □ 

6.道具盡力製作 □ □ □ □ □ □ 

7.表演賣力 □ □ □ □ □ □ 

8.小組合作無間 □ □ □ □ □ □ 

9.演出井然有序 □ □ □ □ □ □ 

10.時間把握適當 □ □ □ □ □ □ 

11.參考資料充分 □ □ □ □ □ □ 

12.演後整理確實 □ □ □ □ □ □ 

  此表需事前訂定，每項成績為 0～5分，例如五年二班第二小組從第 1項～第 12項分

別得分 5,4,4,3,3,4,4,4,5,4,4,5時，第二小組的分數為： 

512
544544433445

×
+++++++++++ ×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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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小組內學童互評表：此表讓小組內每位學童評分，最低 1分，最高 5分。例

如五年二班第二小組評分者李淨對組內的評分如下： 

評量項目 曉明 康靖 浩學 維真 美慧 

1.搜集盡責 5 3 2 4 4 

2.熱烈討論 4 3 3 4 5 

3.參編劇本 5 2 3 3 4 

4.樂接角色 5 3 4 4 5 

5.排練合作 5 3 3 3 4 

6.熱心道具 3 4 3 5 4 

7.全力演出 5 3 2 4 5 

8.樂於助演 4 2 3 3 3 

9.收拾整理 3 5 4 4 3 

小計 39 28 27 34 37 

 

   然後將每位互評分數經加總後，按總分將每位組內學童加以排列順序如下： 

  姓名 美慧 維真 李淨 浩學 康靖 曉明 

美慧  36 33 29 30 40 

維真 33  29 25 26 36 

李淨 37 34  27 28 39 

浩學 36 33 31  31 38 

康靖 37 35 31 33  41 

曉明 34 30 30 29 27  

總計 177 168 154 143 142 194 

排序 2 3 4 5 6 1 

   

4.個人得分計算：五年二班第二小組的小組分數是 82分，如果事前決定差距為 2分，

則個別分數為 

姓名 美慧 維真 李淨 浩學 康靖 曉明 

排序 2 3 4 5 6 1 

得分 86 84 82 80 78 88 

陸、結語 

    教學評量的改進，是因應教育改革、教學發展的必然趨勢，身為教師，應該不能自外

於職責所在，在「非紙筆測驗」教學評量，盡一分心力，以開創教學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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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就學科內涵和特性，以及學科重視情意、技能的培養來看，教學評量，應該以

「非紙筆測驗」的方式為主，如此，當有助於社會科教學水準的提升。然而，由於社會科

的課程實施，長久的不受重視，加上「非紙筆測驗」一直未能在教學評量中，佔一席之地，

驟然實施、推廣，面臨的是教師、學童都不知所措的情況，有待教育工作同仁的探討、解決。 

  本文試就「非紙筆測驗」評量方式加以探討，再從「非紙筆測驗」的基礎--評量表的

運用、「非紙筆測驗」評量的基礎及模式加以說明，期望提供國民小學教師社會科「非紙筆

測驗」評量的參考。當然，這只是「初探」，寄望國民小學教師，不斷的探討、交換心得，

建立非紙筆測驗評量的可行模式，讓「非紙筆測驗」的評量，落實在社會科的教學實施中。 

請依上文所述，選擇最適當的選項，回答下列問題：  

1.依本文所述，下列哪一個選項是現今社會科很難達成教學目標的原因之一？ 

 （A）社會科太重視教學活動化 

（B）社會科太重視評量多樣化 

 （C）社會科太重視概念通則化 

 （D）社會科太重視知識記憶化 

2.對「解決問題」的行為表現加以考查，是屬於下列哪種「非紙筆測驗」的方式？ 

 （A）實作 

 （B）實踐 

 （C）作業 

 （D）晤談 

3.依本文所述，下列關於社會科「紙筆測驗」與「非紙筆測驗」的比較，何者最為正確？ 

 （A）「非紙筆測驗」較可以降低學童的壓力負擔。 

 （B）「非紙筆測驗」較可以減少學童的測驗時間。 

 （C）「非紙筆測驗」較容易施行學童的情意評量。 

 （D）「非紙筆測驗」較容易忽視學童的認知回饋。 

4.依本文所述，下列 5個項目的社會科測驗與評量中，哪幾項為「非紙筆測驗」？ 

 作業評量；表演評量；基本學力評量；設計製作測驗；電腦適性測驗。 

 （A）僅是 

 （B）僅是 

 （C）僅不是 

 （D）僅不是 

5.依本文社會科「表演」的評量模式，小組內的互評表項目中，最多屬於下列哪項目標？  

（A）認知目標 

 （B）情意目標 

 （C）技能目標 

 （D）綜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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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本文社會科「資料搜集」的評量模式，教師訂定小組分數評量表的項目看來，最多是 

屬於下列哪個選項的目標？  

 （A）認知目標、情意目標 

 （B）情意目標、技能目標 

 （C）技能目標、認知目標 

 （D）綜合目標 

7.依本文所述，下列 5個項目的社會科「非紙筆測驗」方式是屬於情意為目標的評量？ 

 鑑賞；晤談；報告；實踐；實作。 

 （A）僅 

 （B）僅 

 （C）僅 

 （D）僅 

8.依本文所述，假設進行一項社會科「非紙筆測驗」，若其中的一個小組的評量表項目所得

的分數分別為 3,4,5,2,0,4時，試問該小組分數為何？  

 （A）60  

 （B）62 

 （C）64 

 （D）66 

9.依本文所述，假設進行一項社會科「非紙筆測驗」，若其中的一個小組成員有 5 名學童， 

若經教師評定小組分數為 81分且設定名次間距為 3分，試問該小組的第一名學童的個別

分數為何？  

 （A）84 

 （B）85 
 （C）86 
 （D）87 

10.從測驗與評量理論觀點來看，關於本文所舉的「資料搜集」、「表演」的兩項評量模式，

下列何者最有可能被質疑？  

（A）信效度 

 （B）難易度 

 （C）鑑別度 

 （D）猜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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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選擇題第二篇 

訊息函數(information function)在電腦適性測驗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電腦適性

測驗的進行中，藉由試題訊息函數，挑選適合於受測者的試題，使得試題對受測者為難易

適中，並求得最大測驗訊息函數值，使其能力值估計的標準誤為最小，達到提高能力值估

計的精確度，並且能提高測驗的效率。 

在一般而言，電腦適性測驗的進行步驟為 

不同的試題反應模式下，有不同的訊息函數型式，以下主要探討二元計分試題反應模

式的訊息函數。試題訊息函數(item information function)，作為測驗挑選試題的主要參考依

據。則試題訊息函數定義如下： 

)()(
)]([

)(
2'

θθ
θ

θ
jj

j
j QP

P
I =                            (1) 

其中 )(θjI 為能力值θ 在試題 j 的試題訊息函數， )(θjP 為能力值θ 在試題 j 的答對機

率， )(θjQ 為能力值θ 在試題 j 的答錯機率， )(' θjP 為能力值θ 的試題反應函數的導數。 

若試題估計是使用三參數 logistic 模式，則試題反應函數定義如下： 

))(exp(1
1)1()(

jj
jjj bad

ccP
−⋅−+

−+=
θ

θ                   (2) 

其中， )(θjP 為能力值θ 在試題 j 的試題反應函數， jb 為試題 j 的難易度， ja 為試題 j 的鑑

別度， jc 為試題 j 的猜測度。 
某試題 j 在能力值 jm 時，試題訊息 )( jj mI 為最大，則 jm 的公式如下： 

)
2

811
ln(1 j

j
jj

c
ad

bm
++

⋅
+=                     (3) 

    從(3)可知，如使用三參數 logistic 模式，在猜測度 0≠jc ，則受到鑑別度 ja 與猜測

度 jc 的影響，在能力值θ對以 jb 為準而產生一個偏移量 jm∆ 。則 jm∆ 的公式如下： 

)
2

811
ln(1 j

j
j

c
ad

m
++

⋅
=∆                   (4) 

    若能力值θ在 jm 點上，可得試題訊息最大值為 )( jj mI ，則 )( jj mI 的公式如下： 

)()
2

()( 2
j

j
jj cf

ad
mI ⋅

⋅
=                         (5) 

起始能

力值設

 

根據訊息函數 

選擇試題施測 

根據現有作答

情形估計能力

 

評估是否

停止施測 

是 

報告成績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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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中 )( jcf 的計算方式如下： 

2

2

)813(

)811(

)8121(
2)1(4)(

j

j

jj
jj c

c

cc
ccf

++

++
⋅

+++
⋅−=             (6) 

請依上文所述回答下列問題：  

1. 在公式(2)中，一般假設 d 為常數，其功用為何？ 
(A) 為了使試題特徵函數更趨近於常態肩形模式(normal ogive model)。 
(B) 避免 exp() 函數值過大，而造成 Pj(θ )不精確。 
(C) 修正試題的鑑別度參數，使 Pj(θ )更為精確。 
(D) 修正試題的猜測度參數，使 Pj(θ )更為精確 

2. 承上題， d 通常預設值為何？ 
(A) 2loge  
(B)  0.5 
(C)  1.702 
(D)  π  

3. 在三參數 logistic 模式下，試題訊息函數為何？ 

(A) 2))](exp(1[))](exp([
)1(

)(
jjjjj

jj
j bdabdac

cda
I

−−+⋅−+

−
=

θθ
θ  

(B) 2

22

))](exp(1[))](exp([
)1(

)(
jjjjj

jj
j bdab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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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

θθ
θ  

(C) 
))](exp(1[))](exp([

)1(
)(

22

jjjjj

jj
j bdabdac

cad
I

−−+⋅−+

−
=

θθ
θ  

(D) 22

22

))](exp(1[))](exp([
)1(

)(
jjjjj

jj
j bdabdac

cad
I

−−+⋅−+

−
=

θθ
θ  

4. 從公式(3)可知，如使用單參數或二參數 logistic 模式時，則試題訊息最大值會發生在能

力值為何？ 
(A) 鑑別度 ja  
(B) 難易度 jb  
(C) 猜測度 jc  
(D) 常數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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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公式(5)、(6)中，可以得出試題訊息的大小，主要受到哪些因素決定？ 
(A) 鑑別度 ja ，難易度 jb ，猜測度 jc ，常數 d  
(B) 鑑別度 ja ，難易度 jb ，猜測度 jc  
(C) 鑑別度 ja ，難易度 jb  
(D) 鑑別度 ja ，猜測度 jc  

6. 承上題，試題訊息最大值的位置，主要因素由何者決定？ 
(A) 試題鑑別度 ja  
(B) 試題難易度 jb  
(C) 試題猜測度 jc  
(D) 常數 d  

7. 從公式(5)、(6)中得知，試題訊息的大小和試題猜測度 cj 的關係為何？ 
(A) 約與試題猜測度 cj 成正比 
(B) 約與試題猜測度 cj 的平方成正比 
(C) 約與試題猜測度 cj 成反比 
(D) 約與試題猜測度 cj 的平方成反比 

8. 一般而言，電腦適性測驗的受試者初始能力值設定方式為下列何者？ 
(A)  0  
(B)  介於最大能力值至最小能力值間隨機選取 
(C)  介於 0 至最小能力值隨機選取 
(D)  介於 0 至最大能力值間隨機選取 

9. 假設現有 5 試題，其參數如下表所示，何者最可能被選擇為第一題進行施測？  

Item jb  ja  jc  
1  1.20 0.50 0.15 
2  0.50 1.00 0.07 
3  0.00 1.50 0.05 
4 -0.50 1.00 0.09 
5 -1.20 0.50 0.12 

(A) Item 1 
(B) Item 2 
(C) Item 3  
(D) Item 4 

10. 下列何者為最常用的測驗訊息函數(test information function, )(θI )？ 
(A) )()( θθ j

j
II ∑=   

(B) )()( θθ j
j

II ∏=  

(C) )]()][([)( θθθ j
j

j
j

III ∏∑=   

(D) )()( θθ
θ j

j
I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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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選擇題第三篇 

下面是關於測驗分析之方法，請仔細閱讀後，回答文章後之問題。 

有一位國小數學教師，同時教甲乙兩班之學生，學習乘法這個單元。在教完第一個活

動後，進行紙筆測驗，此紙筆測驗共有 6道問題，題目如下： 

     )  (317  6.           )  (614  5.                        )  (7175  .4
)  (323  3.          )  (978  2.     )  (7)  (50657  .1

=×=×=×
=×=××+×=×

 

又甲、乙兩班之測驗結果如下兩表所示，1表示答對，0表示答錯。 

 

 

 

 

 

 

 

 

 

 

 

 

 

 

 

 

 

 

 

為了分析甲乙兩班之測驗結果，底下提出『難度』、『庫李信度』『試題順序關聯』之理

念，其定義如下： 

 

【定義一】（試題 i之難度） 

假設受試者全體總數為 N ，試題 i之答對人數為m ，則試題 i之難度 iP 定義為
N
m

。 

【定義二】（庫李信度） 

假設受試者全體總數為 N ，試題之總數為 K ，第 i 題第 j 位學生之得分為 ijx ，則庫

 A B C D E F G H I J 

1 0 0 0 0 1 0 0 0 1 0 

2 1 1 0 1 1 0 0 0 1 0 

3 1 1 0 1 1 0 1 1 1 0 

4 1 0 0 1 1 0 0 0 1 0 

5 1 1 0 1 1 0 1 0 1 0 

6 1 1 0 1 1 0 1 0 1 0 

 A B C D E F G H I J 

1 0 0 0 0 1 0 0 0 1 0 

2 1 0 0 0 1 0 0 1 1 1 

3 1 1 0 1 1 0 0 1 1 1 

4 0 0 0 1 1 0 1 0 1 0 

5 1 1 0 1 1 0 1 0 1 0 

6 1 1 0 1 1 0 1 0 1 0 

甲班學生 
試題 

乙班學生 
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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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度之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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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三】（試題順序關聯） 

試題 i到試題 j 有箭頭之充分必要條件為「所有答對試題 j 之學生均答對試題 i」，
記作 ji → 或 ij ← 。若 ji → 且 ij → 成立時，則稱試題 i 與試題 j 等價。等價在

測驗的解釋上，是將兩題所測的概念視為相同。 

例如：乙班所有答對第 2題的學生均答對第 1題，故有 12 → 或 21← 。 

請依上文所述回答下列問題： 

1.若根據甲班之測驗結果，則難度最高之題目為何？ 

(A) 1 

(B) 2 

(C) 3 

(D) 4 

2.若根據乙班之測驗結果，則難度最低之題目為何？ 

(A) 1 

(B) 2 

(C) 3 

(D) 4 

3.根據試題關聯結構之定義與甲班之測驗結果，試題 1、試題 2、試題 4三題間之順序關聯

為何？ 

(A) 241 →→  

(B) 412 →←  

(C) 142 →→  

(D) 412 ←→  

4.根據試題關聯結構之定義與乙班之測驗結果，試題 1、試題 2、試題 4三題間之順序關聯

為何？ 

(A) 412 →→  

(B) 412 →←  

(C) 142 →→  

(D) 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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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假設將 ji → 解釋為「學會第 j 題的前提是先學會第 i題」。若根據乙班之測驗結果，則學

會第 4題的前題為學會哪幾題？ 

(A)第 1,2題 

(B)第 2,3題 

(C)第 5,6題 

(D)第 1,6題 

6.若根據甲班之測驗結果，則等價之題目為何？ 

(A)第 1,2題 

(B)第 3,4題 

(C)第 5,6題 

(D)第 2,4題 

7.根據庫李信度之定義，庫李信度亦可改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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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8.根據甲班之測驗結果，試求庫李信度？（四捨五入至小數第 2位） 

(A) 0.23 

(B) 0.34 

(C) 0.8 

(D) 0.92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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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據乙班之測驗結果，試求庫李信度？（四捨五入至小數第 2位） 

(A) 0.23 

(B) 0.34 

(C) 0.8 

(D) 0.92 

10.若數學之邏輯發展程序為『不進位之乘法→被乘數的個位進位→被乘數的個位與十位

均進位→被乘數的個位十位百位均進位→乘法分配律』，則甲乙兩班中與數學之邏輯發

展程序一致之班級為何？ 

(A)甲班是乙班不是 

(B)乙班是甲班不是 

(C)甲乙兩班均是 

(D)甲乙兩班均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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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選擇題第四篇 
 

我們將在此概述那些與編寫大多數測驗題的技術有關的一般問題，以及那些與編寫特

殊類型試題有關的特定問題。最後，我們將描述教師應如何編訂或者使用題庫，以便挑選

將編入由他們編製的各次測驗中的試題。 

對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來言，通過書面文字進行溝通，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試題

編寫是殊為困難的一種書面形式，測驗題更是突出。它們不像大多數其他書面形式那樣，

能使學生從上下文得到啟發。測驗題是一些比較簡短的陳述；看來，編寫試題侷限於用一

兩個句子，比之不受篇幅限制，總是更困難一些。每一道試題都要被大多數學生仔細閱讀，

每一個單詞都變得重要起來了，考生不斷地詢問這道試題或者這個單詞真正的意思是什

麼。如果試題不是精確地擬定的話，那麼考生就可能會把擬題人所不承認的內容硬塞進對

試題的理解中去。考試結束後，擬題人就是跟學生再說什麼「你本該知道那並不是我的意

圖」，那也沒有什麼用了。教師在編寫試題時可能會出差錯，甚至職業試題編寫者也會出差

錯。對於標準化試題的大多數批評，已經把茅頭指向措詞拙劣的多項選擇題。 

問題在於，試題編寫跟各項教學目標的製定，同樣都是一個循環過程。不論是編寫客

觀性試題，還是陳述性問答題，教師都不應低估編製一道高水準試題的困難，也不應該在

編寫的任務面前顯得手足無措，或者感到精神壓力很大。教師需要一開始就盡一切努力，

編寫出在技巧上無懈可擊的試題。對於已經編寫好的試題，教師可以通過考試前仔細的複

閱、同事們的批評以及學生的反應來加以改進。在考試結束之後，也能夠從試題分析（項

目分析）中進一步蒐集有助於改進試題的資料。非正式評鑑也能充實和增補關於某一試題

或者某一組試題適合程度的資料。就是說，如果某學生或者若干學生，對於跟某一既定目

標有關聯的行為，能夠在課堂上的自發性評量中作出表示，但在書面測驗中卻不能表示的

話，教師就應該著手檢查各道書面問題，看一看這些試題之所以困難，是否由試題本身而

不是學生或者教學造成的。 

在編寫過程中，許多試題將會作廢，而其他的試題能通過事後的認識加以改進。教師

不應該因為許多試題編寫拙劣而頓時感到氣餒；這些試題經過評論之後，能夠得以改進。

跟所有高水準的寫作一樣，編寫一道測驗題，要求對之推敲、刪改、潤色，甚至有時推倒

重來。只要教師記住這個事實：試題編寫並不是臨考前開個夜車就能一次性完成的，而是

一個繼續前進的循環過程，那麼一個能用於評量教學並且編寫完善、經實踐證明是可取的

題庫，最後終將編訂製成。 

因此，本文的重點是闡述改進編寫試題的基本技術方法，關於測量認知與情意分類中

的那些不同層次的試題設計技巧，將專門在另一篇文章討論。不過，讀者應該知道，編製

一道測量上述任一分類中任一層次的試題，其最為首要的先決條件，就是精心編題。例如，

如果一道測量應用能力的試題，由於措詞笨拙而被人誤解的話，或者僅僅按照某一語法線

索就能正確地回答該道試題的話，那麼花在設計試題上的時間，就可能白白浪費了。 

同樣，我們將要提出各項要求編寫題意明確簡潔、技術上正確的試題建議，對於為常

模參照測驗編題，為效標參照測驗編題都一樣適用。對於這兩類測驗中的任何一類來說，

題意明確和語法、技術上的考慮同等重要。 

最後，在使用題庫的過程中，各項有關編寫試題的一般建議和具體建議，就成為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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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試卷中的各道試題的重要準則。某道試題收入了題庫，並不一定意味著它的編寫有水

準。跟我們大家一樣，試題編寫者也可能感染上本文將予概述的各種毛病。教師從題庫挑

選各道試題時，需要按照下面扼要敘述的各項一般建議，花些時間加以仔細審閱。 

 

若干初步考慮 

各項教學目標與規格明細表 

試題編寫的起點，就是對各項教學目標予以仔細考慮。規格明細表（雙向細目表）所

概括的各項教學目標目錄，成了在籌劃書面測驗時必須遵循的藍圖。按照教師對於規格明

細表中的每一個具體目標小格（細目）的相對總重要性所作出的判斷，可以對每一個小格

都賦予一定的價值份量。這種判斷的基礎，可能是對該特定小格所投入的教學時間總量或

者所給予的重要性，或者是按照今後教學的觀點所覺察到的教學目標的重要性，或者是所

有的小格都被認為同等重要。不考慮對每一個小格加權的各項準則，也可以賦予每一個小

格粗略的百分數，並可用這些百分數來估計應為每一個小格編寫的試題數。這種做法有助

於確保內容效度，就是說，這個試題反映了各個教學目標的相對重要性。 

如果對某個小格賦予一個 20% 的相對份量，而且計畫進行一次包括 50道試題的測驗

的話，那麼為這一個小格將編寫十道左右的試題。按照測驗信度對測驗篇幅作各種考慮，

是非常重要的。編寫客觀試題的一般經驗，是編寫者得編寫三倍於所需試題的題目，因為

每三個試題中，大概將有兩個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缺陷（雖然這個比例數隨著實踐將會縮

小）。在我們舉的例子中，為了得到十道左右符合要求的試題，教師應計畫編寫三十道試題。

一旦各個小格都被賦予了一定的價值份量，而且每一個小格所需要編製的試題近似數目業

經確定，那麼就需要先編寫用來引出與每個小格有關聯行為的那些試題。 

各類試題的挑選 

應該編寫什麼類型的試題來測量上面談及的教學目標呢？按照我們在下一個部分中將

見到的情況來看，有兩種基本測驗類型：問答型試題，即學生必須寫下試題答案；選答型

試題，即學生從若干個並列的答案中選定正確的答案。我們還將瞭解到，在這兩個範疇下，

還有著若干可選用的試題形式。試題形式的選擇，必須服從有待測量的教學目標的性質。

應當從一開始就優先選用那種讓學生最直接地展示出合意行為的方法。最後很可能選用較

多的間接型試題，不過它們的效度應予確立；換句話說，各人在間接試題上的成績排列的

順序，必須跟他們在直接評定方法下所得的成績順序相同。對許多教學目標來說，書面測

驗、問答型試題和選答型試題，都是對具體教學目標的直接測量。但是，教師需要考慮到，

許多教學目標不可能通過書面測驗直接對之測量－－例如，會話技能、外語發音、對實驗

室技術的正確使用、顯微鏡的使用或者汽化器的修理。 

除了根據是要求學生供給答案還是挑選答案對試題進行分類外，還要根據如何評分的

情況，從性質上把各道試題分為陳述性試題，或是客觀性試題。 

每一道陳述性試題，須由精通測驗範圍的人士進行審閱。由於沒有一個答案能夠被截

然列為純粹正確的答案，因而評卷人員無法對答案進行評分。評分中還可能會攙入對答案

質量作出的主觀判斷。事實上，陳述性問答題的主要弱點之一，就是不同的讀者不會對答

案的正確性取得一致意見，甚至同一位讀者在不同的時候，也會對各個答案作出不同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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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上文所述回答下列問題： 

1.請問規格明細表（雙向細目表）的「欄」通常設為什麼？ 

（A）具體行為 

（B）課程內容 

（C）能力種類 

（D）教學時數 

2.請問規格明細表（雙向細目表）的「列」通常設為什麼？ 

（A）具體行為 

（B）課程內容 

（C）能力種類 

（D）教學時數 

3.下列何者是最不可能影響規格明細表小格內百分數的因素？ 

（A）教學目標的重要性 

（B）教學時數的總量 

（C）命題教師的看法 

（D）考生的反應 

4.當規格明細表每一小格的試題近似數目業經確定，接下來該做的事為何？ 

（A）依照教學內容，定義每一小格的關聯行為 

（B）編寫引出每一小格關聯行為的試題 

（C）依照具體行為，定義每一小格的關聯行為 

（D）挑選適合每一小格關聯行為的試題類型 

5.對於已經編寫好的試題，下列何者最不適合當作教師徵詢改進意見的對象？ 

（A）家長 

（B）學生 

（C）同事 

（D）自己 

6.下列何者不是試題分析（項目分析）所提供的資料？ 

（A）難度 

（B）鑑別度 

（C）效度 

（D）選項誘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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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文提及：教師如欲充實或增補試題的適合程度，可以採用「非正式評鑑」。下列何者不

屬於「非正式評鑑」？ 

（A）讓學生反省答錯的原因 

（B）讓學生說明或示範其原始的解題方法 

（C）再讓學生重考一次 

（D）讓學生說明他原先對試題題意的認知 

8.請問下列何者最符合本文所提及的「合意行為」？ 

（A）試題編寫者所欲測量的具體行為 

（B）學校教師所教的重點行為 

（C）課程綱要所列的教學目標 

（D）學生內心所想表達的話 

9.請問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本文接下來要談的問題？ 

（A）問答型試題 

（B）選答型試題 

（C）陳述性試題 

（D）客觀性試題 

10.本測驗的試題皆為客觀性試題或選答型試題，請問它對能力的測量最偏重於那一種能力？ 

（A）有關事實的知識能力 

（B）推論能力 

（C）組織能力 

（D）閱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