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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擬答】 
 實作評量的定義： 

實作評量（performance assessment）又稱非紙筆測驗，係指根據學生實際完成一項特定任務或工作表現所作的

評量。這些任務或工作，可能是實際操作、科學實驗、數學解題、口頭報告、寫作…等等。因此，其所使用的

方式，係透過直接的觀察學生表現或間接的從學生作品去評量。這種評量方式不同於傳統的紙筆測驗，它重視

實作的能力，就像駕照考試的路考一樣，係從實際的行為表現來評量，而不是依賴筆試來決定。 

 實作評量的特性： 

實作評量重視知識與能力的整體性，異於傳統紙筆測驗將知識分成片斷來練習。實作評量具有以下幾個特性： 

實作的表現： 

學生以實作的方式來表現他們對知識的理解，而實作評量的題目並不強調複雜性。 

真實的情境： 

實作評量講求日常生活的運用，讓問題建立在真實情境的脈絡上，使實作評量更具意義，協助學生更加理解

與掌握問題的性質。 

弱結構： 

為了模擬日常生活中問題模糊不清的特性，實作評量的情境應傾向模糊，問題的設計傾向較不具結構的開放

性問題，以測驗學生問題解決的創造性與統合性。 

重視問題解決的過程與結果： 

專家與生手的差別在於專家知道如何有效應用所習得的知識。實作評量能從學生操作的過程去瞭解學生的思

考歷程，也能瞭解學生的操作是否符合程序。 

重視小組的互動： 

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中，許多問題的解決必須透過社會互動的方式來達成，有些類型的實作工作經由小組互

動，能激發彼此的創造力與問題解決能力，亦能培養學生人際互動的技巧。 

時間彈性： 

在極短的時間內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效，往往過度窄化了學習的結果。通常高品質的答案需要相當的時間思考

建構，應該儘量給予充裕的時間來解答，實作評量可以依照情境的需求，等待學生練習充裕之後再進行測試。 

多向度的評分： 

實作評量的內容多元且複雜，所以評量的標準相對複雜，而實作評量的評分至少應包含知識的產生、專業的

研究及附帶價值三個層面。此外，實作評量結合真實生活的應用，教師將有意義的教學活動作為實作作業，

要求學生表現、實作、產出或建構，使用人為判斷的方式計分，使得教師在教學與評量上均扮演與以往不同

的角色。 

二、【擬答】 
構念效度定義： 

構念效度(或稱建構效度)是指測驗的編製過程中，以客觀方法驗證一份測驗是否符合理論假設，以反映該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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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構結構上的有效程度。構念是由理論上所創造出來以理解人類行為或心理特質的概念，如果效度良好，則

測驗所產生的分數即可真實反映受測者的特質，測驗者可依該構念之理論對所測得的結果加以詮釋。 

以「數學推理評量」為例，構念效度的驗證方法有下列五種。 

內部凝聚性檢驗： 

此類方法主旨在於檢驗測驗內部之品質(如試題、分測驗、反應過程)是否測量同樣的心理構念。使用此法時

以測驗總分為效標並計算各試題或分測驗與總分之關係，所得之相關係數即代表測驗內部之凝聚程度，凝聚

程度越高即表示越傾向於測量同一心理構念。 

外在相關係數檢驗： 

驗證對象測驗與其他測驗工具間之關係。選用一已具有效度之測驗來做為效標，然後計算對象測驗與此效標

測驗間之相關係數，即得測驗的效度，此一係數又稱符合效度。除此以外，相關法有包括以對比樣本為效標

之效度檢驗，在使用此法時其主旨是衡量測驗對不同樣本之辨別能力。例如一組為數學推理能力高於平均值

者，另一組為數學推理能力低於平均值者，若要檢驗某一數學推理量表之構念效度，如該量表能有效區別出

兩樣本，即證明其能準確地測量心理特質。 

因素分析： 

為驗證以構念為中心的效度最常用的方法，它是一種多變數統計方法，可同時分析大量變項間之關係並找出

他們在測量上的共同性。如果測驗原來產生的分數結構符合因素分析所產生的特質結構，則表示該測驗具有

良好的因素效度。 

幅合效度與辨別效度檢驗： 

前者表示一測驗與其理論上同類之變項具有高相關，如數學推理測驗分數與在校數學科目成績有高相關，即

為幅合效度。後者表示它與其在理論上並不相干之變項應不具相關，如數學推理測驗分數與在校閱讀理解測

驗成績有低相關甚至零相關，即為辨別效度。可由「多元特質─多重方法矩陣」來同時檢驗這兩種效度。 

發展現象與實驗效果之檢驗： 

在心理學研究中有少數特質其發展過程與成長年齡或階段具有密切關係(例如智力、成就)。因此在檢查這類

測驗的效度時，便可以比較不同年齡階層的受試樣本在測驗上的表現是否呈現如預期之顯著差異，如果結果

確實如此，則測驗之效度即獲得肯定。最後，與構念有關的效度亦可藉著分析實驗變項對測驗分數影響之方

法加以衡鑑。如果用來測驗此一變項之測驗具有效度，則其分數應能正確地反應研究假設中所推論的效果。 

三、【擬答】 
中央極限定理，也稱為常態收斂定理，主要是指從平均數為μ，標準差為 σ 的母體中，隨機地抽取大小為 n

的獨立樣本 X1,…,Xn。當樣本數 n 很大時，其樣本平均減掉平均數，再除以標準差 n/σ ，將會趨近平均數為 0，
標準差為 1 的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題目僅取 8 個分數屬於小樣本，故母體不為常態分配，故無法計

算。若取樣數 n 很大時，則樣本平均數為 E( X )＝20。 

同理由，僅取 5 個分數，母體不為常態分配，故無法計算。若取樣數 n 很大時，則樣本標準差為σ2( X )＝
n

2σ

＝
5

5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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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題意，查表可知(資料標準化) 

P( 98.20X ≤ )＝P(
1005

2098.20
n

X
／

－

／

－
≤

σ

μ )＝P( 96.1Z ≤ )＝0.9756 

四、【擬答】 
 A 生分別對其推理測驗資料標準化 

數學推理測驗 Z＝
S

XX −
＝

8
4854 −

＝0.75 

語文推理測驗 Z＝
S

XX −
＝

10
6054 −

＝－0.6 

由於語文推理測驗之 Z 值較小(為負值)，故數學推理測驗表現較好。 

由可知，數學推理測驗之 Z＝0.75，經查表可得機率為 0.2734 

則 PR 值為 P( 54x ≤ )＝P( 75.0z ≤ )＝0.5＋0.2734＝0.7734＝77.34％，約為 77。 

不相同；因為資料標準化，故轉換單位不同，靠近常態分布中央原始分數單位較小，兩端點單位較大。 

依題意可得 

原始分數 次數 累積次數 cf 中點 cp 中點 

55 3 80   

54 4 77 75.5 0.755 

53 2 74   
已知 cp 中點＝0.755 經查表得 Z＝0.69 

且設定之平均數為 80，標準差為 10 

則常態化量尺分數＝10Z＋80＝10×0.69＋80＝86.9，取為 87。 

數學推理測驗分數最低 10％，經查表 Z＝－ 28(對應機率為 0.1003) 

則補救教學之量尺截點分數＝10Z＋80＝10×(－1.28)＋80＝67.2，取為 67。 

依題意知，10Z＋80＝100，可得 Z＝2 

則經查表 P(Z＞2)＝0.0228，故全校 1000 名學生中之資優生數目＝1000×0.0228＝22.8，取 22 人(注意，第 23

人錄取基準較 Z＝2 低，故取 2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