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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測驗與統計概要》 
一、Robert Linn曾在其著作提到效度乃是一種一元論的概念，只是具有多種型式的證據，包括內

容、建構、效標關聯和後果等四個面向。Linn也提到就許多測驗與評量而言，既不實際也不需

同時考量上述四個面向。試就此四面向給予簡單定義，並以教室班級評量及學術性向測驗為

例，說明各所強調的主要考量效度面向為何？較次要的面向為何？（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特定學者之相關論點，特別提到後果效度之概念，算是有點偏頗。不過在其他三種效度

證據之定義上，以及以兩種測驗為例，要求考生判斷何種效度證據為重的答題上都不是太難。考

生應能取得不錯的分數。 

考點命中 高點《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三回第16章，傅立葉編撰，頁23-24。 

 

答： 
(一)一個測驗或評定工具之效度的多種證據，可以包含內容、建構、效標關連與後果等四個面向，其定義分別 

如下： 
1.內容效度：指測驗內容(組成題目)的教材與考試範圍之代表性與試題取樣的適切性，又稱為邏輯效度。

通常內容效度的證據屬於質化，可以由專家意見(共同認定)或雙向細目表(確保試題涵蓋教學目標與教材

內容兩個面向)取得測驗具內容效度之證據。 
2.建構效度：指一測驗能夠測量到理論上的構念或特質的程度，通常在測量前所未有的、或是以前測的不

是很好的事物時特別注重。常須就歷史文獻對於構念的定義進行脈絡回顧與探討，才能掌握心理或人格

構念的真實含意，進而編組良好試題組合。 
3.效標關聯效度：欲了解一個新編測驗預測某一個體行為的有效程度，而研究測驗分數與外在效標間之關

聯性所計算而得的相關係數即為效標效度，因為效標的選擇多依研究者的專業經驗判斷，又稱經驗效度

(empirical validity)；或因其證據屬於量化指標，又稱統計效度(statistical validity)。 
4.後果效度：基於測驗評量對社會影響應該負起的責任，因著重於評量的後果影響面，一般將此稱之為後

果效度(consequensial basis of validity)，意含除了前述三種效度的證據考量外，評量對學生個人、老師教

學、及班級文化、甚或社會習慣的影響，都是評量效度的範圍。 
(二)若以教室班級評量與學術性向測驗為例，因評量目的與評量結果的應用不同，其所強調的主要效度面向不

同。教室班級評量應以取得學科的學習成就資訊為主要目的，因此主要考量效度面向以試題出處與組合為

探討的內容效度，以及試題與另一外在效標之關聯性高低所提供的間接證據之效標關聯效度為主。而因學

習成就的定義不易偏差以及測驗結果頂多影響教師教學的調整，建構效度與後果效度只是次要考慮之效度

面向。在學術性向測驗上，因為測驗之性向能力多元，以及測驗結果對於學生升學與就業輔導影響相當

大，主要考量效度面向應為建構效度與後果效度。 
 

二、利用某一「人格量表」與「教師評定」測量學生三項不同的特質：成就性（甲）、社會性

（乙）及獨立性（丙）。根據資料分析所得之多重特質多重方法矩陣如附表。就表中資料，分

別指出「相同方法測量相同特質」、「不同方法測量相同特質」、「相同方法測量不同特質」

及「不同方法測量不同特質」的係數，並依據係數評論該人格測驗是否具有效度證據？（25

分） 

附表：人格量表與教師評定之多重特質多重方法矩陣 

 人  格  量  表 教  師  評  定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人格量表        

 成就性 （甲） .71      

 社會性 （乙） .62 .89     

 獨立性 （丙） .92 .7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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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定        

 成就性 （甲） .79 .66 .64 .83   

 社會性 （乙） .60 .61 .63 .80 .87  

 獨立性 （丙） .51 .81 .85 .74 .69 .84 

 

試題評析 

本題屬於測驗學的構念效度範圍。特別使用多重特質多重方法(MTMM)矩陣將兩測驗工具對於學

生三種人格特質測驗結果的相關係數呈現，答題關鍵在於平日練習經驗，以及能否將構念效度成

立的兩大效度概念的證據提出。本班同學在英文補充講義已經獲得充分練習，在本題取得高分應

無困難。 

考點命中 高點《教育測驗與統計補充英文講義》，傅立葉編撰，頁7-8。 

 

答： 
(一)依題意，利用兩種量表與評定測量學生的三種特質，結果以多重特質多重方法矩陣呈現如附表。可得四類

係數，分別為： 
1.「相同方法測量相同特質」的相關係數，包括： 

人格量表的.71, .89, .67，以及 
教師評定的.83, .87, .84 

2.「不同方法測量相同特質」的相關係數有.79, .61, .85 
3.「相同方法測量不同特質」的相關係數，包括： 

人格量表的.62, .92, .72，以及 
教師評定的.80, .74, .69 

4.「不同方法測量不同特質」的相關係數有.60, .51, .81以及.66, .64, .63 
(二)依據前述各相關係數的證據，由於「不同方法測量相同特質」的相關係數(.79, .61, .85)夠高，提供收斂效度

的證據；以及「不同方法測量不同特質」的相關係數[(.60, .51, .81)以及(.66, .64, .63)]較低，也提供區別效

度的證據，因此該人格測驗(量表)具有構念效度的證據，足以作為學生三種人格特質的測驗、檢視與解

釋。 
 
三、研究者想知道學生的數學自我效能對其數學學習表現的預測力，他蒐集30名學生的數學自我效

能量表分數(X)以及數學成績(Y)，下表是這兩個變項的描述統計，兩者的相關係數為0.55。 

 X Y 

平均值 35 82 

標準差 2 5 

(一)請寫出以數學自我效能量表分數預測數學成績的非標準化的（unstandardized）迴歸方程

式，解釋迴歸係數的意義。（15分） 

(二)該迴歸方程式的估計標準誤為何？（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最基礎的迴歸分析計算題，除了估計迴歸係數以構建方程式外，考生仍需仔細解釋迴歸係

數的意義，並計算估計標準誤。此題難度不高，本班同學能夠100%拿得所有分數，一般考生分數

高低的關鍵在於迴歸係數的意義解釋，如果無法強調「平均而言」則無法凸顯迴歸分析所強調的

主要精神。 

考點命中 高點《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一回第8章，傅立葉編撰，頁49-52。 

 

答： 
(一)利用題目提供的數學自我效能量表分數(X)與數學成績(Y)兩變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以及相關係數之資

訊，可以進行迴歸方程式的兩個參數估計，計算如下：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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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數學自我效能量表分數(X)預測數學成績(Y)的非標準化迴歸方程式為 

xy 375.1875.33ˆ   

方程式中之迴歸係數1.375的意義為，在利用數學自我效能量表分數(X)的資訊以及此一迴歸方程式的情況

下，研究者可以清楚知道，每增減數學自我效能量表分數(X)1分，平均而言，數學成績(Y)會隨之增減

1.375分。 
(二)該迴歸方程式的估計標準誤可以計算如下： 

175.455.015 2
. XYs (分) 

 
四、某研究者想知道排行老大的智商是否高於老二，表一是15個家庭老大與老二的智力測驗分數，

請以適當的統計方法檢驗研究者的想法。請列出統計假設並詳述其檢驗步驟（ ）。（25

分）（附t表如表二） 

.05 

表一    

家庭代碼 老大 老二 差異 

1 124 114 10 

2 115 102 13 

3 110 127 -17 

4 139 104 35 

5 116 91 25 

6 88 102 -14 

7 120 104 16 

8 100 102 -2 

9 91 119 -28 

10 94 88 6 

11 102 119 -17 

12 123 132 -9 

13 126 114 12 

14 105 109 -4 

15 102 109 -7 

    

平均值 110.33 109.06 1.27 

標準差 14.58 12.14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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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t分配的自由度與百分點 

 

試題評析 
本題考的是兩母體平均數差異的推論統計。答題重點在於選擇t-檢定前能否先進行「變異數同質

性」條件成立與否的F-檢定，以滿足題目所要求的詳細步驟。題目難度不高，班內考生皆能從容

應付答題。 

考點命中 高點《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二回第9章，傅立葉編撰，頁20。 

 

答： 

依題意，本題的假設檢定為單尾檢定，令樣本家庭老大與老二的平均智商分別為 1X 與 2X ， 

則統計假設為 

210 :  H  

211 :  H  

因為15個家庭的小樣本，且老大與老二兩母體智力測驗分數標準差未知，應先進行「變異數同質性」條件成立 
與否的F-檢定如下： 

2
2

2
10 :  H  

2
2

2
11 :  H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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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4.12

58.14
F ，小於2.95的臨界值，不拒絕虛無假設，「變異數同質性」並未被違反，隨之可採t-檢 

定。 
首先，計算共用的變異數估計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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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小於表二之1.771的臨界值，不拒絕虛無假設，該研究者無法利用這15個 

家庭的樣本資料提供充分證據足以結論老大的智商高於老二。該檢定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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