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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測驗與統計》 

試題評析 

今年考題典試委員的命題較過去幾年著重統計數學計算，尤其偏好重複測量的相依樣本設計之統

計方法。第一題的統整綜合問答題與第三題的一因子變異數分析皆是，對於今年的考情扮演舉足

輕重的腳色。另外兩題則以測驗學為主軸，不過難度不高，其中又以第二題的測驗差異分數的信

賴區間估計可以看出考生的準備功夫，計算與答題上都需要費點心思。綜觀今年考題之特性與難

度，一般程度考生應可以有65~75分的成績，程度較佳同學可能在80分左右。 

 

一、試述實驗設計中對於重複測量的資料處理有那些常見的統計方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跨不同章節之重複測量的相依樣本設計的數個統計方法。考生必須非常熟悉且能舉例敘

述這些統計方法的內容、適用資料類型、以及檢定方法與結論的解釋與應用。包括：t、z、
2 與

F檢定。對於考生平日的投入準備與統整能力有相當大的考驗。難度高低因人而異。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二回，傅立葉編撰，第11章，頁25；第12章，頁35-36；

第13章，頁48-50。 

2.《高上104地方特考重點題神》最新之議題重點整理(二)推論統計，5.卡方統計法，頁4-5。 

 

答： 
實驗設計中對於重複測量的資料處理，常見的統計方法有以下幾種： 

(一)相依樣本設計的平均數差異顯著性t檢定 

利用重複測量的資料，進行平均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的t檢定，可以依檢定結果結論受試者的前後表現是否

進步，並進一步取得某教學措施是否有效的統計證據。此統計方法的適用資料類型為連續變數。 

(二)相依樣本設計的比例差異顯著性z檢定 

當研究著重於受試者對於某項議題或事件的看法是否因為特定活動而有前後不同的意見表態，則可以透過

相依樣本設計的比例差異顯著性z檢定，進行在某一顯著水準下的假設檢定。此統計方法的適用資料類型為

間斷型的類別變數。 

(三)改變顯著性的卡方
2 檢定 

概念類似前述(二)的比例差異顯著性z檢定，而且兩者之間存在著檢定統計量的一個特殊關係，也就是 

 
2 2z 

 
當拒絕未存在顯著改變的虛無假設，檢定結論為受試者在(事件)前後的態度發生顯著改變。 

(四)受試者內設計的變異數分析F檢定 

當研究問題著重於探討同一群受試者接受重複測量後，其反應表現是否相同時，涉及屬於自變項的實驗處

理(分組)以及依變項的反應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探討，則為受試者內設計的變異數分析統計方法的應用時

機。當自變項只有一個時，則屬一因子變異數分析的F檢定。如果檢定結果拒絕平均數全等的虛無假設，

則可以進一步探討造成顯著不全等的組別差異為何。此統計方法的適用資料類型，自變項為間斷型的類別

變數，依變項為連續變數。 

 

二、假定性向測驗的分數是以T分數表示，其中語文推理測驗的信度為0.85，數學性向測驗為0.90。

某生在性向測驗上得到語文推理性向分數為54分，數學性向分數為62分，兩性向分數相差8分，

試問該生的數學性向是否優於語文性向？（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標準分數之一的T分數與重測信度的計算應用。另外，最大的答題挑戰是兩測驗分數是否

存在優劣差異，必須先計算兩測驗差異分數的標準誤，然後自行設定較常用的信賴水準，再利用

兩性向測驗分數差異之信賴區間估計結果是否包含0進行結論。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三回，傅立葉編撰，第15章，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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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依題意，由於性向測驗的分數以T分數表達，某生在該性向測驗之語文推理與數學性向測驗分數分別為54分與

62分，雖然利用T分數的常模可以得出其標準化z分數分別為： 

z105054  ，z = 0.4 

z105062  ，z = 1.2 

如此看來，似乎該生的數學性向優於語文性向。但是，為了排除誤差所造成的影響，應利用題目提供的信度資

訊進行進一步的檢視與探討如下： 

首先，計算兩測驗差異分數的標準誤： 

   YYXX rrsSEdiff  2  

          

5

9.085.0210




 

接著，計算兩測驗差異分數的95%信賴區間 

   )8.17,8.1(8.98)5(96.1)5462(   
由於上述信賴區間包含0，表示兩性向測驗的差異分數在考量誤差成分後，並未存在顯著差異。因此，該生的

數學性向並未顯著優於語文能力。 

 

三、下表為8名受試者在四種色光的反應時間，試問受試者在四種色光的反應時間是否有所不同？

（ .95(3,21)F 3.07 ）（25分） 

受試者 紅光 橙光 黃光 綠光 S  2S  

A 4 2 4 6 16 72 

B 6 4 6 6 22 124 

C 2 2 4 4 12 40 

D 4 4 4 6 18 84 

E 2 2 4 4 12 40 

F 2 4 4 4 14 52 

G 2 2 2 2 8 16 

H 2 4 4 4 14 52 

X  24 24 32 36 116  
2X  88 80 136 176  480 

 

試題評析 

本題考的是重複測度下之相依樣本設計的一因子變異數分析。雖屬冷門的計算題，惟本班考生平

日仍有計算練習且願意投入者，在解題上應無太大阻礙與困難。無論如何，也是今年考試決定勝

負的關鍵之一。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二回，傅立葉編撰，第13章，頁49-50。 

 

答： 
依題意，8名受試者在4種色光的反應時間資料屬於重複測度的相依樣本設計；由於要回答受試者在四種色光的 

反應時間是否有所不同，正確的統計方法為一因子變異數分析，茲進行計算與假設檢定如下： 

0 1 2 3 4:H        

1 : jH  不全等  

利用題目提供的資訊與統計量，可以進一步計算： 

 
2

2
2 116

=480- 59.5
32

i j

t i j

x
SS 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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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5 31.5 28w subject t b subjectSS SS SS      

   
2 2

2

.

3472 116
13.5

8 32

j i j

b treatment

x x
SS

n N
    
  

 

. . 28 13.5 14.5residual w subject b treatmentSS SS SS      

因此，檢定統計量為 

13.5
0.931

14.5
F    

而題目提供臨界值 .95(3,21) 3.07F   

由於0.931的檢定統計量小於3.07的臨界值，不拒絕虛無假設，利用這8名受試者的樣本資料，在0.05的顯著水 

準下，無法提供充分證據足以結論8名受試者在4種色光的反應時間有所不同。 

 

四、古典測驗理論以真實分數模式為主，其理論模式的發展為時已久。試從試題反應理論的觀點，

申論其缺點。（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考古典測驗理論因其時空背景的部分簡化假設，在後續較成熟的試題反應理論觀點看來有

一些缺點需要被闡明。題目簡單，應為今年試題中最容易的一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三回，傅立葉編撰，第19章，頁43。 

 

答： 
從試題反應理論的觀點，古典測驗理論的缺點可以分別敘述如下： 

(一)採用之指標(難度、鑑別度、信度)為樣本依賴之指標： 

實務上，難度和鑑別度都不是不變值，它們會隨著考生群體的能力分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估計值出現，

這些估計值都是樣本依賴(sample dependent)的估計值。因此，用來決定試題指標的樣本組能否適切代表測驗

所要測量的母群體，便成為決定某種審慎選擇試題的技術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 

(二)以一相同之測量標準誤作為每人之測量誤差指標： 

每一位受試者的測驗誤差應有差異，用同樣的測量標準誤進行後續有關的真實分數信賴區間估計實不合

理。 

(三)無法對於非複本但功能相同之測驗提供有意義的比較： 

由於對信度的假設是建立在複本測量之概念假設上，然實務上能夠施測複本的主客觀條件不多，因此所謂

有意義的比較缺乏立論依據。 

(四)忽視受試者之試題反應組型： 

認為原始得分相同的受試者，其能力必定一樣；其實不然，即使原始得分相同的受試者，其反應組型也不

見得完全一致。因此，其能力估計值應該會有所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