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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結果的解釋與運用(二)

吳訓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一、三個容易混淆的評量項目

學業

性向

學業

能力

學業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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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內容 功能 運用

學業成就
以學校教學
的內容為範
圍

了解學生
當下的學
習狀況

1.標準化成就測驗
數學能力測驗
國語文能力測驗

2.教師自編測驗
內容、範圍
試題的品質

學業能力
以學科或領
域為範圍

了解學生
一般的學
業能力的
表現狀況

識字量表
閱讀理解測驗
基礎數學概念測
驗
書寫表達診斷測
驗

學業性向
以學習學業
所需之基本
能力為範圍

了解學生
的學業學
習能力

高級中等學校能
力測驗



二、學業能力評量在整體特殊教育學生評量的角
色 ＜每個要項均需學業評量資料＞

篩選
轉介前處
理/   轉介

鑑定/

教育安置

教育需求
評估

學習進步
狀況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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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成就測驗

(一) 依據現行的課程

(二) 雙向細目表

(三) 題目分析

(四) 信度檢測

(五) 效度證據收集

(六) 標準化施測程序

(七) 計分與分數轉換

(八) 結果解釋與應用









雙向細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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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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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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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檢測

1. 折半信度 .76

2. Cronbach  α .92

3. 重測信度 .85

4. 測量標準誤 4.76



效度證據收集

1. 內容效度

2. 同時效度 與學校數學成績 .85



T分數

平均數50  標準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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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解釋

1. T分數

2. 百分等級

3. 以雙向細目表的資料來分析，學生那些
題目會？那些題目不會？

以做為教學設計的依據。



四、國文成就測驗
(一) 依據現行的課程

(二) 雙向細目表

(三) 題目分析

(四) 信度檢測

(五) 效度證據收集

(六) 標準化施測程序

(七) 計分與分數轉換

(八) 結果解釋與應用





測驗內容

• 1. 字形測驗 6 題

• 2. 詞彙測驗 6 題

• 3. 語法測驗 20 題

• 4. 閱讀測驗 28 題

• 5. 合計 6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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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分析



信度檢測

1. 折半信度 .71

2. Cronbach  α .90

3. 重測信度 .73

4. 測量標準誤 3.38



效度證據收集

1. 內容效度

2. 同時效度 與學校數學成績 .80



標準化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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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自編學業成就測驗

(一) 以紙筆測驗為主

(二) 紙筆測驗的優點

1.可以涵蓋比較多的知識範圍。

2. 計分比較容易，比較客觀公平。

3. 可以同時測量比較多人，省時省事

4. 有比較高的信度與效度。

5. 比較不需要複雜的評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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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紙筆測驗的限制與缺點

1. 題目形式以是非、選擇、填充、問答為
主；偏重「記憶及理解」層次的能力，
忽略操作、評鑑、創造等能力的檢核。

2. 着重一致的評分標準，忽略開放的、創
新思考的題目。

3. 題目易脫離真實情境，偏重片段零碎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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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紙筆測驗命題的一般原則

1. 題目內容要與教學目標一致。

2. 題目應着重對基本概念或原理的理解與
應用，避免偏重記憶或零碎片斷的知識

3. 題目要均勻分佈各個要點。

4. 避免直接抄錄課文或參考材料。

5. 整合相關聯的內容以測量融會貫通的理
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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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測驗命題的一般原則

6. 試題的文字要清楚明確，措詞要淺顯易
懂且簡明扼要。

7. 如需計算，應着重原理的應用避免繁複
的計算。

8. 將日常生活現象或原理的應用融入試題
時，所牽涉的概念不可超出教材內容。

9. 題目務必有明確的答案，以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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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適應行為的評量

1. 不是由評量者直接觀察或測量行為，而是藉由熟悉受
評者日常生活之適應行為表現的第三者(respondent)
來評量。亦即，由了解受評者的他人來獲得適應行為
表現的資訊。受評者本身並不會參與適應行為的評估
過程。

2. 直接觀察或直接測量收集到的是固定時間(地點)的表

現，有廣度不足的限制，不足以呈現平日生活、多面

向的典型表現。(依據個體在平日生活環境中的典型表現

(typical performance)，而不是最大表現。強調典型的、實際

呈現出來的行為表現)

3. 相對於直接測量活行為觀察，第三者評量可能會受認

知偏見或錯誤記憶影響，因此，需慎選適合的評量者

，並確保有充分合作的動機。2022/8/3 29



1. 評量者：此量表不直接對學生施測，而是由熟
悉學生的老師或家長依其平日之觀察與了解來
評量，故實施時間與評量者應符合此一原則。

2. 解釋者：由熟悉此量表的專業人員解釋，不

宜由原評者自行解釋，除非原評量者符合前

述條件。

•此種資料收集方式易衍生偏誤，因此，臨床上
必需運用其他資料來源，來檢視評量結果的一
致性是很重要的。例如，運用不同評量者、學
校記錄、過去的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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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行為量表實施程序
準備 1. 選擇與學生有較長接觸時間，熟識學生的填答者

2. 填答前要充分說明評分的方式與原則
3. 建立與填答者的友善關係
4. 決定是否施測選擇性的動作(限6-9歲)與不適應行為領域

評分 1. 依學生平日實際表現出來的典型表現來評分
2. 不清楚的項目宜與相關人員確認

資料整理
與檢核

1. 檢查是否有未填答得題項
2. 計算各項得分，並對照常模分數
3. 以其他資料來源對照，如:過去的評量結果、其他評分
者、心評教師很確認的項目等等，確認評量的一致性，
必要時針對特定項目重新評估。

結果解釋
(clinical 

judgment) 

1. 有嚴重限制的項目是否與認知功能的障礙狀況一致
2. 是否有情緒行為的干擾?

3. 有嚴重限制的項目是否需要支持，才能有效適應學校
環境。

4. 綜合研判是否為智能障礙?特教及相關服務需求為何?2022/8/3 31



七、AAIDD對適應行為的定義與內涵

適應行為是指個體在平日生活中已習得

而且能夠實際表現出來的概念、社會、

及實務技能。(AAIDD,  p.217 )

Adaptive behavior is the collection of conceptual,

social, and practical skills that have been learned 

and are performed by people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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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行為的內涵
(AAIDD, p.44; DSM-5, p.37)

適應行為

1. 概念技能
(conceptual skills)

2. 社會技能

(social skills)

3. 實務技能
(pract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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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鑑定辦
法，智能障礙
鑑定基準第二
項(有關適應行
為的項目)

1. 生活自理
2. 動作與行動
能力

3. 語言與溝通
4. 社會人際與
情緒行為



適應行為評量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一) 計分前先估算猜測率：

15-25%註記要留意， 25%以上資料恐不適用

(二) 填寫總結頁資料：

計算原始分數、轉換量表分數及標準分數

(三)選擇強弱項分析與配對差異必較的顯著水準

(四)完成分析頁：

分析領域分數的強弱項、領域分數的差異比較

分析量表分數的強弱項、量表分數的差異比較

計算及轉換「不適應行為領域」的各項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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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行為是否有顯著限制的決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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