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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保持

考试质量

考试维护

对于可随时约考的计算机化考试（CBT）

来说，试题和考试开发是一个连续循环的过

程，如右图所示。

预试题作为不计分题被放入正式试卷中进行测

试。应定期对试题和考试数据进行全面分析，以确保

考试保持应有的质量标准。这些分析也使得试题编写

人员了解试题表现，帮助其做出正确的组卷决策。通

过以上方式不断对题库进行试题补充，并定期更新考

试。

心理测量分析

为确保试题达到应有的质量标准，Pearson VUE的

心理测量师不断对考试和试题的表现进行监测。这包

括定期监测及格/不及格率，校验试题统计参数漂

移，了解试题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容易或更

难。需要监测的各类考试和试题数据包括：

评分的标准差

• 应试者数量

• 正确作答的应试者数量

• 试题难度

• 标准差

• 试题区分度

• 每道试题的答题时间

选项（干扰选项分析）

• 应试者数量

• 正确作答的应试者数量

• 选项难度

• 选项区分度

考试/题库

• 按内容的试题比例

• 按难度的试题比例

• 按内容的难度比例

我们的心理测量师定期提交技术报告，使考试主

办方及各利益相关方了解考试和试题的表现情况。该

技术报告通常含有试题级别的信息、通过分数线信

息、信度、原始和量表分数以及问卷等值化程序等信

息。本文后续的章节将就技术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做深

入的讨论。

举办考试

考试预试题

考试和试题
定期分析考试更新

题库更新



信度和评分标准差

考试总会有评分误差，这并不意味着在考试制作

或评分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而是考生参加不同场次

的同一考试且使用同一问卷时成绩并不完全一致，此

类误差也存在于不同的问卷之间。我们用信度系数来

估计评分误差的程度。信度系数和评分标准差是衡量

考试分数准确性的两个最常用的指标。

信度系数有多种类型，分别用来评估不同类型的

评分误差。其中一个最常用的系数是内部一致性信度

系数。该系数根据不同考生在某一次考试中对同一问

卷的作答情况来评估误差。其它类型的信度系数，则

根据考生在不同考试中或作答不同考卷时的表现来评

估误差。

信度系数的取值范围介于0.00到1.0之间，通常

在.70到.95的范围内。信度系数越接近最大值，考试

评分误差就越小。影响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的考试特

征有试卷长度（试题数量）、答题时间和试题之间的

关联性。通常情况下，允许考生有足够时间答完所有

考题的费时较长的考试，和那些评估单一方面知识或

技能的考试，内部一致性可信水平较高。我们在解读

信度系数或在不同考试之间比较该值时，需要考虑到

这些因素。

评分标准差（SEM）是由前面所说的评分误差造

成的分数与应试者实际或“真实”掌握知识水平之间

的差距。为了理解SEM的含义，不妨作一假设：一位

数学知识达到一定程度的考生，多次参加同一数学考

试。即使在没有记忆试题，且他/她的知识水平也没

有变化的前提下，这位应试者也不太可能获得完全一

致的分数，而会取得接近其实际知识水平的相近的成

绩。这些成绩之间的差异，即测量到的结果和实际水

平间的差距，正是SEM所要评估的。具体来讲，SEM

就是这些差异分布的标准差。评分标准差和信度成反

比关系，即考试信度系数越高，则评分标准差越小，

反之亦然。

我们很难确定考生真实水平和其考试成绩之间的

差距，但测评方面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应用SEM来建立

应试者分数区间或置信区间。在特定合理的假设下，

应试者的考试成绩有68%的概率处于其真实水平的

±1标准差之内，有95%的概率处于其真实水平的±2

标准差之内。

试题分析

应至少运用经典测试理论（CTT）对试题进行分

析和报告。经典测试理论的两大指数为难度和区分

度。可以根据试题分析结果标记相关试题，以供命题

专家审阅。

评估和保持考试质量

• 量表信度值分析：

是一个用来评估考试分数可靠性的统

计指标。阿尔法测量的是内部一致

性，即试题评估同一知识或技能的程

度。在特定合理的假设下，阿尔法也

用来评估应试者对同一考试不同试卷

的表现相似度。

• 干扰选项分析

是对选择题干扰选项表现好坏的统计

分析。

• 难度

用以测量试题的难易度，在经典考试

理论中又称p值。

• 区分度

答对单个考题和通过整体考试之间的

关联性。

• 试题分析

对应试者的答题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以了解试题的质量情况。

名词解释



经典测试理论中的试题难度仅是正确作答的考生

比例，由此得出的统计结果（称为p值）介于0到1.0

之间，p值越高，试题难度越低。尽管考试完全可以

包含极易或极难的试题，但一般不应出现p值小于

0.20或大于0.95的四选项多选题。通常情况下，考试

应包含不同p值的试题，不宜有太多的易题或难题。

试题区分度用以衡量单题分数和考试成绩的相关

性。这种相关性反映了单题表现和整体考试表现的关

联程度。统计结果介于-1.0到1.0之间。较好的统计

结果是高度正相关（例如：大于0.20），而负相关则

说明那些考试总体表现不太好的考生在该题表现较好。

根据考试目的和考试方案不同，还可以进行其他

类型的试题分析，如试题反映理论（IRT）和试题表

现差异理论（DIF）。试题反映理论是描述应试者答

题表现和能力水平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试题表现差

异是“一种试题统计特征，用以研究考试成绩相同的

不同组别考生的单题平均分差异，或选择不同选项的

比例差异”。（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美国

心理学协会（APA）和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委员会

（1999）教育和心理测试标准，第175页）。

内容审核

内容专家对标明统计特征的试题进行审核，做出

诊断性评估并确定组卷方案。下表列出了一些较差试

题的统计学特征：

内容审核后，试题可能被：1）准许继续使用；

2）重新编写，并重新测试；3）撤下并在题库中存档。

题库

使用题库能够追踪试题，提供试题表现的历史记

录，并可根据试题特征（包括统计特征）进行检索。

Pearson VUE内容开发人员对题库的管理包括根据考试

蓝本监控考题的内容和难度比例。 同时，通过题库差

距分析来指导试题编写工作。

完整的考试维护计划包括统计分析、根据试题表

现进行内容审核和有针对性的试题编写工作，这是高

质量考试的有效保障。

试题统计特征

低p值 负或低相关性

潜在原因：

答案不正确

有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

试题内容生僻或过于琐细

试题表述不清晰

答案不正确

有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

试题太难，应试者在猜
答案

试题表述不清晰

试题测试内容与其它试
题无关

• 库德·理查森公式（Kuder-Richardson Formula 20）

与量表信度值分析相同的是，库德·理

查森公式也用于评估内部一致性信度。

不同的是，KR20只能用于二分测量法。

• 信度

监测不同条件下同一组考生考试成绩

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这些条件可能包

括不同的考试时间，发送模式，不同

的试卷和样题。

• 评分标准差（SEM）

可反映一组考试分数的随机误差的大

小，用来评估由于各种随机因素导致

的考生分数的变化趋势，如考生所抽

中的试卷中的考题。评分标准差越

小，这些因素的影响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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