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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理测验

一、心理测验的编制

（一）测验编制的基本程序

1.确定测验目的：明确测量对象、确定测量目标、明确测量用途（描述性、诊断性）。

2.制定编题计划：明确测验的内容，使内容全面而具有代表性；明确各个内容的相对重

要性。

3. 编辑测验项目（题目编制技术）：收集测验资料（丰富、普遍、有趣味），选择测验

项目形式（简答题、论文题等），编写测验项目（对照双向细目表）。

4.预测与项目分析：预测对象有代表性，预测情境要和正式施测时一致；对项目的难度、

区分度等进行分析。

5.合成测验：完成测试项目的选择、编排（并列直进式、混合螺旋式）及复本的编制。

并列直进式是将整个测验分为若干分测验，属于同一分测验的项目，依其难度由易到难

排列；混合螺旋式则是先将各类项目按难度分成若干不同层次，再将不同性质的项目于以组

合，作交叉式的排列，难度渐次上升，其优点是被试对各类项目循序作答，从而维持作答的

兴趣。

6.测验的标准化：测验的编制、施测、评分及解释测验分数的程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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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鉴定测验：主要是鉴定测验的信度、效度、测验量表及常模。

8.编写测验说明书：向使用者说明测验目的及功用、理论依据以及项目选择依据、实施

方法、测验的信效度、测验适用人群的特点和性质、测验的答案及评分、常模表等。

（二）测验目标与双向细目表

1.测验目标

测验目标是指测验是用来测量什么心理变量或行为特征的，需有操作定义。

2.命题双向细目表（命题蓝图）

命题双向细目表是测验编制过程的重要依据，相当于编题的计划清单，包括两个维度的

表格（左一列表示测验内容，第一行表示测量结果，数据表示某内容的权重）。它指出了测

验所包含的内容与要测定的各种技能，以及每个内容和技能的相对重要程度。

双向细目表可以使命题工作避免盲目性，而具有计划性；使命题者明确测验的目标，把

握试题的比重和分量，提高命题的效率和质量；可提高测验的内容效度，克服专家评定法的

一些不足。

（三）编制原则

1.测验编制的基本原则

信度好、效度高、难度适中、区分度强。

2.题目编制的一般原则（技术）

（1）项目取样有代表性；

（2）项目取样范围同编题计划所列项目范围一致；

（3）初编题目数量多于最终所需数量（一般是多一倍），便于筛选；

（4）题目用语要求简练、明了；

（5）题目格式不被误解；

（6）没有引起争议的答案；

（7）避免涉及社会禁忌和个人隐私；

（8）题目间相互独立；

（9）项目难度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10）力求施测和评分省时省力。

3.测题的种类及编制

根据受测者的应答方式，题目分为客观题（固定应答型题目）和主观题（自由应答型题

目）。

（1）客观题

①是非题：从是非两个答案中做出选择。

A.优点：出题容易、回答方便、评分简单、使用广泛。

B.缺点：只适用于考查对简单观念或知识的了解，容易造成猜测。

②选择题：从选项中选择一项自认为正确的答案。

A.优点：不仅评分简单、省时、客观，而且相比是非题，它更少受猜测的影响，使用广

泛。

B.缺点：编拟迷惑答案比较困难，无法测量出被试的言语表达能力和概括、 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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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影响仍然不能完全排除。

③匹配题：测题结构上包含两个部分，一个为一组刺激项目， 另一个为一组反应项目，

通常是在后者中选出与前者相适合的项目。

A.优点：覆盖面较广、编拟起来也相对容易。

B.缺点：对选项的同质性要求较高，无法测量出被试的言语表达能力和概括、组织能力。

（2）主观题

包括填充题、简答题、应用题、论文题、联想题、操作题等。这里着重介绍各类题型中

最易于编制的简答题。

简答题要求被试用一个正确的短语、句子或较为简单的一段文字来完成测题。

①优点：编写灵活；不易受猜测的影响；可测量各种层次的知识目标和能力，应用较为

广泛；不用考虑选项之间的同质性问题。

②缺点：不能测量复杂的知识和能力，评分不够客观且费时。

（四）测验标准化

测验标准化是指测验的编制、施测、评分以及解释测验分数的程序的一致性。

1.测验内容标准化

首先要保证所有受测者施测相同或等值的题目。

2.测验编制标准化

在确定测验维度、题目编制、测验信度和效度分析、项目分析等方面严格按照规定程序

进行。

3.施测过程标准化

（1）具有相同的测验情景（采光、房间布置等）；

（2）相同的指导语（说明测验目的及如何做反应）；

（3）相同的测验时限（不同测验对时间限制要求不同）。

4.测验评分标准化

一般要求评分者之间的一致性达到 90%以上，便可认为是客观的。具体包括：

（1）对反应及时清楚地记录，避免遗忘；

（2）有计分键（即标准答题卡）；

（3）将受测者反应和计分键比较，确定其反应应得分数。

5.解释分数标准化

某一测验分数只有与一定的参照标准相比较，才能显现其所代表的意义。

（五）测验等值

1.含义

通过对考核同一心理品质的多个测验形式做出测量分数系统转换，使得这些不同测验形

式的测验分数之间有可比性。

2.测验等值的条件

（1）同质性：被等值的不同测验形式所测的必须是同一种心理品质且内容与范围基本

相同；

（2）等信度：被等值的不同测验形式必须有相等的测验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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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平性：考生参加被等值的不同测验形式中的任何一个测试，等值后的结果都是

一样的；

（4）可递推性：由测验 X与测验 Y之间的等值关系，以及测验 Y与测验 Z之间的等

值关系，可以递推出测验 X与测验 Z之间的等值关系；

（5）对称性：从等值的两个测验中的任何一个出发，得到的等值结果都应该是相等的；

（6）样本不变性：两个测验的转换关系是内在的，不随所使用样本的变化而变化，也

有学者将前四个条件合称为公平性。

3.计算方法

（1）等百分位等值

如果两个分数对于任何一个被试群体都有相同的百分等级，那么这两个分数就是等值的。

具体操作是寻找与 x分数有相等百分等级的 y分数可使用作图法和计算法。

（2）线性等值

如果两个分数在各自群体内的标准分数相等，则这两个分数是等值的。

y=Ax+B，AB为等值常数，A= ，B=

4.等值结果的表示方法

（1）表列法；

（2）公式法；

（3）图示法。

5.基本概念

（1）经典理论等值与项目反应理论等值

①经典测量理论等值以经典测量理论为指导；

②项目反应理论等值以项目反应理论为指导，对等值的要求更宽松，等值结果更准确。

（2）测验分数等值与项目参数等值

①前者指各测验间原始分数的等值；

②后者指各测验间项目参数的等值，且只能在项目反应理论指导下才行。

（3）水平等值与垂直等值

①前者指被等值的测验难度水平、受测团体的能力都相似；

②后者指被等值的测验难度水平、受测团体的能力水平都不同。

（4）等值标准误差与等值偏差

①前者指抽样引起的等值误差，等值分数越趋于分布两端，其值越大；

②后者指等值处理方法不当引起的等值误差。

（5）锚测验与数据平滑法

①锚测验：测验等值设计中，用来关联两个待等值的测验，以寻找两种形式的等值关系

的一组测验；其制定要求包括：与原测验一样测量相同的心理品质 、等信度、长度，不小

于原测验的 1/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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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数据平滑法：用来使分布曲线趋近平滑的统计技术，以减少误差对等值的影响。

6.步骤

（1）定等值目标；

（2）作等值设计；

（3）采集数据；

（4）选操作定义；

（5）算等值结果；

（6）评价。

二、心理测验的施测

（一）测验的设计

测验的设计是指对测验的结构和内容、进行测验可达到的目的、测验结果可提供的信息、

测验的适用范围、测验的心理测量学指标等进行总体设计。进行心理测验前，主试应充分了

解测验的设计，根据考查的目标、受测者的特点、测验设计等来选择合适的测验。测验的使

用一般应按照测验手册严格执行。

总体上，测验过程包括选择测验、测验实施、测验评分、结果报告四个过程。

（二）影响因素

1.施测前：准备好测验材料，熟练掌握施测手续，熟记测验指导语并能用口语清楚流利

地说出来。

2.指导语：其主要作用是使受试者按正确的形式对题目做出反应，主试和指导语都应保

持中立，不倾向于答案的任何一方。

3.测验情景：测验场地（通风、光线、噪音），座位，答案纸型等都会影响测验分数。

4.测验焦虑：会影响结果的真实性。测试时要稳定被试的情绪。能力越高，测验焦虑越

低；越渴望得到高分的人，测验焦虑越高。竞争性测验焦虑高，经常接受测验的人的焦虑低。

轻微焦虑会增加测验效果，焦虑太高或毫无焦虑则会降低测验效果。

5.与受测者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保证他能按指导语行事。

6.评分技术：要标准严格，采用计分键。

（三）测验分数的解释

1.如何看待分数

测验结果须针对具体测验、受测者情况以及测验的具体情况。解释分数时要注意：

（1）测验的具体功能；

（2）参考其他有关资料，防止片面极端；

（3）将测验分数当作是“一段分数”，而不是一个点；

（4）明白测验常模和效度的局限；

（5）明白不同测验分数间不能直接比较。

2.如何报告分数

（1）语言能被理解且保证当事人知道测验目的；

（2）告诉当事人分数并不是一个精确的值，不是决策的标准；

（3）对待低分解释时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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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验结果保密，并提供相应指导。

三、测验常模

（一）分数转换

1.原始分数与导出分数

（1）原始分数：测验中直接获得的分数。

（2）导出分数：在原始分数转换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则，经过统计处理后获得的

具有一定单位和参照点且 可以相互比较的分数量表或符号系统。

2. 百分等级

（1）含义

指一个群体的测验分数中，得分低于这个分数的人数的百分比（计算见心理统计学部分）。

百分等级分数是应用最广的导出分数。

（2）评价

①优点：A.具有可比性；B.易于计算；C.解释方便；D.较适用于各种被试和各种性质不

同的测验；E.百分等级不受原始分数分布状态的影响。

②缺点：A.不具有可加性；B.单位不等，尤其在分布的两个极端；C.百分等级只具有顺

序性，而无法用它来说明不同被试之间分数差异的数量；D.百分等级是相对于特定的被试团

体而言的，解释时不能离开特定的参照团体。

3.标准分数及变式

（1）标准分数

具有稳定性、明确性、可加性、可比性等优点，但存在计算繁杂、有负值和零、有小数、

在进行比较时须满足数据的原始形态相同等缺点（详见心理统计学部分）。另外，当两个原

始分布形态不相同时，可进行非线性转换，将原始分数都转换成正态分布，具体步骤分为：

①原始分数转为百分等级；②百分等级查表得出 Z值。

（2）标准分数的变式

小数和负数的存在使线性的和正态化的标准分数在计算和解释上有些不适，为此，要将

标准分数作线性变换。一般的转化形式为：y=m+k（Z）。其中，y为转化后的分数，而 m和

k为常数，m为转化后新的分数分布的均数，而 k则为其标准差，具体包括：

①T分数

T=50+10Z，均值为 50，标准差为 10。

②CEEB分数（美国大学人学考试委员会使用的标准分数）

CEEB=100Z+500，均值为 500，标准差为 100。

③离差智商

IQ=15Z+100，均值为 100，标准差为 15。

④EPT（我国一种出国人员英语水平考试的标准分数）

EPT= 20Z+90，均值为 90，标准差为 20。

各种变式均具有相等单位；在正态分布下，可以利用正态分布表将各种导出分数与百分

s
X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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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分数作换算；正态分布下，运用某种变式分数可以将几个测验上的分数作直接的比较。

即使是非正态分布，也可运用由正态化的 Z分数转换而得到的变式分数进行直接比较分析。

但是，变式分数的解释过于抽象；在非正态分布下，不同分布形态的变式分数不能相互

比较和求和。

4.标准九分

标准九分数是将原始分数分成九个部分的标准分数系统。若原始分数服从正态分布，它

是以 0.5个标准差为单位，将正态曲线下的横轴分为九段，最高一端为 9分，最低一端为 1

分，中间一段为 5分。除两端外，每段均有半个标准差宽。

（二）分数合成

1.含义

分数合成是指将几个分数或几个预测源组合起来，以获得一个合成分数或做出总的预测；

具体包括项目的组合、分测验或量表的组合以及测验或预测源的组合。

2.合成方法

（1）临床诊断法：根据经验而依靠直觉合成分数。具有高度综合性、灵活性，但不够

客观、数量指标不精确、要求判断者受过训练并具有丰富经验。

（2）加权求和法：若各测验所测特质间有互相代偿作用，这些测验的分数又是连续型

资料，并能大体同时获得时，可以采取加权求和的方法。具体加权方式包括：单位加权（测

验分数直接相加）、等量加权（转换为 Z分数后相加）、差异加权（转换为 Z分数后，根据

不同测验的权重进行相加）。

（3）多重回归法：研究一种现象和其他多种现象在数量上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统计

方法。前提是所测特质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互偿性，预测源与效标间有线性相关且都是连续型

数据，可以同时取得两种数据。

（4）多重划分法：在各个特质上都确定一个标准，从而把成绩划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

类。只有通过了前一个测验，才能继续实施后一个测验；只有每个测验都合格，总要求才算

合格，又称连续栅栏法。这种方法通常将最有效的预测源或测验放在前面。

当所测特质间不具有互偿性，或者预测源和校标间无线性相关时才使用。

（5）其他：完形计分、轮廓分析等。

（三）常模及常模团体

常模参照分数是将受测者的成绩与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所组成的有关团体作比较，根据一

个人在该团体内的相对位置来报告他的成绩。这里，用来做比较的参考团体叫常模团体，常

模团体的分数分布叫作常模。

1.常模

根据标准化样本（常模团体）的测验分数，经过统计处理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参照点和单

位的测验量表；是关于原始分数、导出分数和常模团体的有关具体描述。

2.常模团体

（1）含义

是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组成的一个群体。若群体较大，常模团体则是该群体的代表性

取样，因此又称作标准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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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事项

①群体构成的界限必须明确；

②样本必须具有代表性，要注意克服取样误差，遵循随机化原则，用统计方法抽取样本；

③取样过程必须详尽描述；

④样本大小要适当，一般来说，样本最好有 30至 100人，如果是全国性常模，一般应

有 2000至 3000人；

⑤要注意常模的时间性；

⑥一般常模与特殊常模结合。

（3）呈现常模的方法

①转化表：主要包括简单转换表和复杂转换表两种。如韦克斯勒智力量表。

②剖析图：又称剖面图，可将一套测验中不同维度或分测验分数用图表(形)表示出来，

可从剖析图上直观地观察被试在各个分测验上的表现及相对位置。但要求各个分测验采用同

一个常模团体，否则无法比较。如卡特尔 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

3.常模的编制

（1）确定群体，抽取常模团体；

（2）对常模团体进行施测，获得测验分数及分数分布；

（3）制作常模分数转换表，即常模量表。

4.常用的常模参照分数

常模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常模量表，是指某类个体正常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

一般水平，是将被试得分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作纵向比较；另一类是组内量表，是指某类个

体在测验所测特征上的一般表现水平，是将被试得分在一个团体内作横向比较，主要有百分

等级常模与标准分数常模两种。

（1）发展量表

①年龄常模：各年龄儿童的正常水平。

通过将被试的成绩与相应年龄组学生的正常水平作比较，判断其水平。

A.要素：区分不同年龄组的题目、常模团体、常模表（得多少分该归人哪个年龄的对照

表）。

B.评价：容易理解，但是非等单位，如 3岁和 4岁间的差异不等于 10岁和 11岁间的差

异。

②年级常模：不同年级学生在某种测验上的正常水平。

通过将被试的成绩与相应年级学生的正常水平作比较，判断其水平。

（2）商数

①教育商数

②智力商数（比率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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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成就商数

（3）百分等级常模

基于某个常模团体，为测验的原始分数与百分等级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的组内常模。百

分等级指出的是个体在常模团体中的相对位置。

这种常模由原始分数、百分等级、常模团体组成，常以转化表形式出现，包括简单转换

表和复杂转换表。使用者可将原始分数转化为相应的百分等级，也可根据百分等级找到原始

分数。

（4）标准分数常模

基于某个常模团体，将测验的原始分数转换成标准分数 Z或导出分数 T，从而反映每个

分数在常模团体中相对位置的一种组内常模。

（5）剖面图

将一套测验中几个分测验的分数用图形表示出来。可直观看到被试在各个分测验中的表

现及相对应的位置。

四、标准参照测验

（一）概述

1.含义

又称目标参照测验（戈莱塞，1971年提出），即根据某明确界定的内容范围而镇密编制

的测验，并且被试在测验所得结果也是根据某一明确界定的行为标准直接进行解释的，比如：

四六级考试，要求达到 425分才算通过。（这是郑日昌老师 1995年的观点。大家现在参加的

四六级考试是常模参照测验。）

2.作用

了解个体在所规定的测量内容上的行为水平，其出发点是个体本身的绝对水平，而不再

是个体间的水平差异（常模参照测验关注）。

（二）信效度

1.信度

该测验并不采用常模参照测验中运用相关系数计算出来的信度系数，原因是相关系数易

受分数分布的影响，而标准参照测验关注的是个体本身的绝对水平，不考虑分数分布。

（1）分类一致性信度：考察同一被试团体在同一测验的两次施测中是否被分在同一类

中（如两次都及格或两次都不及格），P0=（a+d）/N。a为两次都及格的人数，d为两次都不

及格的人数；N=a+b+c+d，为总人数。

（2）荷伊特信度：采用方差分析法，找出个体真实水平的变异在总变异中占的比例。

此方法不需考虑分界点问题，应用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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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度

（1）内容效度

评估任一测验的内容效度，都依赖两个条件：

①测验有明确界定的内容范围；

②对测验每一题目的内容效度的分析。

标准参照测验一般来说有相对比较确定的内容范围，可用命题细目表表示。同时，也可

以采用专家评定的方法对题目效度进行分析，从而保留有效题目，删除无效题目。其方法类

似常模参照测验。

（2）效标关联效度（决策效度）

标准参照测验的效标关联效度分析方法与常模参照测验的方法没有太大差异，不同之处

在于统计指标上。由于标准参照测验不适合使用相关系数作为指标，因此提出“决策效度”

的概念来评估目标参照测验的效标关联效度。决策效度就是在预测原测验和效标测验中击中

和正确否定的比例之和（见表）。决策效度=（a+d）/d

（3）结构效度

关于标准参照测验的结构效度，目前尚未得到较大关注。

（三）项目分析

1.测验的预测

在获得预测资料之后才能对项目的难度和区分度进行量化分析。

（1）前测——后测方法：假设前测为“未掌握组”，后测为“掌握组”。

（2）已接受教学组——未接受教学组方法：假设未接受教学组为“未掌握组”，已接受

教学组为“掌握组”。

（3）对照组方法：由教师评定是否掌握知识。

2.难度分析

与常模参照测验一样，常以通过率（P）表示。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在标准参照测验中分

析测验的难度。

3.区分度分析

（1）难度差值

①掌握组——未掌握组鉴别指数（D）：D=PA- PB；PA和 PB表示掌握组和未掌握组的通

过率，-1≤D≤1。

②个人获得指数（DIG）：采取前测——后测法时，可以获得在前测中错误回答而在后测

中能够正确回答的被试人数的比例。其值在 0~1之间。

（2）相关系数

项目得分和测验总分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常被用作项目区分度的指标，其值在-1~1 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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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容范围的确定

内容包括欲测量特质中蕴含的全部行为。

（1）内容范围具有明确边界；

（2）每一内容范围均可分类，每类可再分为更细小的类；

（3）界定结果常以命题双向细目表（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每一内容和每一目

标结合后所占的比重）呈现。

5.内容效度分析

常用专家评定法，如填写内容评定表、五级量表。

（四）分数解释

对标准参照测验的分数进行解释时，要特别注意分界点的确定。分界点的确定方法有利

弊，大体包括：

（1）专家判定法

在测验内容范围明确界定的基础之上，由专家来判断处于临界水平的被试在每一题目

上正确回答的可能性，进步以此为标准以确定分数分界点。

所谓临界水平的被试，是指那些刚由未掌握水平转人掌握水平的被试，这些被试实际上

是在专家的想象中虚拟出来的。具体的评定方法有以下两种：

①Nedlsky 法

由 Nedlsky提出，针对由多重选择题组成的测验而言，由专家来判断处于临界水平的被

试在每一题目上有能力排除的错误选择项，从而计算其正确回答的可能性，再求出每一题上

正确回答的可能性之和，即为测验分数分界点。

若请若干专家同时评定，则可以采用这些专家所评定及格线的平均值作为最终及格线。

②Angoff法

由 Angoff提出，由专家直接判断处于临界水平的被试在某测验的每一题目上正确作答

的可能性（记为 Pi），设每题的满分为 Fi，则该测验的分数分界点（记为λ）为λ=ΣPiFi。

若有多位专家同时评定，则以这些专家评定的平均及格线作为测验最终及格线。

比较 Nedlsky法和 Angoff法，前者使专家的评定受到限制，而 Angoff法中的 Pi则可在

0~1之间任意取值，而且适用于各种题型。

③Bookmark 法

基于项目反应理论，以 Angoff法为基础的专家评定法。

（2）效标组预测法

①临界组法。由专家判定和选择一组正处于临界水平的被试，将测验施测于该组被试，

计算他们在测验上的平均成绩，以体现测验内容范围所要求的临界水平，因而可以视之为测

验分数分界点的估计值。

采用此法的困难在于：A.必须先随机选取大量被试作为候选；B.被试是否处于临界水平

很难找到客观而统一的标准，非常抽象、主观。

②对照组法。同样要先由专家来选择被试，确定两组被试，一组被明确判定为掌握组，

另一组则被明确判定为非掌握组，那些不太容易被判定的被试一概剔除。两组被试原始分数

分布曲线的交叉点即为测验分数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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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合理的做法：是选取若干对对照组，取每对对照组交叉点分数的平均值作为测验分数

的分界点。

（五）常模參照测验与标准参照测验

1.相同点

（1）均根据定的法则对人的行为和心理进行量化；

（2）两种测验都具有间接性、相对性及客观性等特点；

（3）均有三个要素，即行为样组、标准化和客观性；

（4）二者在信度、效度、难度和区分度的指标中，有很多是相同的（如荷伊特信度、

内容效度、效标效度、通过率、鉴别指数法、相关法等）；

（5）教育测验应该注重两种目标并举。

2.不同点

（1）目的不同

常模参照测验将被试与常模团体相比较，旨在评价被试在团体中的相对地位；标准参照

测验则是将被试与某一绝对标准比较，旨在评价被试有无达到该标准。

（2）信效度方面在常模参照测验中常用相关系数作为信度指标，以测验与效标之间的

相关系数作为效标关联效度的指标；标准参照测验中则采用荷伊特信度和分类一致性信度，

以“决策效度”作为效度指标。

（3）难度、区分度方面

常模参照测验要求定的难度，区分度关心对心理品质的区分；标准参照测验不太重视难

度，区分度关心对在其内容范围上的已掌握者和未掌握者做出最大限度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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