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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筆試就好了，為何
還需要⼝試？
余⺠寧 國立政治⼤學教育學
系特聘教授

“ 結構化⼝試能彌補紙筆測驗只評估考⽣認知能⼒的不⾜，可同

時評估考⽣非認知能⼒的範疇，提⾼評分結果的信、效度，並維持

考試的公正性。 ”

有學⽣問我：「筆試是考試制度中較為客觀的⼀種⽅法，為何還需要有⼝

試呢？⼝試在考⽣的⼼⽬中比較偏向主觀評分，這會不會影響到考試的公正

性呢？」

我的回答如下：

考試（或評量）⽅法可分成兩⼤類，⼀為「紙筆測驗」，⼆為「實作評

量」。前者比較適⽤於評量考⽣的認知能⼒，評分⽅式可借助電腦的應⽤，

評分誤差較⼩，相對來說比較客觀；⽽後者比較適合⽤於評量考⽣的非認知

能⼒（包含情意與動作技能等教育⽬標），評分⽅式比較依賴專家的判斷，

評分誤差較⼤，相對來說比較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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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法與時俱進

「⼝試」，則是屬於實作評量的⼀種⽅法。傳統給⼈的印象常是：問的問題

⽬標失焦，流於形式與無效，例如：沒有問到重點問題、天⾺⾏空詢問⼀堆

與考試⽬標無關的問題、詢問考⽣個⼈隱私或敏感的問題、考⽣答非所問、

考⽣的回答出現偽裝與作假等。這些不良印象，確實都會伴隨著評分者各種

主觀因素（如：給分偏⾒、⽉暈效應、類我效應、問的問題數量不⼀、針對

每位考⽣都問不同的問題、問題次數偏少等）的影響，致使評分結果的信、

效度不佳（約在0.14到0.30之間），⽽遭⼈詬病與質疑其考試的公正性。這
是因為傳統的⼝試做法，沒有經過周詳計畫、沒有事先擬定具有鑑別⼒的⼝

試題⽬、⼝試進⾏中沒有嚴格規範必須遵守的標準作業流程、且評分委員未

經事前評分訓練、事前評分規準未建立等因素所致。

但是，經過數⼗年測驗專家們的研發改良後，現代化的⼝試已是到了「結構

化⼝試」的時代，它不僅改進過去⼝試評分的主觀性與評分誤差⼤的缺點，

更已⼤幅提⾼評分結果的信、效度（約在0.35到0.62之間），讓考⽣重拾對
⼝試評量公正性的信⼼。

「結構化⼝試」四⼤步驟

現代的「結構化⼝試」，不僅需要有事前周詳規劃，更要求在⼝試的命題內

容、實施程序與評分標準上，制訂⼀套必須嚴格遵守的標準作業流程，並要

求⼝試委員落實做到標準⼀致的結果。

「結構化⼝試」是透過下列四⼤步驟，要求做到「⾞同軌，書同文」的標準

化過程的⼀種⼝試⽅法。這四⼤步驟分別為：

⼀、職能分析：針對各公職⼈員及專技⼈員的核⼼職能應該為何，政府各部

⾨歷經多年努⼒已分別建置完成各層級公職⼈員及專技⼈員的核⼼職能

對照表，不僅可作為評鑑公職⼈員及專技⼈員⼯作績效的考核依據，更

可提供作為⼝試命題的參考來源。

⼆、⼝試問題擬定：針對各項職能在⼯作場域中可能發⽣的情境、問題背景

脈絡、過去⾏為表現、與⼯作相關知能、模擬的真實問題，以及⼼理特

質等範疇，事先擬定好具優良鑑別⼒的⼤量⼝試問題。



三、定錨評量：針對上述擬定好定錨試題的範例式答案、或對答案的描述與

定義、或對答案的評價、或比較式的答案等，制訂提供⼀套具體的「評

分規準」或「評分量尺」，以作為⼝試委員的評分參考依據。

四、⼝試評量訓練：針對各受邀擔任⼝試評審的委員們該如何執⾏「⼝試評

分」⼀事進⾏專業訓練，先讓他們明瞭整個⼝試的標準化作業流程，規

範他們都需要問相同的問題及題數、參考評分規準各⾃獨立評分、註記

評分的理由、必須遵守的⼝試態度與⾏為有哪些、應避免的態度⾏為與

事項為何、並且學習如何觀察考⽣、熟悉給分原則與如何撰寫評語等⽅

法，以期全體⼝試委員都能夠建立起評分的共識，從中找出潛在的優秀

考⽣，為國舉才。

結構化⼝試彌補紙筆測驗之不⾜

綜合上述的⼝試學理基礎，並落實⼝試委員的評分訓練後，現代的「結構化

⼝試」已經能夠充分彌補傳統紙筆測驗只偏向評估考⽣認知能⼒的不⾜，進

⽽可同時評估到考⽣的許多⾯向能⼒表現，例如：表情儀態、情意態度、⼼

理動作技能、組織與邏輯推理能⼒、⼝語表達能⼒、溝通技巧、⾳⾊與⾳量

⼤⼩、發⾳正確性與說話速度等肢體語⾔，甚⾄是部分的⼈格特質等，⽽這

些能⼒與特質，正屬於非認知能⼒的範疇，亦是值得國家重視的軟實⼒之⼀

所在。

學校教育的⽬的在培育⼈才，但由於各校培育⼈才的要求標準不⼀，結果造

就出⼀批⽔準參差不⿑的⼈才。我們常聽⾒「會考試的⼈，不⼀定會做事」

的批評聲⾳，延伸⽽論，也有可能是國家考試只考出「會考試的⼈」，⽽不

是考出「會做事的⼈」。因此，當國家制訂好各層級公職⼈員核⼼職能對照

表後，⼀位優秀的公職⼈員⼀定會兼具學校教育所培育的⼈才⽬標，除了具

備紙筆考試比較重視的認知能⼒外，還需要同時兼具被社會⼤眾比較忽略的

非認知能⼒。

符合國際潮流

近年來，每三年舉⾏⼀次的「國際學⽣能⼒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亦開始轉向評估學⽣的素養能



⼒，即是看到此「非認知能⼒」對⼀個⼈的⽣涯發展扮演極其重要的⾓⾊，

並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緣故，因⽽開始轉向重視與評估此能⼒。所以，當

前國家考試轉向重視非認知能⼒評估的實作評量時，亦是符合國際時勢發展

的潮流之⼀，⽽「⼝試」⼜是各種實作評量⽅法當中，較為節省⼈⼒、物

⼒、時間、成本與有效的⼀種評量⽅法，只要確定我們實施的是「結構化⼝

試」，它不僅可以提⾼評分結果的信、效度，維持考試的公正性外，還可以

彌補與增進考試舉才的完整性。

同學，你瞭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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