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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包括心理測驗）》
一、請比較「常模參照測驗」（norm-referenced test）與「標準參照測驗」（Criterion-Referenced 

Testing）在分數計算、結果解釋以及使用的目的上有何差異？並請舉實例說明之。（25分） 

答題關鍵 
常模參照與標準參照是心理測驗中分數解釋時會用到的基本概念。前者常用在大規模的測驗上，後

者則常用在特定目的或領域，透過一定標準來篩選人員的測驗上。作答時照題目要求分別說明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心理測驗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17~18、177~178。 

【擬答】 
(一)常模參照測驗

1.分數計算與結果解釋：

指測驗的結果根據分數在團體中的相對位置而加以解釋的測驗，如學測或是基測的 PR 值。如一學生之

PR 值為 90，即代表該生之成績勝過百分之九十的學生且不如百分之十的學生。此測驗的目的主要是在區

分學生之間的成就水準，故適合於行政上做決策用，例如：分班、鑑定能力等。但是此種測驗無法測出

學生已學會或尚未學會的部份。

2.使用目的：

常模參照評量是根據學生在團體中的相對位置來表示其分數的意義。常模的比較團體以及常見使用的分

數類型已在第二章介紹過，詳細的內容請參考第二章。常模參照評量使用的目的在於區分學生彼此間的

個別差異，以做為行政決策之使用。比如分班編級、選擇人員或是評定等級等。因此常模參照評量所使

用的測驗在難度上應適中，並刪除學生都可能答對或答錯的題目使分數分佈的範圍更大，從而達成區分

各種不同成就水準的目的。

(二)標準參照測驗

1.分數計算與結果解釋：

指測驗的結果是根據教學前所訂定的標準而加以解釋的一種測驗。如訂定在測驗中答對 80%題目者為精

熟學習。未達此標準者為非精熟學習。標準測驗是要瞭解學生能做什麼，而非與他人比較。因此，此種

測驗具有瞭解學生學習是否有困難存在的功能。

2.使用目的：

標準參照評量又稱為領域參照評量、內容參照評量或課程本位評量（Curriculum-Based Assessment），是根

據學生已學到的特定知識或是已精熟的內容（領域）的程度，或是符合預定標準（criterion）的方式來說

明分數的意義。學生的分數是根據事先決定好的標準比較。一般而言，標準參照分數的解釋有以下三種

類型：

(1)內容參照分數：內容參照分數的參照架構是測驗的內容，標準則是內容的精熟，通常是用答對百分比

來表示。

(2)目標參照分數：此分數是以測驗的目標做為參考架構，並且以精熟這些目標為標準。也就是說，目標

參照分數是以學生精熟目標的百分比或數量作為解釋的依據。

(3)通過/失敗或精熟分數：上面兩種分數類型都是以答對百分比表示。這種分數也可以轉換成類別型式。

此分數在使用時，必須先設定可接受的表現水準，也就是預設標準（preset criterion），凡達此標準者

表示通過，也就是學習達到精熟程度；未達此標準者表示失敗。這種類型的標準參照評量通常應用在

基本能力的考試，如汽車駕照、技術證照，或是其他專業執照，例如：醫師、律師、會計師和工程師

等。

二、何謂「體質─壓力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該模型如何解釋心理異常的成因？（25分） 

答題關鍵 
心理異常的成因有幾種不同的觀點，包含生理病理模式、心理病理模式與BPS(生物─心理─社會)
模式。而體質─壓力模型是一種以先天生理為基礎，融合後天情境壓力因應的心理病理解釋的模式。 
在心理異常一章的內容中可以說是相當基本的概念。

考點命中 《高點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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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體質壓力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diathesis 先天傾向）：精神疾病是由先天的體質傾向與後天的引發因

素（壓力）共同形成的，任一單獨因素都不足以造成精神疾病。在體質壓力模式下，心理疾病的發生包含

以下四個過程：病因、病理發生歷程、承受系統與病理現象。 
(二)病因部份包含了先天與後天兩種因素：先天的生理因素包含基因、腦部結構功能異常、神經傳導素失衡、初

生損傷等。而壓力部份則包含物理壓力、精神虐待、喪失關係、文化壓力、怪異思考模式等。而病理發生

歷程則是指個體對於壓力的因應與因應結果，因應失敗會產生直接結果，而成功因應也可能會產生因應帶

來的副作用。這些結果會作用在個體的內在承受系統，包含性格、態度、價質觀、動機、認知、情緒與行

為等方面。最後產生病理現象，也就是心理疾患或相關症狀與症候群。 
(三)結論：體質壓力模式是用來說明先後天交互作用對心理疾病產生的影響。當個體先天某種體質上較為脆弱且

在面對壓力時，兩種因素相加超過一定閾值就更容易引發疾病。因此這個模式也可以用來說明，為何面對

同樣的壓力，不同的人卻會產生不同的心理疾病。這些先天上體質的弱點以及後天的壓力也可以被稱為「危

險因子」，從這個模式中也延伸出相對應的「保護因子」的概念。 
(四)保護因子指的是可以抵消或減輕壓力源或疾病作用的因子，比如正向心理學中提到的正向情緒抵消作用、良

好的依附關係，或學校、社會給予的資源等等。 
 
三、何謂社會情境中的「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現象？又「去個人化」會對個體行動產生何

種影響？（25分） 

答題關鍵 
去個人化此一概念在109年的人事普考也出現過。去個人化在社會心理學中屬於社會影響的效應，本

概念要注意與匿名性此一概念區別。 

考點命中 《高點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165。 

【擬答】 
(一)Festinger、Pepitone & Newcomb（1952）最先提出，去個人化是一種群體效應，描述減退的自我評價及道德

感所引致的反規範及不克制群體行動。此理論主要應用於群體暴力、盲目攻擊及行使私刑等不人道的

（uncivilized）行為。個人在團體中認為自己較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相對於個人時，自己在團體

中較不顯著，所以不在意自己行為是否合乎道德、個人價值等，多少會忽略一些規範。所以隱沒在群體中

較易出現偏差行為，例如：暴民以集體的方式出現，會產生更嚴重的破壞行為。當個人身分感降低且不易

辨認，造成責任分散，我們就會認為自己不必對自身的行為負責。像是現代的網路世界中，由於大多數為

匿名的情況，大家都躲在自己的螢幕後面，使言論越來越偏激、不負責任，甚至做出一些不符合道德的事。 
(二)去個人化的特徵： 

1.個體違規行為增加：去個人化好像披上了隱形斗篷，個體往往無所顧忌地釋放內心各種衝動，使得違規

行為激增。 
2.個體羞辱感淡化：在個體去個人化狀態下，個體的羞辱感普遍淡化，個體不再忌諱論及涉己的各種違犯

行為，要錯也是整體一起錯。 
3.個體自我評價降低：個體在現實生活中總是將自己的言行符合社會道德倫理規範看作是個人的自覺行

為，因而有較高的自我評價。去個人化下，會表現出真實的自我。 
4.個體自控能力降低：正常情況下，個體總是逐漸從受到外部規範的約束轉向自我控制。然而去個人化後

往往使得個體做出在現實社會中通常不會做出的事情。 
(三)在實驗中，發現暴民和被害者的比例越懸殊，集體屠殺的行為就越殘忍。文化人類學家 R. I. Watson 亦為此

現象進行了搜集資料及整合分析。他發現在 23 個社會文化當中，其中 15 個會在戰爭前為其士兵於臉上塗

上迷彩，或是戴上面具使他人難以單憑外表辨認個體。這做法相比起其餘 8 個沒有為士兵改變容貌的社會

文化，可使他們的軍隊做出更具破壞力及毀滅性的行動。 
 
四、請問過去研究發現那些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及社會文化的環境因素會影響到兒童的智力發展？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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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關鍵 

本題作答關鍵在於說明影響智力的因素。影響的因素又可以分為正向與負向影響兩方面分別說明。 
如可以提出相關的研究者與實驗為佳，若不記得研究者與實驗，則詳細說明不同因素的影響即可。 
本題容易讓人困惑的應是影響智力的物理因素，該因素原文為physical，可理解為身體的或物理性質

的。主要是指物質或懷孕期間母體攝入的致畸因子，例如：酒精、心理藥物或化學物質等。 

考點命中 《高點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220。 

【擬答】 
(一)環境因素 

O. Klineberg（1963）提出 cumulative-deficit hypothesis，說明貧困環境可能減弱智力的成長，而且這些抑制

因素會隨時間而累積，兒童留在貧乏的環境裡越久，智力測驗表現越差。 
(二)出生序、家庭與智商 

Markus & Zajonc（1977）在不同國家研究發現老大的智力會優於老二及老三。R. Zajonc 提出群集假設解釋

上述現象是因為老大常與家中長輩互動，而老二老三則較少這樣狀況。但該假說預測受限許多因素，預測

不太準確，例如：家中人數太少則無法說明。 
(三)造成團體間智力差異的原因 

1.文化之測驗偏頗假說（cultural test bias hypothesis）：Helms（1992）認為是因為測驗本身的偏頗造成。例

如：甚麼是 747 飛機？在該研究中發現，一般常識只有中產階級的兒童比較容易獲得。因此關於智力的

測驗最好採用文化公平測驗。但是不只文化影響，例如：Steele(1997)的刻板印象威脅研究也會影響測驗

的結果。 
2.遺傳假說（genetic hypothesis）：Jensen（1980, 1985）認同該假設，並提出有二種廣泛的智力是由遺傳影

響。 
(1)Level I abilities～包括注意過程、短期記憶及與簡單背誦學習有關技巧；與學校成就無關。 
(2)Level II abilities～抽象地推理及操弄字和符號以形成概念並解決問題。與學校成就有關，也是智力測驗

主要測得部分。但是透過「遺傳率」的估計會忽略家庭才是主因（Glietman, 1991）。 
3.環境假說（environmental hypothesis）：貧瘠環境造成團體間的差異。例如：家庭的窮困地位及缺乏足夠的

收入可能造成下列情況： 
(1)兒童營養不足造成腦部發展受抑制。 
(2)雙親情緒不穩定影響到兒童。 
(3)雙親教育不高形成惡性循環。 
(4)可以透過早期介入補償計畫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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