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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BLM分析琉球國中二年級學生英語科段考試題 

                                          ~by Roger J. J. Lin 

壹、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以屏東縣琉球國中的八年級全體同學為樣本，針對其 97 學

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英語科試題進行試題與受試者之能力分析，有效樣本

為 117 人。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的內容為英語成就測驗，以研究者任職的學校 8 年級本學期第二次

段考英語科考卷之選擇題共計 28 題為研究內容，進行分析。 

三、資料分析 

以 Bilog-mg 軟體估計試題之鑑別度、難度與猜中機率及受試者之能力值。 

四、研究設計與程序 

呈現出 Bilog-mg 軟體所得到試題分析結果之數據以及各項資料，做成本學

期之研究報告。 

貳、研究結果 

一、測驗題目的統計結果資料(ITEM STATISTICS FOR SUBTEST ENGLISH) 
    測驗題目的統計程式資料，如下圖一所示。輸出報表包括前述的 PH1、PH2

及 PH3。圖二是 PH1 的報表，這是傳統題目分析所得結果。報表內依序為題號、
題目名稱、考生人數、答對人數、答對率(PERCENT，PCT，即傳統的難度 P)，
對數勝算除以 1.7「 」。LOGIT 是對數勝算， ，7.1/LOGIT )/(log pqe p 是答對

率， 是答錯率。題目與測驗相關（ITEM*TEST CORRELATION）包括 PEARSON

（就是點二系列相關）及二系列相關（BISERIAL）。「 」就相當於
前述等距量尺的難度指數 ，從分析結果來看，二者極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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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一階段(English. PH1)的統計資料(傳統題目分析結果)來看，在全體 117

位受試者中，以 E17 提的答對率最高，達到 76.9%，答對人數為 90 人；以 E24

提的答對率最低，僅達到 23.1%，答對人數為 27 人。其統計相關資訊如下圖
二所示。 

 

 圖一  測驗題目的統計程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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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第一階段(English. PH1)輸出檔—傳統題目分析結果 

    從第二階段(English. PH2)的統計資料（IRT 題目參數）來看，各題項分析
後的參數值，如下圖三所示（以 E1 到 E10 為例）。 
    輸出報表的第二部份(PH2)是題目的 IRT 參數(見圖三)。包括題號、截距
(INTERCEPT)及標準誤(S.E.)、斜率(SLOPE)及標準誤、門檻(THRESHOLD)及
標準誤、負荷量（LOADING）及標準誤、漸近線(ASYMPTOTE)及標準誤、

2χ (CHISQ)及概率、自由度(DF)。"SLOPE"即為 a 參數(鑑別度)，" THRESHOLD"

即為 b 參數(難度)，"ASYMPTOTE"即 c 參數(猜測率)。"INTERCEPT"是-ab（即
-(0.947×(1.758))，" DISPERSN"是 1/SLOPE。”LOADING”是因素負荷量，也
就是每個試題與該測驗所要測量的最主要成份或因素（只抽取一個因素）之相
關係，其數據接近傳統的二系列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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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第二階段(English. PH2)的統計資料— IRT 題目參數（以 E1 到 E10 為例） 

   表一  第二階段輸出檔(所有試題 IRT 題目參數之基本統計) 

PARAMETER        MEAN     STN DEV 

ASYMPTOTE        0.211      0.051 c參數(猜測率) 

SLOPE             1.810      0.715   a參數(鑑別度) 
LOG(SLOPE)        0.515      0.412 

THRESHOLD        0.112      0.569  b參數(難度) 

    報表（表一）右下角也提供所有題目的總 (CHISQ)，總 DF 及實際顯著
水準。另外，在報表左下角提供最後一次疊代時試題參數最大改變值。表一是
本研究樣本所有試題題目參數之平均數及標準差。a 的平均為 1.810，b 平均
為 0.112，c 的平均為 0.211。 

2χ

    從第三階段(English. PH3)的統計資料（IRT 能力分數參數）來看，各題項
分析後的能力分數參數，如下圖四、五、六、七所示（以本校八年級各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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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第三階段輸出檔(八年一班 IRT 能力分數參數) 

 

圖五  第三階段輸出檔(八年二班 IRT 能力分數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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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第三階段輸出檔(八年三班 IRT 能力分數參數) 

 

圖七  第三階段輸出檔(八年四班 IRT 能力分數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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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報表的第三部份(PH3)是受試者的得分狀況如上圖四、五、六、七所示

（以本校八年級各班為例），包括受試的 ID 及加權、分測驗、作答題數(TRIED)、

答對題數(RIGHT)、答對率﹪(PERCENT)、能力(ABILITY)、標準誤(S.E.)及邊緣

機率(PROB)。例如圖七第一位受試答對 26 題，答對率為 92.86，能力估計值為

1.1856，表示比平均數高 1.1856 個標準差，能力估計誤差為 0.3426 個標準差。 

三個階段全部分析完畢之後，接下來執行”Plot”（繪圖功能，參見圖 1”RUN”

選單的”Plot”）。執行”Plot”可得到「題目特徵曲線」、「題目訊息曲線」、「測驗訊

息曲線」、「測驗標準誤曲線」、「所有題目試題特徵曲線矩陣」、「由答對率預測

能力估計值之回歸線」、「能力分布與常態分布比較」等。本研究僅以其中部分

題目為例，撰寫報告。 

    選 ICC 至 Histogram 可分別得到圖八至圖十三。以下圖八為例，是第 15

題試題特徵曲線，也就是依據該題的 a,b,c 所繪製的函數圖。圖八的橫座標是能

力，縱座標是答對率，由於該題難度低，因此特徵曲線偏左。除了函數圖之外，

圖中也列出該題的 a,b,c 值，以及 b,c 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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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第 15 題試題特徵曲線 

下圖九是第 15 題的題目訊息曲線，橫座標是能力，縱座標是訊息量。訊息

量最大的地方，就是題目特徵曲線的「斜率」最大的地方。由於第 15 題的

b=-0.656，c=0. 146。如果 c=0，那該題的訊息量最高點的位置是在橫座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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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值）=-0.656 處。本題之 c>0，因此訊息量最高點在比-0.656 稍高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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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第 15 題試題訊息曲線 

    下圖十是「全測驗」的訊息曲線（實線）及標準誤曲線（虛線），圖形左邊

的量尺是訊息量，圖形右邊的量尺是標準誤的數值。全測驗的訊息曲線，是所

有個別題目的訊息曲線之總和。「訊息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標準誤最小的地方」，

二者之關係已如前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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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分數運算測驗訊息及標準誤曲線 

 8



教師專業評鑑之試題分析研究                                     February 12, 2009 

    下圖十一是以矩陣形式列出所有題目試題特徵曲線，使用者可以同時觀看
並比較所有題目之特徵。例如第 18 題之曲線斜率顯然較其他題目低（a＝0.629

最小，表示鑑別度低）；第 15、17 題之曲線偏左邊，難度明顯低於其他曲線較
偏右之題目；第 23、24 題之曲線偏右上角，難度明顯高於其他曲線較偏右之題
目。另一方面，第 8、14 題之鑑別度，顯然較其他題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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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英語測驗所有題目試題特徵曲線矩陣 

    下圖十二是由「答對率」預測「能力估計值」之迴歸線，中心之實線是回
歸線（預測值或估計值），上下各有一條曲線，分別是迴歸線 95﹪信賴水準之上
下界線。圖中也列出迴歸線之截距及斜率，以及答對率與能力估計值之相關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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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ept= -2.015      Slope=  0.034          Correlation=  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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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英語測驗由答對率預測能力估計值之迴歸線 

    下圖十三是受試樣本能力分布（直方圖）與常態分布（曲線）之比較。如

果二者很接近，那有無”RSC=3”對題目參數估計值之影響很小（如果 BILOG-MG

指令的”SCORE”有加入”RSC=3”，即">SCORE,RSC＝3;”那在第 3 階段的報表

會將「受試樣本能力分數」重新量尺化為平均數＝0，標準差＝1。如未指定”RSC

＝3”，則是將「母群能力分布標準」化為平均數＝0，標準差＝1。將受試樣本

能力分數重新量尺化為平均數＝0，標準差＝1，也會影響試題的”a”及”b”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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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受試樣本能力分布（直方圖）與常態分布（曲線）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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