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标准化测验 



第一节 心理测量与测验的基本问题



一、测量的基本概念

1、测量最基本特征：将事物进行区分
2、测量的定义：
    就其广义而言，测量是按照法则给事物指派数
字。[史蒂文斯（S.S.Stevens）]
3、测量包括三个要素：
1）测量的对象——事物的属性和特征
2）测量的规则——测量的规则或方法，即测量
时给事物的属性指派数字的依据。
3）测量的结果——描述事物属性的数字或符
号。
4、测量的要素
1）参照点
2）单位



5、四种测量水平和测量量表

1）量表的定义：在一个定有参照点和单位的连续体

上把事物的属性表现出来，这个连续体称为量表。

2）四种类型量表

类别量表（nominal scale）:区分性、同一性

等级量表（ordinal scale）:区分性、同一性、等级性

等距量表（interval scale）：相对零点

等比量表（ratio scale）：绝对零点

6、测量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



二、 心理测量的基本概念

1、定义

心理测量就是根据法则对人的心理属性（行为）指派数

字的过程。

2、特点

1）间接性：心理测量均属于间接测量

2）相对性：位置相对性

3）多元性：对象复杂

4）随机性：无关因素影响

3、心理测量水平：等级量表特征



三、 心理测验的基本概念

1、定义：

      测验是对一个行为样组进行测量的系统程序。

（F.G.Brown）
      心理测验实质上是对行为样组的客观和标准化的

测量。（A.Anastasi）
2、心理测验三要素：

1）行为样组：高度代表性

2）标准化：测试的一致性

3）客观性：衡量科学性的根本标志



3、心理测验客观性指标

1）信度：同一群受测者在同一测验上多测量结果的一致

性。

信度的种类：

重测信度

复本信度

内在一致性信度

2）效度：一个测验所能测量的心理特质的程度。

效度是与一定的测量目的有关。

效度指的是某种程度，取值范围0-1之间。效度系数越接近

1，表明测验对所要测量的心理特质测得越准确。

3）难度与辨别力

好的测题是鉴别力高且难度适宜的项目。



4、测验的种类

1）根据测验的对象

认知测验——能力测验

人格测验——非能力测验

2）根据测验的人数

个别测验

团体测验

3）根据测验材料

语言或文字测验 
非语言或操作性测验 
4）根据编制的要求不同

标准化测验 
非标准化测验



5、测验的应用

1）了解个别差异  
2）诊断、预测和评价 
3）甄选、分类和安置  
4）为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服务  
5）心理和教育科研的辅助手段  



第二节 标准化测验的准备与实施



一、测验的选择

1、选择与测验活动目的相符的测验

        分析与判断哪个测验最符合自己的测验目的

2、了解测试对象的受测条件

       所选的测验应适用于特殊儿童

3、分析所选测验的特点

       所选的测验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计量学性能

      1）题目有适当的难度和区分度

      2）测验结果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3）测验手册中提供标准答案、计分规则和适宜的常模

      4）施测、计分和分数的解释方法简单易行

心理测验使用者在对被试选择测验进行测试时，需依据测验的目的、

测验对象和所选测验的特点。



二、测验人员具备的条件

1、知识与技能

心理测量理论

实际操作心理测验的技能和经验

2、职业道德

对自己的工作后果负责

认识自己能力的局限性

认识测验的局限性

注意对测验结果保密

不滥用测验



三、影响评估结果的因素

1、测验本身

（1）测题本身的代表性

（2）测题的数量

（3）测题的种类

2、测验实施

（1）测验情境

（2）主试的影响

（3）意外干扰



3、被试状态

（1）生理状况

（2）情绪状况

（3）练习因素



（一）测验的准备

1．主试的准备

2．测验环境的准备

• 房间

• 座位安排

• 测验材料准备得当，置于被试看不见的地方

• 测试时只有主试和被试在场（主试助理一名）

3．被试的准备

• 时间的选择 
• 主试和被试建立和睦的关系，以期其良好合        
作，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四、测验的准备与实施



（二）测验的实施

1．测验前的准备工作

2．测题的选定

3．如何记录

4．如何对待被试的要求

5．主试注意事项

6．测验中可以安排短暂的休息

7．测验结束后对被试表示感谢 



第三节  标准化测验结果的解释



一、测验的评分

1、原始分数（raw score）：测验实施后，按照标准答案

对受测者的反应逐项评分所得的分数为原始分数。

原始分数表示测验结果存在两大局限：

1）原始分数意义不明确。各个测验或分测验的长度、满

分及难度不同，同样的分数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

分数不能直接比较。

2）原始分数的单位不等值。相同分数差距往往对应不同

的真实差距。

2、导出分数(derived score):将原始分数转换到具有一定

参照点和单位的数量连续体上的分数。



1、常用的概率抽样方法

1）简单随机抽样  
2）等距抽样 
3）分层随机抽样

4）整群抽样

2、除提供一般常模外，还应制定一些特殊常模

仅仅将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相比较是不够的，有时还

需了解特殊儿童在同类儿童中的相对位置。



3、常模

1）以全体受测者或某个具有代表性的受测团体在测验上

的分数分布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有一定参照点和单位的

数量连续体叫做常模，有时也叫做常模量表。

解释测验结果的参照标准

2）常模的制定：依据测试对象总体的平均成绩

3）常模的可信度：取决样组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2、常模团体：指的是具有某些重要特征的受测者群体，

或者该群体的一个样本。



4、发展性常模和发展量表

1）智龄（MA）

1908年修订的比奈—西蒙量表中开始使用智龄来度量智力

智龄单位并不能保持恒等，智龄单位随年龄而减小。

2）年级相当

年级当量比其他常模分数更容易产生误解

比较同一被试在不同领域年级当量得分也可能导致误解。

有些测验，仅适用于一个很狭窄的年级范围（如3-5年
级），分布的尾端是将曲线的两端延展，虽然延展到的年

级水平被试可能实际上没有参加测验。

年级单位是不等的。



3）顺序量表

这种量表上，分数可用相近的年龄水平来表示，同时还能对

儿童的行为做质的描述。

4）比率智商

存在的问题：

计算高年龄组儿童时应该用何实际年龄作为除数，尚无一定

定论。

智龄不是一个 等距单位，显然给求智商带来困难。

如果各年级组的标准差编制的不相等，则一个儿童所得到的

智商在各年龄段不相同，给智商稳定性的解释带来麻烦。                   



4、组内常模和量表

几乎所有的标准化测验都提供某种形式的组内常模。

1）百分等级

百分量表示等级（顺序）量表，无法适当将它加减乘

除。

2）标准分数

等距量表

2.1标准Z分数



2.2常态化的标准分数

通过对原始分数的非线性转化而来，与线性的Z分数不

同，常态化的标准分数有一个近似正态曲线的分布。

2.3Z分数的转化

小数与负数的存在是线性的和常态化的Z分数在计算和

解释上有些不便。为此，将Z分数作线性变换。

Y=m+k(Z)
Y是转化后的分数，m和k为常数。所选择的m将为转

化后新的分数分布的均数，而k则为标准差。



2.4T分数

最早T分数是由麦考尔根据12岁儿童团体来定义的，

用来报告儿童在一份智力测验上的作业成绩。

T=50+10（Z）
T分数的优点：1）单位的等距 2）可以对两个以上不

同测验分数进行比较 
T量表不能为未学过统计学的人掌握，但可根据常态

曲线将T量表转化为百分比。



2.5离差智商

美国心理学家韦克斯勒针对比率智商的缺陷而提出离差智

商。

计算公式：IQ=100+15z'=100+15（X-M）/SD

从不同测验获得的离差智商只有当标准差相同或接近时才能

比较。

缺点：由于常态化，使得对于智力极低者打分偏高；对于智

力极高者打分偏低。



 二、测验结果的报告

1、测验结果的综合分析   
1）分析心理测量的特点

2）不根据一次测验结果下定论

3）对测验结果的分析，从个体间比较和个体内差异两方面进行。

2、测试结果的解释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