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教育学》第十三章教育测评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2021_2022__E3_80_8A_E

5_B0_8F_E5_AD_A6_E6_c38_55968.htm 第十三章 教育测评 Ⅰ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教育测量和教育

评价的基础知识。 Ⅱ、考核知识点 一、教育测量的概念、要

素、类型和编制； 二、教育评价的概念、类型、功能、原则

等。 Ⅲ、考核要求 1、识记：教育测量的概念、要素、类型

以及试题的类型；教育评价的概念、类型 2、领会：良好测

量具备的条件；教育评价的功能、原则 3、应用：能够运用

所学的知识编制一套符合要求的的试题。 Ⅳ、考核内容 第一

节 教育测量 一、教育测量概述 （一）教育测量的概念 教育

测量是根据教育目标的要求，按照一定规则对教育活动的效

果加以数量化测定的过程。其特点是： 1、教育测量是一种

间接的测量 2、教育测量的度量单位是相对的 （二）教育测

量的要素 无论是物理特性的测量，还是精神特性的测量，都

必须具有以下几个要素： 1、单位 2、参照点 3、量表：量表

是参照点和单位的连续体。 二、教育测量的类型与功能 （一

）教育测量的类型 1、根据测量的内容可分为：学业成绩测

验、智力测验、人格测验、特殊能力测验 2、根据实施测验

的时机分为准备性测验、形成性测验和总结性测验 3、根据

测量的方式可分为个人测验和团体测验 4、根据测验结果的

评价标准可分为常模参照测验和目标参照测验 5、根据测验

来源分为标准化测验、自编测验 （二）教育测量的功能 1、

教育测量是改进教学的良好工具 2、教育测量是教育管理的

重要手段 3、教育测量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 三、教育测量



的编制 （一）良好测验应具备的条件 鉴别一个测验质量的指

标包括正确性（效度）、可靠性（信度）、鉴别性（区分度

）以及实用性。 1、正确性：指一个测验能够正确地测量出

它所要测量东西的程度，亦称效度。 2、可靠性：是指测验

稳定反映实际水平的程度。 3、鉴别性（区分度）：指测验

对考生实际水平的鉴别程度，也称区分度。 4、实用性：指

一个测验适合于实际的程度。 （二）编制测验的一般步骤 不

同类型的测验，编制的具体过程不尽相同，但基本步骤是相

同的。 1、确定测验目的 2、制定编题计划 3、编拟题目 4、

题目的试测与分析：项目分析即根据试测资料，对题目的质

与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5、合成测验 （三）客观性试题的编

制 客观性试题主要包括选择题、是非题、填空题和简答题等

，客观性试题只适合测量知识、理解、应用、分析四个层次

的目标，而不适合测量综合、评价层次的目标。 1、选择题 2

、是非题 3、填充题 4、简答题 （四）主观性试题的编制 1、

主观性试题的种类 主观性试题是向学生提出一些问题，要求

学生自己来回答，其最大特点是学生可以自由反应。根据学

生自由反应的程度，可以将主观性试题分为“限制反应式试

题”和“扩展反应式试题”。 2、编制主观性试题要注意： 

（1）应根据测量的目标和材料的性质等确定试题的适当限制

程度。 （2）陈述问题应明确，使受测者清楚地了解答题的

要求。 （3）题目数量要多一些，题目数量越少，其测验误

差越大，测验结果就越不可靠。 （4）不宜采用选答题，因

为各题之间难以做到等值，从而影响选答不同题目的试卷之

间的可比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