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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律作答於答案卷上(題上作答不予計分)；並務必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一、 某老師欲以受試者間設計探討 A 因子(3 levels)與 B 因子(2 levels)的實驗效果，並收

集 12 位受試者進行實驗，以下為該研究的 ANOVA 表。(α = .05) 

1. 請完成此表之空格(1)至(5)。(5 分) 

2. 請檢驗 A 與 B 因子是否存在交互作用。(5 分) 

3. 請根據上題結果，檢驗 B 因子之主要效果或單純主要效果。(5 分) 

註 1：SSB|A1 = 16、SSB|A2 = 49、SSB|A3 = 1、SSA|B1 = 28、SSA|B2 = 16 

 

Source SS df MS F 

A  (1)  13 3.25 

B 48  (2)  

AxB    (3) 

Error   (4)  

Total 116 (5)   
 

二、 某校學生 IQ 為平均數 105、標準差 8 之常態分配： 

1. 自該校學生中隨機抽取 4 人，此 4 人的平均 IQ 之機率分配為何？請說明機率分

配名稱、平均數、標準差，並提供原因。(4 分) 

2. 承上題，請求出此 4 人平均 IQ 大於 109 的機率為何？(4 分) 

 

三、 某賣場欲瞭解白天與晚上時段的顧客滿意度差異，故隨機抽樣顧客進行滿意度調

查，得到分數資訊如下。(α = .05) 

 

 樣本數 平均數 SS 變異數 

白天 5 9 22 5.5 

晚上 5 4.5 23 5.75 

 

1. 若兩時段抽樣不同顧客，請以 t 檢定比較兩時段顧客滿意度是否有差異(假設分數

為常態分配，且兩時段評分的變異數相等)。(5 分) 

2. 承上題，請提供此檢定之效果量，並根據檢定結果與效果量進行結論說明。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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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分配累積機率表 (Kutner et al., 2005) 

 

 

 
t 分配累積機率表 (Kutner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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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分配臨界值(α = .05) (Howell, 2017) 

分子自由度

分
母
自
由
度

 

 
四、 智力測驗（Intelligence tests）與成就測驗（achievement tests）是心理評估中兩類重

要的測驗。請說明這兩種測驗的基本差異，包括它們的主要用途、常見的施測方

式，以及信度與效度可能存在的問題(6 分)。此外，請分別列舉至少一個屬於這兩

種測驗類型的具體測驗工具，並簡要描述它們(4 分)。 

 

五、 在心理測驗中，「百分等級常模」與「年齡常模」是兩種常用的比較基準。請說明

這兩種常模的定義，以及它們各自的適用情況。(8 分) 

 

六、 配合題： 

請將描述配對到以下相應的信度類型，並於答案卷上作答(6 分)。 

1. 在相隔一段時間後，對同一群體進行同一測驗，計算兩次測量的相關。 

2. 將測驗分為兩組等量的題目，從中計算兩個部分的相關係數。 

3. 計算測驗中所有項目的相關性，評估整個測驗對於某一構念的一致性。 

    (A)內部一致性信度；(B)重測信度；(C)複本信度；(D)折半信度；(E)評分者信度 

 

請將描述配對到以下相應的效度類型，並於答案卷上作答(6 分)。 

4. 測驗題目是否涵蓋欲測量的概念之程度。 

5. 測驗結果與其他已知有效測量之間的相關性。 

6. 測驗是否真正能測量某一理論的概念之程度。 

(a)內容效度；(b)專家效度；(c)表面效度；(d)建構效度；(e)效標關聯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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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選擇題： 

1.下列哪一個測驗歸屬於投射測驗(2 分)？ 

(1) Beck’s Depression Inventory. 

(2) 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3) Rorschach Inkblot Test. 

(4) Edwards Personal Preference Schedule. 

 

2.以下哪個描述最準確的闡述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的核心概念(2

分)？ 

(1)每個試題的難度和區分度是固定的，與受試者對試題的反應無關。 

(2)每個試題有一個隱含的特性曲線，描述受試者對該試題做出正確反應的機率。

(3)測試結果的誤差訊息對於評估能力水準沒有意義。 

(4)每位受試者對於每個題目的反應都是相同的，不受試題的特性影響。 

 
八、[題組 1]複選題，每題請選出可能的正確答案，可能不只一個。 

(共 16 分，每題每個選項各 0.4 分) 

實驗情境: 在線學習平台的學習效果評估 

一間教育學院計劃進行一項二因子混合階層設計的實驗，以評估在線學習平台對學

生學習效果的影響。研究的第一個因子是學習內容難度（三個水準：低、中、高），

第二個因子是互動模式（三個水準：文字互動、影音互動、影音+文字互動）。學習

內容難度被認為會對學習效果有主要效果，而互動模式則不一定。研究的目的是探

討這兩個因子及其交互作用對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 

1. （2 分）在這項關於在線學習平台的研究中，學習內容難度的三個水準分別代表什

麼？ 

A. 學生的年級  

B. 學習材料的難易程度 

C. 每日學習時間 

D. 課程的教學方式 

E. 學生的先前知識水準 

 

 

 



東吳大學 11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第5頁，共8頁 

系 

級 
心理學系碩士班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心理學方法 

本科 

總分 
 100 分 

2. （2 分）在這項研究中，以下哪些假設可能關於互動模式的主要效果是正確的？  

A. 文字互動會導致更好的學習效果 

B. 影音互動對學習效果沒有顯著影響 

C. 影音+文字互動會提高學習效果 

D. 互動模式對學習效果沒有主要效果 

E. 所有互動模式對學習效果的影響都相同 

3. （2 分）在這項研究中，為什麼重要的是對學習成績進行前測和後測？  

A. 確定學生在介入前的基礎學習水準 

B. 評估教學計劃的即時效果 

C. 比較前後測結果來判斷成績變化 

D. 排除學生自然成長的影響 

E. 確定是否存在學習天花板效應 

4. （2 分）關於學習內容難度和互動模式的交互作用，以下哪些假設可能是正確的？

A. 在高難度學習內容下，影音+文字互動可能導致更好的學習效果 

B. 在低難度學習內容下，所有互動模式的效果相同 

C. 學習內容難度的增加會減弱互動模式的影響 

D. 影音互動在所有難度水準下均優於其他模式 

E. 文字互動在高難度學習內容下效果最差 

5. （2 分）在這項研究中，如果發現學習內容難度和互動模式之間存在顯著的交互作

用，這意味著什麼？ 

A. 學習內容難度對學習效果有獨立影響 

B. 互動模式對學習效果有獨立影響 

C. 學習內容難度的影響取決於互動模式的類型 

D. 互動模式的影響在不同學習內容難度下變化 

E. 所有互動模式在所有學習內容難度下均有相同效果 

6. （2 分）在解釋交互作用時，以下哪些描述是正確的？ 

A. 交互作用意味著一個因子在另一個因子的不同水準下有不同的效果。 

B. 交互作用的存在表明一個因子的主要效果無效。 

C. 交互作用說明了所有因子獨立對結果的影響。 

D. 交互作用可以通過比較不同因子組合下的效果差異來識別。 

E. 交互作用的存在顯示研究無效。 



東吳大學 11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第6頁，共8頁 

系 

級 
心理學系碩士班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心理學方法 

本科 

總分 
 100 分 

7. （2 分）如果發現互動模式在低難度和中難度學習內容下對學習效果影響不大，但

在高難度下效果顯著，這最可能表示什麼？ 

A. 互動模式有主要效果。 

B. 學習內容難度有主要效果。 

C. 互動模式和學習內容難度之間存在交互作用。 

D. 研究存在方法學的缺陷。 

E. 所有互動模式對學習效果均無影響。 

8. （2 分）在這項研究中，如何最好地證實學習內容難度和互動模式的交互作用對學

習效果的影響？ 

A. 單獨比較每個因子的主要效果 

B. 觀察不同因子組合下學習效果的變化。 

C. 僅考慮學習效果的總體平均。 

D. 忽略任何非顯著的結果。 

E. 重複實驗多次以確保結果的一致性。 

 

九、[題組 2]複選題，每題請選出可能的正確答案，可能不只一個。 

    (共 6 分，每題每個選項各 0.4 分) 

實驗情境: 教育介入對學生成績的影響 

一個教育研究團隊計劃進行一項準實驗設計的研究，目的在評估一個新的數學教學

計劃對國中學生數學成績的影響。由於無法進行隨機分派，研究者選擇了兩所學校，

一所實施新教學計劃（實驗組），另一所繼續使用傳統教學方法（對照組）。在計劃

開始和結束時對兩組學生進行了數學成績測試，以評估新計劃的效果。 

9. （2 分）在這項關於教學介入的準實驗設計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如何提高內部效度？

A. 加入額外的前測時間點 

B. 添加額外的對照組 

C. 進行配對以平衡重要變項可能帶來的影響 

D. 使用統計控制技術，如 ANCOVA 

E. 通過複雜的模式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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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分）在現有的情境下，以下哪些方法可以用來提高這項研究的結果可靠性？  

A. 進行多個前測和後測 

B. 增加樣本大小  

C. 透過視覺化的方式來檢查結果的模式和趨勢以確定治療效果 

D. 使用隨機分派 

E. 進行統計控制 

11. （2 分）研究者如何確保參與者在這項研究中的福祉？ 

A. 獲得機構審查委員會（IRB）的批准  

B. 獲得參與者的知情同意 

C. 在研究結束後進行事後解釋(debriefing) 

D. 確保數據的保密性  

E. 允許參與者隨時退出研究 

 
十、[題組 3]複選題，每題請選出可能的正確答案，可能不只一個。 

    (共 4 分，每題每個選項各 0.4 分) 

實驗情境: 隨機分派控制組設計（Randomized Control Group Design） 

一個心理健康研究小組想要評估一種新的團體療法對減輕大學生壓力的效果。研究

者招募了 100 名自報壓力水準較高的學生，並通過隨機分派的方式，將他們分為兩

組：實驗組接受新的團體療法，對照組則接受傳統的壓力管理講座。所有參與者在

治療前後進行壓力水準的測量。 

12. （2 分）以下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這項研究的外在效度？ 

A. 使用了非代表性的樣本 

B. 實驗環境與現實世界差異過大 

C. 參與者知道他們正在參與研究 

D. 研究結果難以推廣到其他人群 

E. 研究使用了隨機分配 

13. （2 分）以下哪些情況可能會導致這項研究結果出現內在效度威脅？ 

A. 參與者在研究期間接受了其他形式的心理治療 

B. 一些參與者因個人原因未能完成整個研究 

C. 實驗組和對照組的參與者在治療前壓力水準不同 

D. 研究使用的壓力測量工具在研究期間發生了變化 

E. 研究者在收集數據時無意中透露了期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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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題組 4]複選題，每題請選出可能的正確答案，可能不只一個。 

    (共 4 分，每題每個選項各 0.4 分) 

實驗情境: 單一組前測-後測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研究者想要評估一個新的時間管理課程對大學生學習效率的影響。研究中只有一個

組別，該組學生在接受時間管理課程前進行學習效率的前測，課程結束後進行後測。

研究者意識到這種設計可能面臨多種內在效度的威脅，但由於資源有限，他們決定

仍然進行研究。 

14. （2 分）以下哪些情況可能會導致此設計的研究結果出現偏差？ 

A. 學生在研究期間獲得了關於時間管理的其他資訊。 

B. 學生因為前測而變得更熟悉後測的題型。 

C. 學生在學期末自然地變得更擅長管理時間。 

D. 用於前測和後測的測試工具在研究期間發生了變化。 

E. 有些學生在課程開始前就已經具有良好的時間管理技能。 

15. （2 分）在這項研究中，如果研究者想要增強設計的內在效度，他們應該考慮哪些

因素？ 

A. 隨機分派學生到不同的研究情境 

B. 增加一個沒有接受時間管理課程的對照組 

C. 確保所有學生都有相似的學習背景和能力 

D. 在課程開始和結束時進行多次測試 

E. 使用客觀和標準化的測試來評估學習效率 

十二、配合題(共 3 分，每題各 1 分)： 

請依據各題的描述，從下列選項填入最合適的控制技術代號(每題只有一個答案)。 

A.隨機分配（random assignment）；B.配對（matching）；C.對抗平衡（counterbalancing） 

D.控制參與者效應（participant effects）；E.控制實驗者效應（experimenter effects）。 

16. （1 分）常會使用這種方式來控制實驗順序所產生的序列效應，例如實驗條件的順

序對學生的記憶測試表現可能產生的影響。 

17. （1 分）為了達到這個方式的效果，通常可以藉由控制記錄錯誤、控制屬性錯誤或

是電腦進行數據收集來做。 

18. （1 分）會透過這種方式確保每位參與者都有相同的機會被分配到任何一個組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