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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心理与教育测量》是心理与教育测量课程的教材，其主
要任务是使学生系统掌握心理与教育测量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能够灵活处理心理与教育测量问卷
编制与使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成为合格的心理与教育测量问卷编制者和使用者奠定基础。
 在结构上，郑日昌主编的《心理与教育测量》由心理与教育测量的理论、心理与教育测验的编制与使
用技术、常用的心理与教育测验介绍三大部分组成，既注意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准确阐述，又强调
测验编制与使用的基本技能训练。
 在内容上，本书力求反映国内外心理与教育测量的最新进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突出心理与
教育测量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兼顾大、中、小学心理与教育测量的多样化需求。
本书供高等院校心理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从事
心理与教育测量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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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日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访问教师（中组部派遣），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国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英国切斯特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
学客座教授。
196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
20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归国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心理学系副主任。
致力于心理学的应用，被称为“中国心理学应用的拓荒者”。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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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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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效度 [内容提要]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效度概述 第二节效度的种类与估计方法 第三节影
响效度的因素 第四节效度的解释与应用 [要点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六章测验的项目分析 [内容提要] [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项目的难度 第二节项目的区分度 第三节项目分析中的IRT技术 第四节项目
分析的特殊问题 [要点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七章测验分数的合成与解释 [内容提要] [学习目标]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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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标准化测验的编制程序 第二节测验项目的编制 第三节测验等值与题
库建设 [要点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九章测验的使用 [内容提要]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测验的选择 
第二节测验的实施 第三节测验的管理 第四节与测验使用相关的社会及专业伦理问题 [要点小结] [思考
与练习] 第十章能力测验 [内容提要]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智力测验 第二节能力倾向测验 第三节
创造力测验 第四节能力测验的发展及公平性 [要点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十一章人格测验 [内容提要] [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人格测验的编制 第二节自陈量表 第三节投射测验 第四节情境测验 第五节态
度及其测量方法 第六节人格测验的其他方法 第七节有关人格测验的讨论 [要点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
十二章成就测验 [内容提要]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成就测验简介 第二节团体施测的成就测验 第
三节个别施测的成就测验 第四节学习潜能评估 [要点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十三章教育测验 [内容提要]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国外常见的教育测验 第二节国内常见的教育测验 [要点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十四章职业测验 [内容提要]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职业测验发展的背景 第二节职业兴趣测验 
第三节职业能力测验 第四节领导与管理者测验 第五节职业规划与发展测验 [要点小结] [思考与练习] 
第十五章临床测验 [内容提要] [学习目标] [关键词] 第一节一般神经心理测验 第二节婴幼儿测验 第三
节残障人群测验 第四节老年群体测验 第五节心理健康测验 [要点小结] [思考与练习] 附录1心理测验管
理条例 附录2心理测验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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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很明显，第一种信度估计的误差变异数是1—0.70=0.30，其来源是内容取样和时间
取样；第二种信度估计的误差变异数为1—0.80=0.20，其来源是内容取样。
从内容取样和时间取样引起的误差变异中减去只有内容取样引起的误差变异，即为由时间取样引起的
误差变异，其值为0.30—0.20=0.10。
第三种信度估计的误差变异数为1—0.92=0.08，这是由评分者之间差异引起的变异。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测量的总误差变异为0.20+0.10+0.08=0.38，真实变异为1—0.38=0.62。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信度虽然是测验的特性，但不能笼统地讲某个测验的信度有多高。
只能说在特定的条件下，用于特定的团体，采用特定的方法所得到的某个测验的信度系数是多少。
也就是说，信度总是与特定的情境相关。
 第三节 影响信度的因素及提高信度的方法 一、影响信度的因素 信度是测量过程中随机误差大小的反
映。
随机误差大，信度就低；随机误差小，信度就高。
因此，在测量过程中凡是能引起随机误差的因素——被试、主试、测验内容、施测情境等都会影响信
度。
 （一）被试因素 被试的身心健康状况、应试动机、注意力、耐心、焦虑、求胜心、作答态度等会影
响测量误差，这些在上一章已经讨论过了。
 影响信度系数的另一个被试因素是用来确定信度的被试团体的特性。
就被试团体而言，整个团体内部的异质程度以及团体的平均水平都会影响信度。
这是因为，我们所得到的信度估计值大都是以相关为基础的，而相关系数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全体被试
得分的分布情况。
而分数的分布与团体的异质程度有关。
一个团体越是异质，其分数分布的范围也就越大，信度系数也就越高。
这样就很可能会高估实际的信度值。
而当团体内部水平相差不大时，其得分分布必定会较窄，这时以相关为基础计算出来的信度值必然会
小，有可能低估真正的信度值。
 由于信度系数与样本团体的异质性有关，所以我们在使用测验时，不能认为当该测验在一个团体中有
较高的信度时，对另一个团体也有同样高的信度。
此时，往往需要重新确定测验的信度。
当将测验用于异质性团体时，可用下面的公式推算出新的信度系数：式中roo为测验用于原团体的信度
，rnn为用于异质程度不同的团体的信度，So为信度系数已知的分数分布的标准差，Sn为信度系数未知
的分数分布的标准差。
 研究表明，信度系数不仅受样本团体的异质程度的影响，也受样本团体平均水平的影响。
因为对于不同水平的团体，项目具有不同的难度，每个项目在难度上的变化累积起来便会影响信度。
但这种影响不能由统计公式来推估，只能从经验中发现它们。
比如，对于选择题组成的测验，较年幼或能力较低的被试的分数受猜测影响较大，因此信度相对要低
些，一般对这样的被试不宜采取这类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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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心理与教育测量》是心理与教育测量课程的教材，其主要任
务是使学生系统掌握心理与教育测量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能够灵活处理心理与教育测量问卷编制
与使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成为合格的心理与教育测量问卷编制者和使用者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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