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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來大型語言測驗紛紛以電腦介面取代傳統的紙筆測驗，電腦測驗系統的開

發所涉及的介面改變，不僅是對考生使用習慣的挑戰，更是整合測驗設計與施測

管理的全方位建置。據此，本研究主要討論系統研發時，使用者的需求整合、各

子系統間的結合，以及使用者與系統間的統合。總體而言，是一個四需求五系統

的全方位建置，簡稱為 4D5S
1
  

本研究將討論在 4D5S 規劃下系統開發的三階段工作，包含了開發前期的使

用者需求調查、中期的需求書擬訂、以及系統建置後的測試與修改，另外，本文

也將針對開發時的難點，例如，如何銜接測驗開發者與系統開發者對測驗系統的

認知；並分析測驗電腦化針對不同受試族群所產生利與弊，以期可作為相關單位

或考試中心發展測驗電腦化全面而實際的參考。 

In recent years the large scale standardized language test have adopted the 

computer-based test (CBT) to substitute for traditional paper-based test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BT system is a change of user interfaces in all aspects. 

It not only could challenge examineesr traditional paper-based tests.rtantly, it is an 

intergraded process which will include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aspects under one 

comprehensive platform. To discus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BT system, the aspects 

of user demands, the connection of the sub-systems and the user-system interactions 

should a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is research, these aspects will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demands and five sub-systems (4D5S) to represent the blueprint 

of system developmental process.  

Under the description of 4D5S, the discussion of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three stages of system establishment, which are including user demands investigation, 

composing system requirement, and conducting big scale test run with systematic 

modification. In terms of the executive aspect, several issues that reveal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will also be pinpointed, such as the issues on balancing the 

different expectations between the system users and program developers as well as 

analyzing the pros and cons of adopting the CBT for different test taker groups. This 

research could provide organizations or test centers that looking forward to 

establishing a computer-based language test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1
 4D5S：4D指的是：試題研發管理人員、統計分析管理人員、行政管理人員、考試介面使用人

員；5S 指的是：題庫系統、組卷派卷系統、考試系統、成績處理系統、統計數值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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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電腦與網路迅速地被使用在各種教學活動與測驗上，大型語言測驗，

諸如 TOEFL已於 1998 年 7月開始實施電腦測驗，2000年進一步發展出適性測

驗，至 2006年則全面改為線上測驗。 

現行的電腦化測驗可大致區分為「電腦化測驗」(Computer Based Tests, 簡

稱 CBT)、「電腦化適性測驗」(Computer Adaptive Tests, 簡稱 CAT)、與線上測

驗(Web Based Tests, 簡稱 WBT)三大類，電腦化測驗因能提供便利多元的受試環

境，已成為測驗發展的趨勢。 

就測驗單位而言，仰賴資訊科技自動化的特性，可大幅降低人力成本，同時

提高試務效能，以電腦介面取代紙本，可以降低印刷成本，以網路傳輸試題取代

郵寄題本，可降低運輸成本；就考生而言，電腦測驗可隨到隨考的特性，提高了

測驗便利性，電腦測驗結束後可以馬上知道該次應試成績，縮短了考生等待成績

的時間，所以，測驗電腦化大幅度提高測驗的便利性與時效。此外，系統還能記

錄考生的成績，讓考生根據自身需要隨時登入檢視，瞭解掌握自身的學習歷程。

綜上所述，對大型測驗單位而言，施測系統電腦化，不只是單單把試題放到電腦

上呈現，還應是全面性測驗流程的整合，使施測過程更經濟且具效率。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 簡稱 SC-TOP)於 2008年由成人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簡稱 TOCFL)首先嘗試推動聽讀能力測驗的電腦

化，緊接著在 2009年，著手發展 CCCC(Children Chinese Competency Certification, 

簡稱 CCCC)電腦化，系統研發期間參考相關電腦化施測單位的經驗，考量了全

球各地資訊、網際網路設備上的差異，以及施測品質等相關問題後，決定現階段

以 CBT 結合WBT的概念，採取「區域網路」方式進行電腦測驗，待克服相關

問題後，再轉型為WBT。 

就目前施測的實務狀況而言，上述兩項聽讀測驗仍有紙筆測驗與電腦測驗並

行的需要，因此，電腦化測驗的設計無論是受試者的使用經驗與測驗結果，都還

需與紙筆測驗達到高度的一致性，如此一來，才能使各地施測單位在選擇不同施

測介面的情況下，仍能維持施測的公平性。同時，對考生而言，使用電腦進行測

驗，意味著測驗工具的轉變，儘管作答介面一致，但考生在面對電腦測驗時，是

否能維持與紙筆測驗一致的語言能力表現，也是測驗研發時需考量的問題。 

因此 TOCFL自 2009 年開始試行電腦測驗，至 2010年末進行一連串的施測

與問卷調查，並展開相關研究，今已確認 TOCFL在「電腦測驗」與「紙筆測驗」

兩種施測介面下，無論是考生作答的一致性、測驗本身的信效度皆能達到極高的

一致性2。 

本文希望透過電腦測驗建置的歷程，討論系統開發的三階段工作，包含了開

發前期的系統規劃、中期的「考試系統」與「題庫系統」建置、以及後期的 4D5S

系統整合，接著分別介紹 TOCFL與 CCCC，兩套線上考試系統。 

                                                 
2
 相關論文可參考林玲英、藍珮君(2011)。華語文能力測驗電腦與紙筆測驗試題難度比較研究。

2011ATCFL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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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C-TOP電腦施測系統的研發與建置 

SC-TOP 電腦施測系統建置，依據建置期程共分三大階段：1.確認需求，擬

定系統架構，微調既有試務流程以配合電腦化施測的需要，同時草擬 SC-TOP 線

上測驗系統藍圖；2.開發「考試系統」與「題庫系統」，同時進行試測；3.開發

「組卷派卷系統」、「成績處理系統」與「統計數值分析系統」，並依據試用回

饋調校已開發系統。 

（一）、確認需求，擬定系統架構 

開發商依據華測會現行施測流程，將系統使用者區分為：考生、試題研發人

員與系統操作人員三群組，進行需求訪談，草擬系統架構圖(圖 1)，從系統建置

角度出發，將三群組人員定義為三個主系統，分別是「考生管理」、「出題者管

理」與「系統管理」。 

圖 1  系統架構圖  

1.考生管理 

「考生管理系統」，規劃兩項功能：1.1「線上測驗」與 1.2「問卷填寫」。 

1.1「線上測驗」包含 1.1.1「操作說明」、1.1.2「測驗內容」與 1.1.3「列

印成績單」，各功能權限與功能描述由開發商規劃出「功能規劃表」(表 1)。 

1.1.1「操作說明」：主要是導引考生操作系統、進行作答的說明影片。 

1.1.2「測驗內容」：亦即考題。 

1.1.3「列印成績單」：讓考生在測驗結束後立即取得紙本成績，此外，

也具備監試功能，監考人員可以透過介面顯示的三種狀態（「考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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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成績單」與「已列印成績單」3）掌握考生的作答狀況。 

1.2「問卷填寫」提供多國語問卷與各種問卷編輯格式。 

表 1：功能規劃表 

 

                                                 
3
 介面顯示「考試中」，表示考生尚未完成考試；顯示「列印成績單」，表示考生已完成測驗，

成績已計算，可列印紙本成績；顯示「已列印成績單」，表示考生可拿取紙本成績單。 

考生權限功能 功能描述 

1.考生登入 考生輸入正確帳號與密碼，驗證成功後，才能進入考試系統的測

驗說明頁。 

2.測驗單元說明 在聽力以及閱讀的各題型測驗前，以影片教學方式來說明系統操

作。(閱讀部份考生需自行按下 Next，聽力部份則自動進行) 

3.測驗單元控制 聽力測驗： 

1.由華測會提供試題音檔並決定作答時間。 

2.聽力測驗全部自動化考生無法控制。 

閱讀測驗可由考生自行控制作答順序與每題作答時間。 

4.考生導向測驗系

統 

1.測驗試題之文字字型分為繁、簡體兩種版本。依照考生在報名系

統上的選擇，呈現不同版本的試題內容。 

2.字型大，以配合外國學生容易清楚看懂文字。 

1.於銀幕右上設有測驗時間剩餘倒數計時，以提醒考生掌控作答進

度。 

2.於測驗結束 5 分鐘前，設計在視窗右上角提醒考生把握最後五分

鐘並在報名簡章上附註說明。 

6.聽力測驗 系統自行播放音檔，時間到自動進入下一題。 

不可逆作答，考生無法至前一題再次作答。 

7.閱讀測驗 1.設有「註記」、「上一題」、「下一題」、「試題全覽」、「結

束測驗」等五種功能按鈕，讓考試流程更順暢。 

2.按下「結束測驗」鍵後，設有再次確認結束考試提問，以防考生

不慎結束測驗。 

8.閱讀測驗試題全

覽功能 

1.考生可察看此卷的作答情形，包括「已作答」、「未作答」、「註

記」的題目。 

2.點選任何題目可回到作答畫面檢查答案或重新作答。 

9.成績單功能 確定結束測驗後，系統依據各等級計分標準自動評分，並將考生

測驗結果分數顯示於螢幕上。 

考生看完成績，按下離開鍵後，系統自動跳出印表機列印畫面並

列印成績單。 

10.問卷 問卷填寫介面，提供多種語言版本，供考生自行點選。另外提供

問卷內容編輯介面，設計人員能夠彈性調整問卷題數與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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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華測會聽讀測驗依據考生年齡，分為「兒童測驗」與「成人測驗」，

因考生依年齡、認知能力與考試經驗的差異產生不同需求，以及電腦考試系統為

建立對考生友善的應試環境，所以分別建置了兩套考試介面4。 

2.出題者管理 

「出題者管理系統」，規劃兩項功能，2.1「試卷相關統計分析」與 2.2「試

卷管理」，使用者為試題研發人員。本階段，透過訪談、問卷，了解試題研發人

員的工作內容與施測流程。本系統工作範圍涵蓋了試題撰寫，組、派卷與測驗結

束後的試題統計數值分析 

2.1「試卷相關統計分析」功能包含測驗結束後的各項統計分析。 

2.2「試卷管理」功能包含「題庫管理者選題組卷」（組、派卷）與「自動

亂數派送試題」（亂題）。 

3.系統管理 

「系統管理」，規劃功能為建立使用者權限，一方面掌握各系統中負責不同

工作的使用者可操作的範圍，一方面確保系統中各項資料包括試題內容、考生個

人資訊等保密內容的安全，保證實施電腦測驗的公平性。 

（二）、開發「考試系統」與「題庫系統」 

在第一階段確認需求與架構規劃的工作初步完成後，緊接著進行「考試系統」

與「題庫系統」兩區塊的系統建置，以進行試測，確認測驗電腦化的可行性。由

於此階段的工作重點為完成測驗內容的 a)輸入介面：題庫系統，與 b)輸出介面：

電腦考試系統，兩系統的功能與介面建置，也就是在原本系統架構圖中的「考生

管理系統」先發展出「考試系統」介面；而「出題者管理系統」先發展「題庫系

統」介面5。這一階段的工作由於牽涉考生操作介面需求、和試題研發人員編排

試題理念，需與開發商就電腦介面的呈現方式積極溝通。 

TOCFL以及 CCCC 兩項測驗，皆為分級的聽讀測驗，試題研發人員首先必

須整合各等級相同與相異題型，與開發商研議操作與呈現的方式，供開發商製作。

待開發商完成後，再由試題研發人員進行細節確認，在此溝通的過程中，我們注

意到開發商的電腦專業與試題研發人員的設計理念必須不斷磨和橋接，開發商對

於試題設計的概念雖有整體的認識，但對部分涉及測驗原則的細節，則可能需要

更詳盡的需求說明，以下列出幾項重點，提供未來可能進行這類規劃的施測單位

作為參考： 

1.測驗材料 

測驗材料指的是測驗內容所使用的素材，其中包含文字、圖片與聲音，所以

在考試系統介面上，文字的字級、字型的選用、標音符號呈現的方式、圖片的尺

                                                 
4 以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施測系統為例，考量兒童考生可能對於「測驗」這項任務本身的不熟悉，

針對兒童考生所設計的考試介面，就需增加成人系統中所未採取的互動指導，以確保考生對於

測驗流程的了解。 

5 由於試題研發人員與開發商的使用習慣，之後就以「考試系統」取代「考生管理系統」；「題

庫系統」取代「出題者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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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解析度與題庫系統中各材料的存檔格式，都是確保未來試題品質的最基本條

件，必須在本階段反覆測試、檢討，力求在試題呈現上，為考生提供最好的畫面

品質。 

2.題型版面的彈性空間 

因為 SC-TOP 聽讀測驗為分級測驗，設計題目時必須以分級測驗的出發點來

思考，因此，許多看來相似的題型，可能因為考生的能力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呈

現方式，如選擇題，雖然都是單選題，但選項數卻分為三選與四選；選項的類型

也區分為圖片與文字兩種，另外題目（題幹、選項）各部份可允許輸入字數等條

件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施測單位在訂定系統需求時，須全面地分析、整合各

類題型中所使用的材料，使開發商清楚理解不同題型在呈現上的各種可能性，並

同時預留彈性。 

3.介面轉換為電腦的考量 

在紙筆、電腦施測方式並行的情況下，部分題型在紙本呈現的方式，因為介

面轉換，必須進行調整，以期讓兩種介面下的應試經驗更接近，例如 TOCFL中

的長段落閱讀題型，在紙本能完整呈現在一頁面上，但在電腦上卻因為版面大小

的限制，無法如此呈現，這時試題研發人員便需在以考生為重的情況下，設計出

其他的呈現方法，因此，紙本上不需加上段落標記(「第 1段」、「第 2 段」)的

題型，須考量電腦介面的特殊性，在每一段落前上標。又如 CCCC 紙本測驗中

以連連看方式呈現的配合題，則將連線作答的方式，改為移動圖片等更為直觀的

操作，以輔助考生作答。 

這一階段，對開發商與試題研發人員而言，應是最辛苦的階段，開發商需能

整合試題研發人員對試題呈現的想法，並同時考量軟硬體的效能，避免因為硬體

設備不佳或是軟體效能不足，導致測驗品質低落；而試題研發人員則需確認測驗

內容能與開發出來的系統相互配合，確保介面的操作對考生是友善的、易上手的，

此階段由本會資訊人員完成考試系統操作流程圖（圖 2）。 

 
圖 2 考試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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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組卷派卷系統」、「成績處理系統」與「統計數值分析系統」 

目前 SC-TOP 的電腦測驗建置，已進入第三階段，開發「組卷派卷系統」、

「成績處理系統」與「統計數值分析系統」，並進一步將已開發系統整併為「前

台測驗系統」與「後台管理系統」兩大區塊。 

1.前台測驗系統：包括第二階段已完成的「考試系統」，並在這階段根據回

饋意見強化監試功能與微調考試系統介面。 

2.後台管理系統：依據 SC-TOP 目前測驗流程，本會資訊人員與試題研發人

員初步建構後台管理系統架構圖(圖 3)，以及施測流程圖(圖 4)，供開發商參考。 

 
圖 3 後台管理系統架構圖 

 

圖 4 施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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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所建立的「考試系統」與「題庫系統」經過近乎一年的測試，與微

調修改系統介面以符合使用者需求後，現已大致穩定，於是本階段將第一階段所

建立的系統架構圖，依據現行試務需求，開發上述三系統並進行使用者整合（整

理見表 3）。 

第一階段系統架構 第三階段系統 

系

統 

功能 子功能 後台管理系統 前台考試系統 

考

生

管

理 

線上測驗 操作說明 說明影片管理 組卷派卷系統 說明影片 

測驗內容  考題 

列印成績單  成績 

問卷填寫  問卷管理 問卷 

出

題

者

管

理 

試卷管理 題庫管理者選題組

卷 

題庫系統  

自動亂數派送試題  

試卷相關

統計分析 

 統計數值分析

系統 

 成績處理系統 

系

統

管

理 

使用者權

限 

一般考生 統計分析管理人員 

試題研發管理人員 

行政管理人員 

考生 

出題老師  

系統管理員 行政管理人員 

表 3 

2.1 三系統開發： 

這三系統依據第一階段規劃的功能與現行試務需求，分別進行功能擴充，與

功能「系統化」，讓使用者在操作上更加簡易，同時讓試務流程更加順暢。 

2.1.1 考生管理系統中的「操作說明」系統化為「說明影片管理」，增加多

國語影片建置、編輯與新增影片等功能；「問卷填寫」系統化為「問卷管理」，

增加匯入與匯出 word 格式。 

2.1.2「說明影片管理」與「問卷管理」，因為要與題庫系統所轉出的考試題

目結合為一個卷包6，所以將「試卷管理」功能擴充為「組卷派卷系統」，並增

加組卷預覽試題功能，與派卷排程編輯功能 

2.1.3「出題者管理系統」中「試卷管理」兩項子功能（自動亂數派送試題與

題庫管理者選題組卷）在第二階段已併入「題庫系統」；「試卷相關統計分析」

進行系統化，分出「成績處理系統」、「統計數值分析系統」。「成績處理」與

「統計數值分析」兩系統，分別放在前後台，「成績處理系統」的功能是針對單

                                                 
6
 卷包，意指題目、說明影片以及問卷，同時結合考生報名資料、報名場次等相關試務訊息，將

各部分統整為「卷包」。 



發表於 2011年全美外語教學協會年會(ACTFL)，11月18-20 日，美國丹佛 

 

次施測結果所產生的統計報表，與給考生立即成績回饋；「統計數值分析系統」

的功能則為單卷多次成績合併所產生的統計報表與匯入題庫系統等功能。 

2.2 使用者整合：「系統管理」裡的「系統管理員」三群組（一般考生、出

題老師、系統管理人員）中，在經過實際測試後，依據測驗流程的工作分配，開

始進行使用者整合。出題老師定位為「試題研發管理人員」；「系統管理人員」

定位為「行政管理人員」。其中「試題研發管理人員」包含出題老師與試題研發

人員，並將統計分析人員獨立出來為「統計分析管理人員」；而「行政管理人員」

包含試務行政人員、試場行政人員與相關資訊技術人員。 

這三套系統再加上已開發的「題庫系統」、「考試系統」，就構成了 5套系

統架構 (five sub-systems, 簡稱 5S)；而主要使用系統的人員，分別是試題研發管

理人員、行政管理人員、考試介面使用人員與統計分析人員（four demands, 簡

稱 4D），依據使用狀況請見 4D5S 表(表 4)。 

表 4  4D5S 表 

系統 使用者 描述 

題庫系統 試題研發管理人員 1. 試題存放 

2. 組題本 

組卷派卷系統 試題研發管理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1. 組卷：將題本、說明影片、問

卷結合為卷包 

2. 派卷：卷包派送至考試系統 

考試系統 考試介面使用人員（考生、行政管

理人員） 

1. 考試介面 

2. 監試介面 

成績處理系統 統計分析管理人員 1. 應考成績 

2. 單卷單次統計數值分析 

統計數值分析系統 統計分析管理人員、試題研發管理

人員 

單卷多次成績合併、數值分析 

 

不論是對開發商，或是本會相關人員而言，這一階段的工作可說是全新的開

始，後台管理系統的建置，亦是整套測驗系統規劃建置中最具挑戰的部分，此系

統將現行的施測流程全部「電腦化」、「自動化」，所以，系統建置龐大、關涉

人員眾多，每一個流程步驟都必須更精確地確認，才能讓整套系統既全面又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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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讀考試系統介面介紹 

從 2009年開始研發電腦測驗系統，至 2010 年進入測試階段，期間 SC-TOP

廣邀本測驗的潛在考生參與試測，並透過測後問卷與訪談的方式，了解考生對電

腦測驗介面的使用狀況，接著依據調查結果進行介面調校，發展出更符合考生需

求的友善測驗環境。2011 年國內聽讀 TOCFL系統已全面採用電腦施測，並預計

2012年於海外試辦。CCCC 測驗系統，於 2009 年著手建置，預計於 2012 年進

入考生試測階段。 

聽讀考試系統包含考試介面，與監試介面(請見圖 5)，監試介面主要提供給

試場行政人員與相關資訊技術人員使用，目前監試端為了因應考場需求，目前監

試端已擴充出六大功能，1.考場監控及列印成績單、2.更改考生基本資料、3.考

生考試進度調整、4.考後資料轉出、5.重置資料庫、6.考生作答時間記錄表。 

 

 
圖 5 監視介面圖 

前已提及，本系統依據考生年齡開發出成人測驗(TOCFL)與兒童測驗(CCCC)

兩套系統介面，以下將分別介紹。 

（一）、TOCFL 考試介面 

因為本系統為考生導向測驗系統，所以功能鍵設計採「圖像」直覺設計，版

面呈現務求簡潔俐落，功能取向單一，全測驗由滑鼠操作即可完成，完全不需使

用鍵盤。測驗登入帳號與密碼，已事先黏貼於考生座位上，考生依序輸入，確認

基本資料無誤，即可開始作答，登入頁面圖(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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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登入頁面圖 

TOCFL聽讀考試為分等分級測驗，目前為四等級，包含基礎級、進階級、

高階級與流利級，其中基礎級相當於 CEFR(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簡稱 CEFR)A2、進階級為 B1、高階級為 B2、流利級為 C1，測驗對象

為成人且母語非華語的語言學習者。 

為顧及考生使用電腦能力不同，我們製作了電腦測驗說明影片，與題型測驗

說明影片，導引考生做完測驗。同時考量初學者目標語的侷限性，基礎級說明影

片內容採用多語播放形式，考生在報名時，先選擇他想聽的說明語言，在考試進

行間即播放該語言之說明影片，除了多國語的說明影片外，系統版面文字也以中、

英、日、越四種文字呈現，引導考生完成測驗，降低考生對使用電腦進行測驗所

產生的焦慮，除了測驗當中採多國語導引外，在本會網站

(http://www.sc-SC-TOP.org.tw/)上，也可觀看測驗說明影片，熟悉考試介面與流

程。對多數考生而言，電腦測驗作答僅需使用滑鼠點選，反較紙筆測驗「劃卡」

作答來得輕鬆，也更具效率。 

TOCFL電腦測驗共分三部分： 

1.測驗說明 

說明部分全以「影片」呈現，閱讀測驗說明與閱讀題型說明，考生可選擇重

複觀看，但聽力測驗說明與聽力題型說明，則全由電腦控制，採「不可逆」作答。 

2.聽力考試 

因為聽力測驗採「不可逆」作答，所以測驗介面務求簡潔，功能鍵也盡量簡

化，在這部分，考生可以調整「音量」，與觀看試題「進度」，確認作答時機，

以及電腦進行狀態。 

聽力考試介面圖(基礎級，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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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聽力考試介面圖 

3.閱讀考試 

閱讀考試無「不可逆」限制，為使作答狀態如紙本可反覆翻閱，我們在版面

上方設計「試題全覽」功能，可由各題號方格的顏色，得知該題的作答狀態，右

上角的小時鐘提醒考生剩餘作答時間，如剩最後五分鐘，字型將反紅。下方功能

鍵由畫面左到右，依序為「上一題」、「註記」、「下一題」，最右方則為「離

開」鍵。 

閱讀考試介面圖(圖 8)： 

 
圖 8 閱讀考試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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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考試功能較多，所以採「圖像」設計，搭配影片說明，讓考生輕易上手，

下方功能鍵，刻意將「離開鍵」設置在最右邊，希望考生不要因為誤按，導致考

試終止，如果考生誤按，這時會跳出「確認」訊息，再次確認，確認訊息在畫面

中央呈現(圖 9)： 

 

圖 9 確認離開視窗 

測驗結束以後，考生可立即獲得成績(圖 10)。 

 

圖 10 成績單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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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會所回收的考生使用問卷，電腦測驗對考生的好處，除包含縮短作答

時間、立即獲取成績、成績可保留供查閱外，已經習慣使用電腦的考生，對於電

腦測驗的接受度極高，並認為以後的測驗都應該以電腦為主。 

（二）、CCCC 考試介面 

CCCC 的電腦考試介面，在設計上首重測驗中各項視覺、聽覺元素的整合，

一方面微調既有題型在電腦化介面上呈現的方式，一方面加入聲音或滑鼠事件7

等答題輔助，使題型畫面更加直觀且生動。考生一人一機，全程以耳機收聽音檔，

並僅需使用滑鼠作答。為因應考生年紀小、母語多元的特性，系統介面上各式指

示與功能顯示，都以圖示為主，盡量降低考題以外文字出現的頻率，而圖示設計

力求簡明易懂、一目了然，以期跳脫文化習慣的隔閡。考試系統設計分成三部分。 

 

 

 

1.說明影片設計 

測驗中，作答方式的引導是決定測驗是否能成功測得考生真實能力的重要因

素之一。指導語中包含的細節多寡，應取決於考生對於測驗形式是否熟悉，以及

測驗本身題型變化的程度(Bachman,1996)。為因應目標考生年齡較低、母語多元、

及各地區對資訊設備使用經驗不同，CCCC 考試介面的指導語採取互動說明影片

的方式呈現，並加入了幾項較特別的設計。首先，影片中的語音指示將以母語呈

現，未來可依據考生報名時選擇的需求提供不同語言版本的說明影片，第二、介

面說明中包含最基本的滑鼠使用說明，確保考生理解設備的使用方式。第三、考

生必須觀看所有說明影片不能跳出。第四、當考生無法完成影片中要求的互動時，

測驗程序將由系統自動暫停，並跳出求助圖案和語音引導讓考生向監試人員求助。

這項設計可避免考生在不了解作答方式的狀況下即進入題目，也可避免考生因不

知如何完成互動而在說明影片停留過久，影響測驗程序和應試情緒。CCCC 測驗

系統中各項影片的主要目的、播放程序與播放內容請參考表 5： 

表 5 CCCC 說明影片簡介 

 介面說明影片 題型說明影片 

主要目的 介紹並確認考生了解： 

1. 硬體使用方式: 滑鼠使用 

2. 聽力各大題共通之介面配置與操作 

3. 閱讀各大題共通之介面配置與操作 

介紹並確認考生了解： 

1. 大題進行流程。 

2. 題目呈現方式 

3. 作答方式 

播放時機 聽力介面說明影片：登入考試帳號後 

閱讀介面說明影片：閱讀測驗開始前，與最後

一則題目出現後。 

測驗中各大題開始前。 

                                                 
7
 兒測施測系統中，當滑鼠移過選答區域，待選的文字或框格會改變顏色提示考生選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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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流程 聽力介面說明： 

歡迎畫面示範滑鼠操作介紹答題進度顯示

示範音量控制加互動試做 

(確認考生了解如何使用滑鼠與音量控制) 

介紹大題所測能力介紹題型

介面播放例題示範作答方

式(作答方式互動試做) 

閱讀介面說明： 

【閱讀測驗開始前】介紹答題時間顯示示範

換頁按鈕加互動試做示範作答反應列表加互

動試做。 

【最後一題出現後】進入結束頁面告知題目

播畢，示範如何返回作答或離開考試。 

 

2.聽力測驗介面與閱讀測驗介面 

因為聽力與閱讀兩部分測驗流程的不同，CCCC 的電腦考試介面也分成答題

進度不可逆的聽力考試介面圖(圖 11)，以及考生可依照本身閱讀速度和閱讀習慣

決定答題進度的閱讀考試介面圖(12)。 

 

圖 11 CCCC 聽力考試介面圖 

 

圖 12 CCCC 閱讀考試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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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題型介面設計 

CCCC 的題型大致可分為單選題、是非題、克漏字與配合題四類，命題方式

又分為單題及題組兩種形式。在聽力或閱讀的總體考試介面下，各題型所能利用

的題目主框空間是相同的，設計的首要之務是根據各大題的施測重點分析各項資

訊的重要性，在固定空間中為文字、圖片、作答區域等元素做最理想的安排，再

考慮系統所能提供的視聽功能，為各類題型設計直觀易懂的選答方式。兒測考試

介面在基本題型下，依照等級差異和所測能力的不同，共建立了六個聽力框架，

與七個閱讀框架。 

和為成人考生設計的 TOCFL有所不同，在紙筆測驗中，CCCC 為配合兒童

考生的認知發展，與兒童測驗多元活潑的原則，克漏字的題型，採取選項置於篇

章中的呈現方式，而配合題則以連連看遊戲的方式呈現。針對這類特殊題型，電

腦考試介面的規畫，也須延續 CCCC 直觀作答的設計理念，在試題呈現上與紙

本的方式配合，並結合電腦平台的動態影像功能輔助作答，加強了特殊題型中的

遊戲概念 (題型畫面請參見圖 13、圖 14)。 

 

 

圖 13 克漏字題型畫面 

情境式 配合式 

  

圖 14 配合題題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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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點與挑戰 

如前言所述，採行測驗電腦化的目的在於簡化測驗流程、精簡測驗實施的各

項成本，單就本文中所討論的電腦化施測系統而言，介面的改變預估能為測驗各

階段的參與者帶來下列幾項不同的優勢： 

1.在測驗編制階段，電腦化介面提供即時預覽命題成果的平台，命題人員不

需要經過專業製版編輯的等待過程，可直接透過電腦施測系統的幫助，了解考生

實際接觸的試題樣貌，即時評估試題的實際呈現方式與可行性。同時，電腦系統

的多媒體特性，也增加了未來針對考生研發不同題型的空間和彈性。 

2.在測驗實施階段，第一、單機、多語化的施測介面可為考生提供個人化的

考試環境。第二、單機施測有利於考場秩序的維持；當監試人員給予考生個別協

助時，不需受制測驗廣播程序；第三、在紙筆測驗中，年齡較低的考生常在進行

聽力測驗時，因個人的反應、動作而出現相互干擾、暗示答案的狀況，採用個人

化施測介面，較能有效地避免這類問題。 

3.在測驗完成階段，採用電腦化施測系統不但能全面地精簡試題批閱的時間

和人力成本，也能完全地克服一些在批閱紙筆測驗題本時常見的困難，例如複選

作答、劃記不清或是在特殊題型中劃記符號的習慣差異等問題。同時，電腦化測

驗能提供考生即時的成績回饋，也是採用紙筆測驗的模式所不能企及的。 

雖然採用電腦化施測系統是利多於弊，但對於大型語言能力測驗的推行而言，

測驗介面的轉換，不僅僅意味著考生測驗習慣的改變，測驗各階段參與者也都將

面對不同的挑戰。從施測機構與考試中心的角度來看，推行電腦化的過程中首先

將面臨的是硬體與人力兩方面的挑戰。在硬體方面，施測機構必須建立一套固定

的機制評核各考試中心的設備品質，而電腦化施測若要邁向常態，也需使可利用

的硬體數量與規模達到相當的穩定性；在人力方面，施測機構與考試中心必須在

施測介面轉換之際，重新培訓監試人員以因應測驗流程和硬體設備的改變。總體

來看，隨著電腦相關設備，在生活與教學場域中的日漸普及，測驗電腦化的研發

工作不僅應被視為提升測驗品質的過程，也是語言測驗未來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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