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展知识： 

一．控制题目难度的基本方法 

一般来说影响题目难度的主要因素有 

1.考查知识点的多少； 

2.考查能力的复杂程度或层次的高低； 

3.考查对题目的熟悉程度（如本来较易的题目会因考生均为之一而造成很难，或本来较难的

题目会因为考生普遍练习变的较容易）； 

4. 命题的技巧性（如同一个问题，可以，命得容易，也可以较难） 

控制题目因素除了考虑上述因素，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控制。在平常的教学考试中，由于

老师对学生的情况比较了解，因而只要凭经验来控制难度，使之与老师难度相适应。而在大

规模的测试中，就要通过预测来掌握难度了，首先由命题人员根据上述因素估计一个难度范

围，然后通过测试看这个估计的准确程度分析原因，进而提高评估能力。经过预测取得难度

的题目可以进入题库，以后备用。 

（摘自《教育测量与评价》胡中锋、李方编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p54） 

 

二．黄金法则案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黄金法则保险公司控告了伊利诺伊保险部门以及教育考试中心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ST）黄金法则的诉讼指出，EST 为伊利诺伊保险部门开发的两

个保险执照测验对于黑人被试存在偏差。他们所说的偏差指的是，白人在很多项目上的正确

作答率比黑人的都高。该诉讼所依据的统计量是 P 值，即用于表明项目难度的统计量。这种

对于黑人和白人不同的项目难度水平，导致了大量的白人而不是黑人通过该测验并且拿到了

执照。该案例最终庭外和解，双方达成协议，EST 将开发出进一步的测验，在新测验中的项

目，所有被试的正确作答概率都低于 0.40。而且，双方协定，如果黑人和白人在某个项目上

的正确作答率相差超过 15%，那么该项目将不会被用于测验。 

很多测验专家提出，黄金法则案例的解决方法是有问题的。他们指出，通过 P 值对项目

难度进行比较的方法，并没有将被试的能力、水平考虑近来。换句话说，被试没有正确作答

是因为项目出的不好，还是仅仅因为被试不知道如何准确回答？ 

正如研究者们在美国心理学会（APA）年会的一个讨论上，以及 APA 的一个官方声明中

所指出的，项目反应理论(IRT)提供了更好的方法以识别项目是否对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

困难。你或许还记得，ICCs 在项目难度与被试的能力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对于 ICC 进行比较



的是项目难度更好的方式，因为它将被试的能力考虑进来。而且，Rodney Lim 在他的硕士论

文中，对这个原则进行了实证的实验。他使用这两种方法对同一组模拟数据进行了评价。他

发现黄金法则的结果是 90%的项目是存在偏差的，相反，IRT 的方法在发现，当我们将能力

因素考虑进来的时候，只有 25%的项目有偏差。 

三.文化适应测评的作用 

当我们进行一个定量的项目分析时，我们的目的是识别那些因此测验本身、评分设计、

施测或解释等原因而导致最终测验成绩出现误差的来源。因此，我们对被试在测验上的反应

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存在某个项目对某个群体而言更容易的现象，并且，我们通过对被试在

测验上的反应进行考察，以确保每个项目对被试的区分仅仅是以待测构想为基础的。 

直到最近，那些对项目进行文化偏差分析的测验开发者通过将少数民族的被试包括进常模样

本中，并且通过使用项目特征曲线（ICC）或者定性的方法识别偏差项目。在这个阶段，一

旦返现某个项目存在文化偏差，那么该项目或者被修改或者被删除。尽管这个方法很好，但

是，在一个变化多样的群体中要想识别文化偏差，这么做是不充分的。21 世纪的美国和欧

洲已经具备了真正的多元文化的特征，很多个体的行为和传统拥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文化烙

印。而且一个人或许对于两个或多个文化的适应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例如，一个年轻人生长

在二元文化家庭中，墨西哥-美国或中国-美国，他对其中一种文化或许更认同；相反，另一

个生长于同样的二元文化家庭中的年轻人，或许对另外一种文化更认同。在多元文化的人群

中，少数民族群体内部的成员各自的文化适应程度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每一个

少数民族群体进行项目分析往往让人觉得非常棘手，而且很有可能是无效的。 

 来自荷兰的两个研究者，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解决这种与被试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和遵从

程度有关的项目或测验偏差，他们建议首先对每个被试对主流文化的融入程度进行测评，然

后使用这些测验分数对原始分进行校正，从而剔除测验分数中由于适应不足而导致的误差。

现在对适应程度进行测量的方法多为调查量表（大约 20 个项目），对被试感觉自己归属一个

或多个群体的程度，以及他们对待这些群体的态度进行考察。 

 根据 Vvan de Vijver 和 Phalet(2004)的研究，测验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文化偏差； 

1.构想偏差（constuct）:当同一个项目在不同的文化或亚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时，就会出

现这种偏差。例如，在不同的文化中，做一个好女儿和好儿子的行为就存在很大的不同。 

2.方法偏差（method bias）：当测验的技术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存在不同时，会出现这类偏

差。例如，在北美和欧洲上学的人往往对使用电子扫描答题卡或计算机文化更为熟悉，而那

些习惯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回答施测者的问题的人则不习惯于那些方法。 



3.项目功能差异（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但具有相同能力水平的

被试，因为文化差异而在项目上火测验得到不同的分数时，就是出现了偏差。例如，一个历

史测验包含了大量有关美国最早的 13 个殖民地的历史和地理问题。这样的测验对于那些来

自新英格兰的被试则更有利，而那些来自加利福尼亚或墨西哥的被试则会觉得困难，尽管这

两个群体对于美国整体的历史同样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