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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96年6月6日至8日在美國Minnesota舉行之「2007 GMAC Conference on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之國際研討會，包括會前工作坊、專家演講、研討會議等。本次國際研討會由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GMAC)籌辦，該會不僅致力於電腦化適性測驗之推動、

研究、亦展示實務上控制程序該如何進行，吸引很多電腦化適性測驗領域之測量專家學者與會，

發表其研究成果及進行學術交流。研討會並以圓桌討論和論文發表的方式交叉進行，鼓勵學者們

分享研究經驗與成果，增加研討會的深度與廣度。為習取國際間電腦化測驗進行之經驗，促使臺

灣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TASA）施測能朝電腦化

方向發展，並加強TASA與國際接軌及提升題庫建置之品質參加。本人受到大會之邀請，會中以

英語口頭發表其論文，題目為Simultaneous Online Control Over Item Exposure and Test Overlap in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for Independent and Testlet-Based Items。除論文發表外，亦與其他學

者有深入的交流，收穫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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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目的 

為習取國際間電腦化測驗進行之經驗，促使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TASA）施測能朝電腦化方向發展，並加強TASA與國際接軌及提升題庫

建置之品質參加，參加96年6月6日至8日在美國Minnesota舉行之「2007 GMAC Conference on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之國際研討會。研討會包括會前工作坊、專家演講、研討會議等

，深入瞭解電腦化適性測驗之推動、研究、亦展示實務上控制程序該如何進行，並與該領域之測

量專家學者分享研究經驗與成果。 

 

第二章、參加會議經過 

首先感謝國科會對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所給予的補助，才能讓我有這個機

會與來自各國的學者齊聚一堂，進行學術交流與經驗分享。 

96年6月6日至8日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舉行之「2007 GMAC Conference on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國際研討會，包括會前工作坊、專家演講、研討會議等。本次國際研討會由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GMAC)籌辦，該會不僅致力於電腦化適性測驗之推動、

研究、亦展示實務上控制程序該如何進行，吸引很多電腦化適性測驗領域之測量專家學者與會，

發表其研究成果及進行學術交流。研討會並以圓桌討論和論文發表的方式交叉進行，鼓勵學者們

分享研究經驗與成果，增加研討會的深度與廣度。由於前一次會議是在25年前，因此也吸引相當

多的教育界、學術界的學者前往參加，與會人士討論亦是踴躍。會場是在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校園內的Radisson Hotel二樓之會議室，除了大會邀請之專家演講外，同一個時間內至多有三個

會場同時進行論文發表，無論是哪一種型態都是完全開放的，任何一個與會者均可任意參加，並

在得到主持人的同意下進行發問。 

這次與我一同前往的有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陳柏熹助理教授、國立教育研

究院籌備處陳清溪主任秘書等，原預計還有國立中正大學心理學系陳淑英副教授也要一同前往，

但因淑英老師最後考量經費有限，而臨時請大會撤銷她的論文發表場次。陳主任秘書清溪為臺灣

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TASA）副召集人，為習取

國際間電腦化測驗進行之經驗，促使TASA施測能朝電腦化方向發展，並加強TASA與國際接軌

及提升題庫建置之品質，逕行自費前往。柏熹學長跟我都是國立中正大學心理學研究所王文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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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指導過的學生，他是以國科會計畫項目下支付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我則是獲得國科會補助國

內專家學者出席改次國際學術會議。 

由於在五月中旬便已收到大會的議程，所以在出發前已稍微看過在發表之餘，預計前往參加

的場次，所以我在整個會議的過程中，諸多事宜也就顯得相當從容。我在會中以英語口頭發表我

的博士論文，題目為Simultaneous Online Control Over Item Exposure and Test Overlap in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for Independent and Testlet-Based Items。這篇論文是研究在電腦化適

性測驗中，只是控制試題曝光是不能夠完全達到測驗保密；如果接受測驗的考生有幾百萬，最大

曝光率訂在0.2，看到試題的人數也可能達到幾十萬，所以並不能完全控制測驗的保密性；尤其是

當模擬曝光參數的分配與施測的考生能力分配不同時，測驗保密更是受到質疑，我的論文發展出

不需要先模擬試題曝光參數，線上同時控制試題曝光和測驗重疊的電腦化適性測驗的流程，的確

可以有效控制試題曝光和測驗重疊的情形。論文發表後，受到不少的迴響，如Wim J. van der Linden, 

Bernard P. Veldkamp, Mark D. Reckase, Charles Lewis等大師們交換心得，陸續被這些大師稱讚研究

作的不錯，覺得十分開心，然而這些討論也引發我下一個研究的方向。另外，由於時間限制我們

也留下名片以便日後繼續聯繫。 

 

第三章、與會心得 

有關我個人口頭報告的部分，由於先前內容已與指導老師王文中討論不下數十次，而且也以

口頭報告的方式練習過很多次，因此講稿並不陌生。另外，因為我的發表是在會議的第一天，所

以我們在會議前一天抵達會場就先行探查會場；且在該場次開始之前先測試電腦及投影設備，故

在當天報告時非常順利。事前作充分的準備與練習，可讓當天的報告較不緊張，也會比較順利。

另外，因為我先前已經有八次國際研討會以英語口頭發表論文之經驗，所以我在整個會議的進行

中，相當順利。我的論文發表之後，受到不少大師的迴響，然而這些討論也引發我下一個研究的

方向與思考。 

因為我在就讀博士期間，曾經拿到國科會千里馬計畫補助前往荷蘭University of Twente與

Cees A. W. Glas教授進行一年的研究，所以這次出國講英文，對我來說不是什麼難事，甚至有學

者問我是不是在美國唸書或長大的。這次會議也有見到荷蘭University of Twente的Wim J. van der 

Linden, Bernard P. Veldkamp等教授們，我帶了一些臺灣名產鳳梨酥送給他們，加強與臺灣的外交

，他們十分開心。回國後，也收到荷蘭老闆Cees A. W. Glas教授回信感謝，並且提及未來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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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大會第一天晚上安排晚宴，讓與會者人士，能夠邊用一些簡單的餐點，以繼續會議中的議題

，我覺得用意非常好，果然也達到這效果。與一些學者聊到，如何進入這門領域，這才發現原來

都出自不同領域，可能是因為工作上的需要、或者研究上的需要，但是共同點都是對於電腦化適

性測驗的熱愛，我個人深受感動。因為國內學術研討會通常只是論文發表，交換完意見就結束，

似乎很少有這樣的機會交談。 

 

第四章、考察參觀活動 

大會並無安排考察參觀活動。 

因王文中老師目前人在柏克萊大學作交換學者，因此在王文中老師熱情的邀請之下，陳主任

秘書、柏熹學長和我在舊金山轉機，特去拜訪王文中老師與其家人。其間，文中老師開車來機場

接我們，往後幾天更帶我們參觀柏克萊大學、成人學校、小學等等，並說明他們的學制與教學是

如何規劃，讓我們這次參訪相當深入，也收穫很多。 

 

第五章、建議 

雖然我個人很幸運地獲得國科會補助出國國際會議，但補助補助的預算仍為有限。我個人這

次申請只拿到四萬四千元的補助，這額度原本是補助學者專家出席國際會議的機票費用標準，然

而今年機票因為燃料稅等等漲幅甚多，所以補助金額連付機票都不夠；開會地點在大學城裡的飯

店，與其他飯店相去甚遠，因此只好忍痛荷包住在昂貴的大會指定飯店。另外，淑英老師因為考

量其國科會計畫經費補助有限，因此最後決定不去，改去較近程之國際會議（IMPS 2007），所以

替她覺得十分可惜，可惜的是論文獲得錄取，卻未能出席發表，增加國際視聽，著實有些可惜。

因此，建議如果在經費許可的情況下，應該多開放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次數與金額，也建議

其實也可以採用整個實驗室或者團體補助的方式，由某個教授帶隊出國，不僅可以增加國內研究

學術的互動，亦可讓國內的教授們、博士生們能與國際接軌，對我國的學術風氣相信應會有相當

大的助益。有鑑於這次會議中自台灣前往與會的人士委實寥寥可數，反觀自中國大陸、港澳地區

的人員出國唸書後留在國外測驗機構工作的卻不少，因此若要提高國家知名度，並落實全民外交

，就必須培養更多的人才，提升學術競爭力。希望未來能多參加這種會議，為國家爭取學術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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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第六章、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 Conference Program: The conference program includes Keynote and Invited Lectures, as well as Invited 

and Contributed Sessions. （附錄一） 

2. Owens, K. M. (2007). Use of the GMAC Analytical Writing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 (GMAC 

Research Report RR-07-01). McLean, Virginia: GMAC. （附錄二） 

3. Handout （附錄三）: 

3.1. Reckase, M. D. (2007). Designing item pools to optimize the functioning of a CAT. 

3.2. Samejima, F. (2007). A nonparametric online item calibration. 

3.3. Parshall, C. G. (2007). Designing templates for innovative item types. 

3.4. Eggen, T. (2007). Choices in CAT models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testing. 

3.5. Luecht, R. M. (2007). Emerging topics. 

3.6. van der Linden, W. J. (2007). The shadow-test approach: A universal framework of implementing 

adaptive testing. 

 

第七章、其他 

再次感謝國科會的經費補助，才讓我能參加這次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舉行之學術研討會，與學

者專家交換研究心得，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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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大會議程 

 



































 

 

 

 

 

附錄二、GMAC 技術報告 

 















































































 

 

 

 

 

附錄三、大會邀請學者演講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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