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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命題技巧 

前言 

George Miller 醫師於 1990 年應邀在 Academic Medicine 撰寫專文 “The 

Assessment of Clinical Skills/Competence/Performance” 提出臨床評估的框架（他

把這框架叫做金字塔，後來被稱為 Miller 金字塔，如下左圖）。此金字塔最底層

為 “knows (knowledge)”，就是知識的評估。然而，後人每多穿鑿附會及畫蛇添

足。如下右圖有兩位英國人將 Miller金字塔改為 Miller棱鏡，將 knows 及 knows 

how層次的評估方法（包括選擇題）視為屬於初學者的考試，且考試內容的專業

真實性（professional authenticity）較低。 

 

雖然大家不見得都認同這些不正確的見解，但確實有人引用此顏色鮮豔的

繪圖作為師培的教材，影響之下，可能有教師或學生被誤導，以為選擇題是比較

不重要的方式。而事實上，各種評估方法各有特色，對於學生的知識、技能和態

度的評估扮演不同角色。選擇題雖然只考知識（含 knows 及 shows how），但其

深淺和專業真實性都可以經由命題技巧調整，就算是專家中的專家，也不敢保證

能通過選擇題的考試。 

由於選擇題的客觀性和高效性，至今仍是全球考試最常用的方式，是最重

要的考試方式之一。然而，由於選擇題命題看似簡單，許多命題者不知學習命題

技巧，導致考題效度不足而嚴重破壞選擇題的成效。因此，本文將介紹選擇題的

本質及命題須注意的事項。 

 

選擇題的優點和限制 

選擇題的優點包括： 

1. 較其他形式的評估在內容上更具彈性和多樣性。 

2. 對內容效度可有精確的解讀。 

3. 評分完全客觀。 

4. 評分和計分均易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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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的表現不受其表達能力或寫作技巧所影響。 

6. 容易分析結果，以確定： 

(a) 學生學習成果的狀況 

(b) 問題的難度 

(c) 問題的有用性 

(d) 需要採取的後續行動 

7. 可以用於所有主題領域。 

選擇題的限制包括： 

1. 無法評估學生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2. 學生須理解命題者的命題概念。 

3. 錯誤選項的適用性影響題目的品質。 

4. 閱讀時間長，閱讀能力差的學生可能處於不利地位。 

5. 不理解題目的學生有時可以猜出答案。 

6. 好問題的設計須耗時。 

7. 容易產出較差的問題。 

 

選擇題的架構和組成 

典型的選擇題包括一個提出問題情況的題幹（stem），以及幾個可供選擇的

選項（alternatives）。詞幹可能是一個問題或一個不完整的陳述。選項包括正確

的答案和幾個似是而非的錯誤答案，稱為錯誤選項（distracters）。錯誤選項的功

能是要干擾不確定答案的學生選擇答案。（見下圖） 

 

1. A-型考題 

典型的選擇題為上圖的單選題，只有單一正確答案，稱為 A-型考題（A-type 

question）。此類考題的選項數目在兩項以上，選項愈多當然難度就愈高。於多少

項才合宜，全依據考試的領域和範圍而定。曾有人研究發現，三至五項選項在難

度沒有太大差距。但由於三個選項用猜的就有三分之一機會猜中，若以 60 為合

格分數，考生只須懂其中 40%，其餘 60%用猜的，最後就很可能合格，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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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選項似乎把關太過寬鬆。故一般約四至五項。既然選項愈多愈不容易取巧，

為何多把選項訂為四至五項而不訂得更多？最主要的原因是錯誤選項無法訂出

太多。如果錯誤選項不合宜，反而降低考題品質和效度。在醫學領域，通常採四

項選項（即一個答案加上三項錯誤選項）便已足夠。 

 

2. K-型考題 

在某些考試，教師喜歡出複合式考題（以選項的組合為答案），統稱為 K-

型考題（K-type question）。基本上，本類型考題的正確選項可以由一個至全部選

項都正確，考生就是要找出正確選項的組合為答案，故與以單一正確答案為選項

的 A-型考題在命題思維上萬許多不同之處。總括而言，如果題目出得很好，通

常困難度較高，是考生較討厭的題型。K-型考題除了讓學生腦筋要多轉一回之外，

在命題上更需要技巧，也有一些限制。列舉如下： 

例1. 下列何者與門脈高壓有關？ 

 肝腎症候群 

 肝肺症候群 

 肝腦病變 

A. 只有 

B. 只有 

C. 只有、 

D. 只有、 

E. 、、 

本型式的考題因選項的組合為固定的，命題者除了考量如何訂出錯誤選項

之外，還須考量如何安排。如果安排得不好，容易弄巧成拙，一不小心便暴露出

正確答案的線索，對項目的可靠性產生負面影響。 

例2. 下列何者可引致肝硬化？ 

  A型肝炎 

  B型肝炎 

  C 型肝炎 

  D型肝炎 

A. 、、 

B. 、、 

C. 、、 

D. 、、 

本型式的考題是假性複合題，由於 A、Ｂ、C、D各少了一個選項，只要將

題幹改為「下列何者不是肝硬化的致病因？」，便可在、、、之中選出正

確答案。本題採用複合型式並未增加考題的精緻度或效度，只是增加了排版編幅

和給學生帶來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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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下列何者與肝硬化腹水致病機制相關？ 

  門脈高壓 

  菌血症 

 白蛋白偏低 

  肝腎症候群 

A. 、 

B. 、 

C. 、、 

D. 、、、 

本型式的考題因組合混亂，干擾作答，原本有能力答對的考生也可能因干

擾而答錯。另一方面，如同例 1型式，若命題者處理得不好，很容易暴露出正確

答案的線索，對項目的可靠性產生負面影響。 

 

3. R-型考題 

R-型考題（R -type question）可以稱為配對題的延伸。本型式的考題包括四

個元素：(1) 主題、(2) 選項列表、(3) 導言、(4) 題幹（通常為兩題以上）。 

例1.  

65 歲的王先生是一名酒精性肝硬化病人，以下是他這次住院的生化學及血液學

檢查結果： 

A. Albumin 2.5 g/dL 

B. Bilirubin D/T 2.1/3.3 mg/dL 

C. Prothrombin time (INR) 1.8 

D. BUN 44 mg/dL 

E. Creatinine 1.9 mg/dL 

F. NH3 167 μmol/L 

G. ALT 33 U/L 

H. AST 110 U/L 

I. ALK-P 188 U/L 

J. GGT 169 U/L 

K. Glucose 40 mg/dL 

L. WBC 1375/cumm 

M. Hgb 9.8 g/dL 

N. Platelet 5.8 K/cumm 

O. Na 110 mEq/L 

P. K 5.4 mEq/L 

請就下列問題選出王先生檢查結果的相關項目： 

1. 王先生有腹水和下肢腫，與哪項最相關？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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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哪項暗示王先生仍然酗酒？ 

答案：J 

3. 王先生意識不清，哪三項最可能是原因？ 

答案：F、K、O 

從第 3個題幹可知 R-型考題可以有兩個以上的答案。由於 R-型考題一個主

題通常會考兩題以上，較不合適用於題數有限而範圍甚廣的考試（如醫師考試）。  

 

選擇題的命題建議事項 

上述三型選擇題考題之中，R-型考題的型式類似配對題，除了題幹較需要

設計以決定問題深度的層次（記憶、了解、應用、分析等），其餘依模板填入即

可。而 A-型和 K-型考題則有多項共同的注意事項，以下以簡單而常用的 A-型考

題來作說明。 

1. 選擇題的命題一般建議事項： 

(a) 若命題數量較多，不要在一天內完成 

(b) 了解自己所出的題目在整個考試的份量角色 

(c) 利用命題矩陣或命題藍圖，使質與量均勻分布（須含較高層級的認知） 

(d) 一題只考一個主要理念（問題） 

(e) 用字措辭簡明 

(f) 文法正確，避免錯字 

(g) 專有名詞附原文 

(h) 避免不普遍流通的簡寫 

2. 題幹的撰寫   

(a) 用字簡明，但能包含試題的重要資訊   

(b) 敘述內容能放在題幹，就不要放在選項   

(c) 除有特殊需要，宜儘量採用問題模式   

(d) 除非考題是要測驗重要負面理念，原則上採正面問題（非必要勿用「何

者錯誤？」的模式，更要避免使用兩度否定的敘述） 

(e) 情境題之「情境」為選擇答案所必須    

(f) 「最佳答案題型」能有效避免選項發生爭議 

3. 選項的撰寫   

(a) 先寫正確答案，再寫錯誤選項 

(b) 排序合理：大小、字母、位置、簡繁宜按順序 

(c) 答案在選項的位置（A、B、C、D）宜分布均勻 

(d) 各答案的長短要相近   

(e) 若答案有關鍵詞（key word），錯誤選項應也有關鍵詞   

(f) 錯誤選項宜為常犯錯誤等，而非毫無關係或全不合理   

(g) 儘量不用：全都、必然、永不、通常、可能    

(h) 儘量不用：以上皆是、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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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不要把書本上的詞句直接節錄 

不良試題 

對於命題注意事項，如果有任何一項沒有做到便是不良試題。本節以先前

曾用於重大考試而未完全符合命題注意事項的考題為例，呈現命題注意事項的角

色和重要性。 

1. 未符合一般注意事項 

(a) 一題涉及多種理念（湊合題） 

 

說明：從題幹看來本題只考一個主題Mallory-Weiss tears，但從選項

卻是測驗好發位置、致病機制、誘發因素、臨床狀況及處置等多

重面向。因考題牽涉太廣，並沒有聚焦於評估學生哪一方面的知

識或能力，缺乏考題中心思想，是典型「為了命題而命題」、「為

了交差了事」的典型例子。 

(b) 單考記憶，缺乏思考 

 

說明：本題並非有重大錯失，但命題者可以改以神經受損後之臨床表現

來測驗考生對解剖學之應用，使試題更具深度。 

 此外，本題還有兩個缺點：(1) 負向題；(2) 選項(A)及(C)為頡頏

關係，應由不同神經支配，而四個選項中只有一項是沒有受尺神

經支配，很明顯地指示出(A)及(C)二者中必有一項為答案。故考

生可完全不懂考題，也有二分之一的機會猜到。若考生再進一步

比較四個選項的收縮結果，則更可以推測到(C)就是答案。由於本

題考的是解剖學而不是益智推理能力，所以本題答對的考生，是

無法判斷是真的知道、運氣使然，還是腦筋夠好。嚴格來說，就

是缺乏效度。 

(c) 表達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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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題命題者只陳述病人最近二星期的狀況，卻沒有交待過去病

史，無法排除選項(A)至(C)，此外，對胸口疼痛及吞嚥困難之

描述不足，僅以服用藥物病史即判斷選項(D)為答案實在過於草

率。 

 
說明：本題採用套題方式命題，命題者只陳述病人從作天開始持續排

出大量血便致休克和意識不清。對血便的病史詢問不足，亦欠

缺身體診察的結果，且生命跡象漸趨正常代表什麼並無交待。

下一步要做的可包括較詳細的病史詢問、身體診察（包括肛診）、

備血和輸血等。也許在完成這些程序才可決定下一步處置。 

 另一方面，本題的第二部分指出在做完第一部分的檢查再做肛

門指診，由於直腸鏡和肛門鏡檢查都是先做肛診，因此第二部

分的題幹替第一部分的考題排除了兩個錯誤選項。又因血管攝

影具有較大的侵入性，就算考生不了解考題答案，也不會選(A) ，

因此，答案便明顯露出。 

此外，本題的第二部分的選項與矛第一部分有三個重複，若第

一部分答對，則第二部分便自然排除選項(D)，變成三選一的考

題。 

如同 R-型選擇題，套題也是測驗一項知識即佔用兩題以上，較

不合適用於題數有限而範圍甚廣的考試（如醫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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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符合主幹撰寫注意事項： 

(a) 過度冗長  

 

說明：本題用意是要測驗考生能處理高血鉀危症，但題幹寫得很冗長，

像是想測驗考生能判別意識不清是因低血糖、高血鉀、腎功能

不足三項代謝性情況哪一項所引起，造成不必要之干擾。 

 此外，選項(D)並不合理，不宜作為錯誤選項。  

(b) 「假」情境題 

 

說明：本題原為情境題，但題幹下方劃線的文字即使刪除亦不影響作

答，故情境的描述不具功能，對測驗考生的應用能力無效。  

(c) 採用非問題模式 

 

說明：本題非採問題模式，考生在閱題時要多思考到底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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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否定式問題 

 

說明：本題為否定式問題，即錯誤選項均為正確陳述，考生可以不知

正確的事實，只須找出錯誤處即可得分，與固有的考試原則相

違。 

 此外，答案（選項(C)）出現「不容易」這種正反分明的用詞，

往往都是錯誤陳述。 

3. 未符合選項撰寫注意事項： 

(a)  含以上皆是、以上皆非 

 

說明：本題考生只知有兩項正確便可選(E)；但若有兩項錯誤，則答案

便是(F)。含以上皆是、以上皆非為選項的選擇題，很容易透露

答案的線索。 

(b) 錯誤選項：毫不合理 

 

說明：本題選項 (B)、(C)、(D)都甚不合理，根本就是送分題，考題的

效度和鑑別度均不佳。 

 

(c) 答案明顯特出 

i)  長短不同（常是別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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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選項(C)遠較其他選項長，容易被選為答案。  

 此外，答案（選項(C)）出現「百分之百」這種強烈肯定的用詞，

往往都是錯誤陳述。 

ii) 有英文注釋、關鍵字 

 

說明：本題的選項(A)是唯一加註英文的選項，有暗示考生此為答案的

效應。  

iii) 與某一個「錯誤選項」剛好相反 

 

說明：本題選項(A) (B)和(C)都很相近，三者中應有一個是答案。因為

命題時所創造的錯誤選項多是由答案衍生出來，相互間多少有

相近，而選項(D)則可能是寫完選項(A) (B)和(C)之後再湊合上去

的選項，比較不同，較不會是答案。而選項(B)首句與選項(A)

和(C)都有相同及相反之處，選項(A) 和(C)之間首句較少相同，

由此可判斷選項(B)為答案的機率最高。再加上選項(B)和(C)的

末都是「陽性」，亦暗示兩者中應有一個是答案。總括上述分析，

答案自然是選項(B)了。 

iv) 與某一、二個「錯誤選項」特別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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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前一題，本題選項(A) (B)和(D)都很相近，三者中應有一個是

答案。 

v) 含斷然敘述：不可能、不會有、必然、一定、絕對……； 

 

說明：本題選項(C)斷然敘述「無關」，通常是錯誤的敘述，本題為否

定式問題，故選項(C)便是答案。 

 

說明：本題選項(B)斷然敘述「無法挽回」，通常是錯誤的敘述，本題

為否定式問題，故選項(B)便是答案。  

結語 

優良選擇題試題的要件包括：(1) 優良的命題規劃、(2) 勝任的命題人員、

(3) 充足的命題時間、(4) 嚴格的審題程序、(5) 有效的選題機制。而其中最易生

問題的命題人員對選擇題的命題技巧不很熟悉。故在分配命題的同時，給予說明

注意事項，並提供命題核對表自行核對試題是否有違背命題原則。命題人員只要

用心，題目品質一定可以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