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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在的人為評分

評量一個人表現優劣的方式很多，常

見的如紙筆評量，雖然也經常仰賴人工方

式評分，但如果題目有標準答案，則儘管

評分者不同，評分結果會大同小異。如果

是開放性的申論題型，就可能因為涉及到

每位評分者的主觀判斷而造成評分結果不

一。生活中出現需要人為評分的場合甚多，

舉凡歌唱選秀節目，跳水、體操、美術、

作文、創作等比賽，升學與工作面試，甚

或校園裡常見的整潔、秩序比賽等，都仰

賴評分者針對受評者的表現評分。

這些比賽或考試是以邀請專家依據事

先擬好的評分準則評分。如升學考試中的

中文或英文寫作評分，主試機構事先提供

評分者一套評分準則，以及不同評分等級的作品範本，評分者則依據這一評分準則逐一評定

每位考生的作文表現。維持這套評分機制的公平性，主要建立在評分者能夠了解評分的準則、

能夠分辨出不同評分等級作品之間的差異，並且能夠秉持客觀與公正的態度審視每一件作品。

洪素蘋

在電視機裡的歌唱選秀節目中，歌手的表現交由現場觀眾評分。 
這些觀眾如何評分？他們是否完全遵照選手的歌唱表現來評分？ 
在評分過程中又會受到什麼因素影響？

避免評分的偏誤

月暈效應指的是當評分者在評分時， 
只根據受評者的某部分表現（好的或壞的）類推做為全面評分的依據。

評分者不考慮歌手的歌唱表現，僅依參賽者的服裝儀容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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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說、作品、歌唱或體能比賽為例，

決定受評者的表現主要來自於受評者本身所

展現出來的能力、這項比賽或面試問題的難

度，以及評分者的評分。然而事實上，評分

者在評分過程中可能摻雜其他因素而影響評

分的客觀與公平。例如，評分者是否能夠從

一而終地遵照評分準則評分呢？抑或是面對

眾多等待評閱的試卷或作品，因為疲倦而胡

亂評分？這也正是為什麼有些仰賴人為評分

的場合會引發評分不公的爭議。

生活中常見的評分者偏誤有月暈效應、

趨中傾向、過寬或過嚴傾向、刻板印象等。

月暈效應

月暈效應指的是當評分者在評分時，

只根據受評者的某部分表現（好的或壞的）

類推做為全面評分的依據。例如，升學面

試時，評分者僅依應考者的履歷檔案就有

了定見，忽略應考者在口試當下其他方面

的表現，使部分的印象影響到全體。

在這種效應下，評分者對於受評者的

評分可能會有所偏頗，陷入若受評者的某

部分迎合自己的偏好，就認定這位受評者

的其他方面也都表現優良，因而給予較高

的評價。反之，若這位受評者的某部分表

現不受評分者喜愛，則縱使其他部分的表

現良好，評分者也可能忽略而給予較低的

評價。也就是說，評分者因為自身偏頗的

迷思而以偏概全，造成評分偏誤。

要克服這種偏誤，最主要就是要消除

評分者的偏見。因此，可以採用分析式評

分，事先設定各種評分項目，對受評者的

各個項目分別評分，而非採用整體式評分，

即依據受評者的表現給予單一的分數。這

也是為何各類比賽或面試時，會事先擬訂

計分項目與比重，並要求評分者分別依據

各個項目評分，這對消除這種誤差有一定

作用。此外，增加評分者的人數以及採用

多階段的面試程序，並設計多重關卡，不

僅可以在面試過程中多次觀察被評分者的

表現，也可以避免月暈效應的影響。

趨中傾向

趨中傾向是指有些評分者可能不太熟

悉評分準則，也可能因為受評者如考生或

作品太多，無法精確判斷受評者的表現，

因而給受評者的分數都集中在某一固定的

範圍內變動，比較常見的是大多數的分數

都集中在中間等級（平均值），而沒有顯

著的好壞之別。以評等尺度 1∼ 5等級為
例，趨中傾向的評分者所採用的評分策略，

就是無論受評者的表現優劣，其評分都會

落在中間值（3級），而避免給予太低等
級（1∼ 2級）或太高等級（4∼ 5級）。
理論上，趨中傾向的謬誤又稱為「分數局

限」。

克服這類偏誤，除了對評分者加強評

分訓練外，也應該提供每個對應評分準則

的說明與作品範本給評分者參考，以便了

解與分辨不同準則之間的差異。此外，也

可以結合定錨量表的使用，每一個分數旁

邊有一些具體的表現水準說明，評分者的

評分會較有依據，也能減少不同評分者之

間的差異。

趨中傾向是指評分者給受評者的分數集中在某一固定的範圍內變動， 
而沒有顯著的好壞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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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寬或過嚴傾向

過寬是指有些評分者傾向給與受評者

高估的成績，也就是不論受評者的表現如

何，至少是 B或 80分以上，這類偏誤稱作
慷慨的錯誤。過嚴則指有些評分者把受評

者評定在較低的分數，表現再好最多也只

給予 B或 80分。
要了解評分者對其所有受評者是否有

過寬或過嚴的傾向，可以採用所有受評者

被評分數的平均值，若這平均值遠高於中

位數，則有過寬的問題，若其平均值遠低

於中位數，則有過嚴的問題。

出現過寬或過嚴偏誤的原因，主要是

由於評分者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能力，採取

主觀的標準評估。克服這類評分誤差，除

了對評估者建立其自信心，或給予角色互

換的培訓外，還可以採用強制分配法，按

照常態分配的比例來評估。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指個人對他人的看法往往

受到其所屬社會團體的影響。其來自於對某

一特定團體如民族、種族、省籍、宗教或性

別等成員所形成的認知架構，由這架構對團

體的其他成員形成過度簡化或以偏概全的意

象，以致產生扭曲事實的認知。

常見的刻板印象例如身分地位高的人

較溫文，身分地位低的人較粗野，戴眼鏡

的人學識較淵博等。這樣的刻板印象也可

能影響升學或職場面試，因此評分者必須

小心謹慎，避免讓自己的偏好影響到對受

評者表現的評分。

人為評分歷程建模

前述的人為評分偏誤都可能在評分歷程

中發生，當然或許可以多增加評量的次數、

增加評分者人數、加強評分者的訓練等，來

減少這些偏誤的發生。對於一些非關鍵性的

比賽或考試，或對公平性並沒有那麼嚴格要

求的，這樣的處理方式並無不妥。

然而，如果這場考試或比賽結果攸關

晉級或對學習、職涯有重大影響，那麼即

使是些微的分數差距也可能影響重大。站

在考生、參賽者或家長的角度，自然會想：

自己（自己的孩子）會不會遇到給分較為

嚴苛的評分者？或者是，即使所有考生都

交由同一評分者評比，評分者是不是會維

持一貫的評分準則評分？當評分過程出現

了前面所提及的評分者偏誤時，對於受評

者而言影響深遠。

心理計量專家 Linacre於 1989年提出

的多相式模型，就是把考生能力、考題難

度、評分者等因素同時考量所建構的統計

模型。藉由這統計模型，分析並且偵測出

評分者在評分歷程中，是否出現任何評分

者偏誤以及所出現的評分偏誤類型。

目前，國內許多重要的考試或比賽已

廣泛使用這個模型，如國民中學學生基本

學力測驗寫作測驗、華語文口語能力測驗，

以及運動競技比賽、創造力與想像力作品

評分出現過寬或過嚴偏誤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評分者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能力， 
採取主觀的標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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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等。這些應用除了可以確保評分者的

評分品質外，對於受試者實際能力的評估，

也因為同步考慮了評分者因素的影響而使

得評分更為精準。

再者，如果偵測出不容忽視的評分者

偏誤時，也可了解造成評分者偏誤的原因。

例如，若發現評分者出現趨中的評分傾向，

則可能是評分者不清楚評分準則所致，這

也顯示評分者的訓練不足。而透過這些分

析所得的結果，可以使評分者的訓練更具

效率。另外，當偵測出過嚴或過寬的評分

傾向時，可以透過統計分析校正受評者的

分數。

刻板印象是指個人對他人的看法往往受到其所屬社會團體的影響， 
以致產生扭曲事實的認知。

不同評分者因為評分寬嚴程度不同造成評分結果的差異

不論學校生活或就業職場，仰賴人為

評分的時機甚多。隨著心理計量學者的努

力，在評分過程中，評分者的反應與心理

歷程也能透過建模的方式建構出來，並且

運用在各種仰賴人為評分的場合。

洪素蘋
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