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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些什么？ 3

◼ 分类准确性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Rudner, 2001, 2005; 陈平, 2011; Lee, 2008）

◼ 考察学生是否达到某一能力水平标准

B卷

pass fail

A卷
pass p11 p10

fail p01 p00

观测

pass fail

真
实

pass p11 p10

fail p01 p00

◼ 分类一致性 (Classification Consistency)

通过 > 425 >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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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什么困境？ 4

如何获得较高的分类准确性与一致性？

• 分界分数（cut score）

（Birnbaum, 1968; Spray & Reckase, 

1994; Lord, 1980; van der Linden, 2005）

• 不同的测验情景应该选择不同的位置

（Nydick, 2014; Reckase, 1983; Wyse & 

Babcock, 2016; Jones, Kopp, & Ong, 2019）

不同的指标计算方法对各类误差的敏感性存在差异（Lathrop & Cheng, 2013）

一直使用高区分度的题目并不经济（Chang & Ying, 1999）

VS



研究目的 5

◼ 探讨两种主要的IRT分类准确性与一致性计算方法（即Rudner方法与Lee方

法）在特定测验情景下，如何选择不同的最大化信息量位置以获得高分类

准确性与一致性；

◼ 并且考虑题目区分度参数以及其他可能因素的作用。

服务于分类考试题库建设



Rudner方法 6

• 假定测量误差服从正态分布，使用极大似然对考生能力进行估计,

令λ 为分界分数，且有𝜆0 = −∞和𝜆∞ = ∞

𝛾𝑅𝑢𝑑 =

𝑖=1

𝑁𝑒
𝜙 𝜆∞, 𝜃𝑖 , 𝜎𝜃𝑖 − 𝜙 𝜆, 𝜃𝑖 , 𝜎𝜃𝑖

𝑁𝑒

𝜏𝑅𝑢𝑑 =

𝑖=1

𝑁𝑒
𝜙 𝜆, 𝜃𝑖 , 𝜎𝜃𝑖 − 𝜙 𝜆0, 𝜃𝑖 , 𝜎𝜃𝑖

2
+ 𝜙 𝜆∞, 𝜃𝑖 , 𝜎𝜃𝑖 − 𝜙 𝜆, 𝜃𝑖 , 𝜎𝜃𝑖

2

𝑁𝑒

（Rudner, 2001, 2005）



Lee方法 7

• 条件总分分布：能力值为θ 的考生在测验中获得某个总分x 的概率

（Lee, 2008, 2010）

𝑃 𝑋 = ȁ𝑥 𝜃

𝜺 = 𝐸 ȁ𝑥 𝜃 = 𝜃∗ =

𝑗=1

𝐽



𝑚=0

𝑀𝑗

𝑚𝑃 ȁ𝑚 𝜃∗

𝑝𝜃 𝑘 = 

𝑥=𝜀 𝑘−1

𝜀𝑘−1

𝑃 𝑋 = ȁ𝑥 𝜃

𝛾𝐿𝑒𝑒 =

𝑖=1

𝑁𝑒 𝑝𝜃𝑖 𝑘

𝑁𝑒

𝜏𝐿𝑒𝑒 =
1

𝑁𝑒


𝑖=1

𝑁𝑒



𝑘=1

𝑘

ሾ𝑝𝜃𝑖
ሿ𝑘 2

• 分界分数：期望总分

• 能力为θ 的考生被归到类别k 的概率



研究一：各种因素如何影响位置的选择？ 8

（王孝玲, 2005; Thompson & Ro, 2007; Thompson, 2011; Wyse & Babcock, 2016）

1

2

操纵变量

固定变量

• 最大化题目信息量位置 [-2, 2]的范围里按0.01的增量取能力点𝜃𝑙

• 区分度参数a a ~ N (0.3, 0.042)；a ~ N (0.7, 0.042)

• 能力均值（𝜃𝑐𝑢𝑡 = 0.58）

• 题目数量 20题、50题、70题和100题

高能力组：θhigh ~ N (1.49, 0.46)

低能力组：θlow ~ N (-0.33, 0.46)

• 考生5000人

• 题库大小1000题

• 难度b ~ U (-2.5, 2.5)

• 猜测系数c = 0.25

• 量尺常数D =1.7



结果1：Rudner方法 9



结果2：Lee方法 10



研究二：多分类情景下如何选择？ 11

（van Groen, Eggen, & Veldkamp, 2013; Veldkamp, 1999）

1

2

操纵变量

固定变量

• 最大化题目信息量位置

• 分界分数个数 2个：33rd、66th

3个：25th、50th、75th

• 区分度a ~ N (0.7, 0.042)

• 题目数量20题

当前能力估计值

分界分数 (Weighting Methods)：

随机选题

𝑚𝑎𝑥

𝑐=1

𝐶
1

𝜃 − 𝜃𝑐
𝐼 𝜃𝑐



结果3：多分类情景 12

能力估计值

随机选题

分界分数



讨论与展望 13

• 二分类：在各种最大题目信息量位置上的表现均相似

• 多分类：考虑分界分数的加权方法

• 二分类：当使用高区分度题目或者较短测验时：靠近考生能力均值位置

而当题目数量较多时（比如，70题和100题）：分界分数位置/能力均值位置

• 多分类：考虑分界分数的加权方法

• 探索不同的IRT 模型对结果的影响、开发适用于多维能力的计算指标、利用反应时数据

对于Rudner方法1

对于Lee方法2

局限与展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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