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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簡介 

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說明 

分測驗 分測驗的意義 相關學習或職業內容 

語文推理 測量推斷兩對字詞所含意義間關係的能力。 適合從事廣告業、出版業、法律、教育、

新聞等工作。 

數字推理 測量數學推理能力，非強調計算的熟練度。 適合從事數學、物理、資訊科學、工程、

化學等理工學科之學習；會計電腦程式設

計及科技研發等相關工作。 

圖形推理 測量對於各種抽象的圖形或符號線索變化

之推斷能力，評量非語文的流體認知能力。

有助於填補語文和數字推理能力之不足。 

適合自然、數學、電腦程式設計、機械、

製圖、精修物件等學科或職業。 

機械推理 測量應用基本的機械原理、工具配件以及物

理學原理之能力。 

適合從事木匠、機械工程師、資訊工程

師、機械操作員及玩具和工業設計與製造

等工作。 

空間關係 測量方位空間關係之視覺領悟力、視覺注意

力、觀察力以及圖樣記憶力。 

適合從事駕駛、地政測量、製圖、建築、

藝術及室內設計等工作。 

中文詞語 測量辨認同義詞的中文成語，以及連接中文

俗諺上下片語之使用能力。 

適合從事秘書、作家、圖書館員及編輯人

員。 

英文詞語 測量辨別意義相近的英文詞彙及校正英文

語法錯誤的能力。 

適合從事重視外語的企業、大眾傳播、外

交人員、翻譯等工作。 

知覺速度

與確度 

測量快速而又準確的視知覺能力和短暫記

憶力，也是所謂的文書性向。 

適合從事文件之歸檔建檔、資訊處理及研

判文稿等工作。 

二、結果說明： 

（一）分數的意義 

1.原始分數：答對的題數。 

2.百分等級(PR)的意義：百分等級是指個人在常模中所站的位置。如百分等級為 70，表示其勝過

70%之母群人數。 

3.量表分數：1~19，平均數(M) = 10，標準差(SD) = 3。 

4.組合分數：由各性向組合量表分數的總分轉換成M = 100，SD = 15的常模參照分數。 

（二）側面圖的特徵及運用：  

1.平坦型：意指八項分測驗量表分數均落在相類似之水平(高/中/低)，相互差異小，故沒有很明

顯之起伏。分為下列三種： 

A. 居高平坦型(量表分數落在 14~19之間) 

這類學生分化不明顯但均較高，故只要肯努力學習可能有好的成績表現。 

B. 居中平坦型(量表分數落在 7~13之間) 

分布在平均數上下一個標準差之範圍，並無特好或特差之能力，在選組上較難抉擇，需參

考興趣與學業成績來決定。 

C. 居低平坦型(量表分數落在 1~6之間) 

對學習繁雜而抽象的學科較感吃力，可接受技藝訓練或職業教育。 



生涯規劃補充資料 

 
 

 

 

 

 

2.峰谷型：意指八項性向分測驗量表分數有顯著分化。此類學生往往具有一兩項顯著長處(峰)，

或具有一兩項顯著短處(谷)，或具有一項長處和一項短處等。分為下列三種： 

A. 居高但有一兩項谷底型性向側面圖 

因多數潛能較高，故要完成高中學業及進入一般大學學習似無太大困難。 

B. 居中但有一兩項尖峰型性向側面圖 

可培養其優勢能力(峰)。 

C. 居中但有一峰一谷型性向側面圖 

可朝其優勢能力發展。 

（三）五種性向因素分數之運用《與選組關係》：  

1.學業性向分數：語文推理+數字推理+圖型推理量表分數組合。能有效預測學業成就之優劣。 

2.理工性向分數：機械推理+空間關係+圖型推理量表分數組合。可以此組合分數作為選修自然組

學科之參考數據。 

3.文科性向分數：語文推理+中文詞語量表分數組合。可以此組合分數作為選修社會組學科之參

考數據。 

4.英文詞語分數：本分測驗分數應與文科性向組合分數一併列為社會組相關院系之參考。 

5.知覺速度與確度分數：本分測驗須靠個人正常視覺、記憶力、情緒穩定及細心程度作答，而非

測驗學科知識與推理能力。 

（四）性向測驗運用之基本認知 

1.性向測驗是一種驗證工具；性向測驗更適於用來擴展選擇的範圍，而不是用來對特定的選擇做

決定。 

2.性向與興趣兩者並無必然的關係，研究數據顯示性向測驗分數與興趣量表分數，只有很低的相

關；同時研究證據又顯示學業成就和性向分數間的相關，遠高於和興趣分數的相關。不可將興

趣量表的分數，視同性向測驗的分數。 

3.不宜將性向測驗的資訊當作最後的、不可置疑的證據。若發現測驗結果似有高估或低估之情形，

應暫緩運用與解釋，待參考其學業成績、身心健康資料、家庭訪談資料及其他人格和生涯測驗

資料，方可綜合評估之。 

4.本性向測驗以八種標準化之刺激材料作為激發個人行為反應之資訊，不宜概括詮釋個人之全部

潛能。 

 

註：知覺速度與確度分數：以「作答正確率」作為評量細心程度之量尺，主要在查核個別受試

者得分太低(1~10)是否有視覺障礙、注意力缺陷、草率不細心或無心作答等因素。此外，對於

作答題數在 19題或以下者，不宜計算其作答正確率及細心程度等級，以免提供錯誤之輔導資

訊。 

 

*本簡介參考來源： 

陳榮華、吳明雄、陳心怡 (2010)：新編多元性向測驗指導手冊。臺北市：中國行為科學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