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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人员培训（中） 

 

第三章  职业技能鉴定命题与国家题库 

第一节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命题理论与技术 

第二节职业技能鉴定命题实施 

 

3.1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命题理论与技术 

    职业技能鉴定命题是指以国家职业标准为

内容依据，按照标准参照考试命题规则，编制用

于鉴定考核的试题试卷的过程。职业技能鉴定命

题技术主要包括三个领域的内容： 

1．命题的理论依据---测量学基础; 

2．命题的技术要求---技术标准; 

3．命题的实施方案--操作步骤。 

 

职业技能鉴定命题测量学基础 

在测量学性质上，职业技能鉴定属于标准参照

考试类型。所谓标准参照考试，是指依据经严格

界定的领域内容标准对受测者行为水平进行评

价的一种测量方式。职业技能鉴定的测量学特点

就是，依据事先确定的职业活动内容及水平标准

对考生职业技能进行评定。目前，这一考试内容

及水平标准就是国家职业标准。职业技能鉴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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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容标准是指某一具体职业要求从业人员

完成的职业活动内容和应达到的相应职业活动

水平。 

 

职业技能鉴定命题特点 

1、命题内容应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反映具

体职业对从业人员的现实要求； 

2、命题方法应遵循标准参照测验的命题技术规

则，使试题试卷具有内在的水平统一性和范围适

用性。 

 

职业技能鉴定命题要求 

1、能够反映职业标准确定的考核内容范围与水

平的内容目标体系--以鉴定命题考核标准为代

表; 

2、能够刻划试题内容与职业标准间关系的技术

指标体系--以命题技术标准为代表; 

3、能够保证命题过程达到相应技术要求的命题

步骤，并按照这种步骤和严格规定的试题内容与

形式编制试题--以统一规范的试题资源为代表; 

4、能够保证试卷内容与职业标准间确切映射关

系的规则--以专门的组卷模型和试卷模板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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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职业技能鉴定命题技术标准 

鉴定命题技术标准是对命题活动中所涉及的

各层次主要内容和操作要素提出的技术指标和

解决方案。鉴定命题技术标准是涵盖整个命题活

动中的全部质量因素的规程性文件，也是保证命

题质量，提高命题效率的技术性手册。命题技术

标准提出了一套科学完整和切实可行的命题活

动准则，是指导技能鉴定命题工作的指南。 

 

过程测试： 

职业技能鉴定命题是指以国家( C )为内容

依据，按照( C)考试命题规则，编制用于鉴定考

核的试题试卷的过程. 

●职业分类 常模参照考试 

●职业标准 常模参照考试 

●职业标准 标准参照考试 

●职业分类 标准参照考试 

 

职业技能鉴定命题类型 

1、经验型命题：由专家依据培训考核要求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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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直接编制试题、试卷的过程。 

2、模式型命题：按符合测量学要求的命题工作

模式进行试题和试卷编制的过程。 

 

鉴定要素与要素细目表 

1、鉴定要素：指职业技能鉴定可考核的最小单

元内容，它具有层次性、相对不可分割和独立性

的特征。 

2、要素细目表：是在国家职业标准的基础上，

对职业技能（包括理论知识的掌握、运用能力和

实际操作能力）的可 

鉴定要素进行精细化、可操作化和结构化的描

述，反映了职业对从业人员职业技能要求的具体

内容。要素细目表为统一 

鉴定水平、提高鉴定质量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技术

工具。 

 

职业技能鉴定命题步骤 

1．分析职业标准 

2．确定考核内容结构 

3．制定鉴定要素细目表 

4．编制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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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注试题特征参数 

6．制定组卷计划或组卷模型 

7．生成或编制试卷 

8．专家审核校对。 

 

理论试题的命题技术与方法 

(一)理论要素细目表的定义和内容 

1、理论要素细目表的概念：理论知识鉴定要素

细目表（理论细目表）是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

对理论知识鉴定要素进行逐级（层）细分，形成

的具有可操作性和相关特征的结构化表格，一般

按职业分等级编制。它是某职业不同等级理论知

识鉴定要素的结构化清单，是理论知识命题的基

础。 

2、理论要素细目表的主要内容 

《理论知识鉴定要素细目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层次结构．即将理论知识鉴定要素

划分并组成为具有多层次结构的表格;二是特征

参数．即对各层次鉴定要素进行重要程度指标和

鉴定比重指标标注。 

(1)层次结构是《理论知识鉴定要素细目表》的主

要内容．它确定了鉴定要素的具体范畴及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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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鉴定要素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对应国家职业

标准中“基本要求、职业功能、工作内容、技能

要求和相关知识”的主要内容，将鉴定要素逐层

（级）细分直至分解出最小的、可以测量的鉴定

点，从而形成一套完整、客观的测量评价要素集

合。它主要分为鉴定范围（一 

级、二级、三级、……、六级）和鉴定点等层次： 

▲理论知识鉴定范围是指按国家职业标准或职

业活动领域，将鉴定要素按具体范畴划分的集

合。一般由大至小可逐级分为多个层次。目前国

家题库设计为最多六级，即理论知识鉴定范围一

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 

▲理论知识鉴定点：指具有最小不可分割性的独

立可鉴定的理论知识要素，是鉴定要素最小可测

量单位。理论知识鉴定点通常为本职业等级必须

掌握的知识点。 

(2)特征参数是反映鉴定要素结构性和分布性的

重要指标，主要有鉴定点重要程度、重要程度比

例和鉴定比重三个指标： 

▲鉴定点重要程度：指每个鉴定点在整个鉴定点

集合中相对重要性水平，反映了每个鉴定点与其

他鉴定点的相互关系和相对地位。在描述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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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用“X．Y、Z”表示，X 代表重要程度高的核

心要素，Y 代表重要程度一般的要素，Z 代表重

要程度偏低 

的辅助要素：在鉴定要素细目表中，重要程度的

数量分布也有一定要求。 

▲重要程度比例：指各个鉴定范围中，所涵盖的

鉴定点重要程度的累计比例。主要反映不同鉴定

范围中鉴定点重要程度的分布。 

▲鉴定比重：是指每一个鉴定范围在整个鉴定要

素细目表中所占的分数比例，一般依据国家职业

标准确定。主要反映鉴定要素在试卷中所占分值

比例。 

 

(二）、理论试题的编制 

1、影响理论试题质量的因素 

(1)考核内容的有效性。试题所考内容应该是本等

级职业活动所要求的必备知识。要避免过分强调

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在关联性的学科化倾向。 

(2)考核形式的有效性。试题的形式和内容应适应

相应考核内容的测量水平和应试人员的身心特

征，把试题形式与考核内容有机结合起来。 

(3)文字表述的准确性。文字表述清晰准确、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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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要求。 

(4)技术内容的正确性。有关技术内容正确无误。 

 

过程测试： 

以下不属于理论知识试题的题型是( C ) 
●填空题   ●计算题   ●操作题    ●选择

题 

 

 

2．理论试题基本参数： 

(1)题目一目标一致性 

含义：即题目对鉴定点所指内容的测量程度，用

于把握试题所考内容与鉴定点内容间的一致程

度。 

作用：如果一道试题实际所考内容与相对应的鉴

定点内容完全一致，并且不包含其它鉴定点的内

容，则认为这样的试题能够真正反映应考查的目

标，其题目-目标一致性最高。这一参数是参照

考试必须要求的，是保证试题质量的核心因素。

它通常由考核领域的内容专家进行评定。一般分

为差、较差、中等、良好、优秀五种水平。 

(2)难度与难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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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含义：指试题的难易程度。主要由该职

业考生整体人群在某一具体试题上的通过率计

算。 

作用：反映试题相对于本职业．本等级的从业人

员而言的难易程度。 

计算：在实际使用中，可以按照本次参加鉴定人

员中通过鉴定的考生在该试题上的通过率进行

计算。难度数值的基本计算方法为：难度系数=

（通过该题的考生人数）／（总的考生人数）×

100%, 该难度系统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如

果难度系数越大，则说明该试题的难度越低。 

b．难度等级含义：指由专家对试题进行程度等

级评定。 

(3)区分度 

含义：指题目对相应职业内群体和职业外群体的

区分能力的统计值。 

表示方式：用职业内群体与职业外群体答对试题

的比例差值表示。 

 

3．试题题型简介（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试的特

点――成年学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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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测试： 

鉴定要素由大至小逐级分为多个层次，目前国家

题库设计最多为( A ) 
A、6级   B、4级   C、5 级   D、8级 

 

技能试题的命题技术与方法 

1、分析整合操作技能要素，确定考核内容结构

表（要素结构划分、要素等级划分、确定并匹配

测量要素，形成《操作技能考核内容结构表》）。 

2、列出全部可考核内容清单，确定《操作技能

鉴定要素细目表》。 

3、制定考核内容与评分标准，确定鉴定点（测

量模块）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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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技能考核试题，包括准备要求、考核要

求、评分标准。 

 

职业技能鉴定组卷方法 

·计算机自动组卷 

·人工干预计算机组卷 

·特殊要求组卷。 

 

题库的概念和特点 

·一、题库的概念和特点 

·1、概念：题库是由一批技术性能确定．按一

定规则组织起来的试题的集合。 

·2、特点： 

·  (1)在性质上，题库是将内容专家和测量专家

的知识和经验形式化，利用计算机系统组建一个

规则系统，以试题为资源，为一定的考试提供内

容等值、质量稳定的试卷的一种重要的命题操作

与命题管理技术。 

·  (2)在操作上，题库一般用一个计算机软件作

为技术平台进行题库的管理工作，包括试题的录

入、检索和修改，组卷模式的创建，试卷的生成、

编辑和打印等。编辑和打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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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库开发的主要步骤 

◇确定建库目标 

◇建立测量模型 

◇制定命题规则 

◇编制试题 

◇审定试题 

◇录入校对试题和试验运行等 

 

题库开发的技术要求 

1、技术目标要求：包括题库组成形式、试卷结

构要求（题型、种类及题量与配分、考核内容的

分布结构等）、试题质量要求（试题内容质量、

试题特征参数、题型题量比例、总题量）。 

2、试卷类型及题型题量分布要求：理论试卷采

用标准化试卷，确定统一的题型题量：技能试卷

采用统一的组成模型，针对备部分内容明确具体

规定。 

3、试卷统一范式：包括试卷形式、结构和内容

的具体要求。 

4、试题库题量要求：鉴定点数量、每个鉴定点

下的试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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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库的运行与管理 

1．题库管理系统框架 

2．题库管理网络框图 

 

过程测试： 

标准化理论知识试卷的题量为( C ) 
A、135 B、170   C、200  D、120 

 

 

 

 

 

 

 

 

 

第四章 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人员 

第一节 考评人员的概念和主要任务 

第二节 考评人员的职业道德 

第三节 考评人员的资格认证 

第四节 考评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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