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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在競爭環境下，必須提供員工持續學習，使企業全體能順應環境的改變、增加整體競爭力。如

何在最快時間將知識、訊息與專業訓練同步傳送給分公司、不同部門員工或結盟夥伴是企業教育訓練重

要課題之ㄧ。目前企業的教育訓練仍以課堂講授為主要形式，傳統的課堂講授必須要有絕對的空間和師

資以及配合員工的工作時間才能完成;對規模較大的跨國企業組織，須要投入較多的人力和財力規劃才能

執行，對於較專業有時效性的知識，課堂講授方式無法立即同步推廣給員工或結盟夥伴。透過網路，利

用E-learning可以輔助企業解決此項問題。在導入E-learning過程，也必須考量員工的學習動機，才能發揮

E-learning的效果，企業要考慮如何提供員工工作所需的學習，減少員工搜尋教材時間，並提供與職務工

作內容相符合的課程。本研究利用五個模組，將企業內部的學習物件，依照公司部門特性與員工需求，

動態的整合成數位內容傳遞給需要者;並提供人機互動模式，設計適性化的學習方式，使企業員工能在網

際空間中接收或下載最新的、符合自己需求的數位內容。員工也能藉由適度資訊分享，提供其他員工專

案解決能力。 

本研究目的在於使企業將教育訓練數位化與適性化，及時將資訊同步發送給員工或結盟夥伴;學習者

可以針對需求彈性選擇學習內容，提高學習者學習樂趣，讓學習者獲得專業知識與其他服務。 

關鍵字:E-learning、教育訓練、動態配置。 

 
1. 前言 

對企業員工而言，終身學習已是職場成功的必

要條件;在企業組織方面，若能有效組織並整合資源

分享給員工，把新知、工作方法和經營理念等灌輸

給員工或結盟夥伴，將可以爲企業產生正面的影

響。根據國外Training  magazine 針對美國多家企

業進行的調查[1]，現階段教育訓練仍以傳統方式為

主。目前企業使用傳統的課堂教育訓練，一套教材

必須花費高成本和場地空間。E-learning教材重複利

用的特性可以降低企業成本，教材數位化於網際空

間發送，可以節省場地租賃費用。根據國內經濟部

工業局的市場調查[1]:企業E-learning 課程主要用

於電腦技術應用相關課程。除了電腦軟硬體課程之

外，企業也經常舉辦其他相關訓練課程，產品知

識、客戶服務、技術訓練、策略規劃、公關技巧等，

但應用E-learning比例相對較低。企業對於導入

E-learning 興趣不高的原因有三: 

一、經濟環境不佳，資訊支出及教育訓練支出

隨之減少； 

二、國內以中小企業佔多數，花費數百萬建置

專屬E-learning系統畢竟不符合規模經

濟，因此有能力導入的業者仍屬少數； 

三、導入成功案例不多。 

就學習者而言，E-learning教材未針對員工需求

適性化設計，單純將實體講義教材放至網際空間，

導致學習效果不佳亦是另一個影響E-learning 市場

推動的原因。針對以上問題，本研究利用員工基礎

的電腦設備(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以及隨身收

聽工具(MP3播放器)，用以配合開發教學平台，期

望以最少開發費用，減少教育訓練支出，完成數位

學習平台的建置。配合員工可使用之電腦工具，研

究一套生動適性化的學習模式，並可針對不同職務

角色，爲員工規劃不同學習路徑，系統適當給予不

同學習教材。本研究預期將學習平台設計結合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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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Podcasting，透過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的技術和網路訂閱下載功能，將最新訊息送給訂閱

者。Blog結合圖片和文字紀錄，而Podcasting是以

聲音形式的傳播媒介方式。企業藉此在網路上發佈

最新學習資訊，學習者可以透過RSS訂閱機制馬上

接收或下載最新的、符合自己需求的數位內容，可

直接在桌上型電腦、iPod或MP3播放器收聽，收聽

的地點和時間具有彈性，除此，企業也可以利用此

兩項工具作為及時發佈訊息之用。 

 
2.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目前 E-learning、Blog、 Podcasting

技術應用作簡介，並探討動態系統配置應用、針對

職務角色建構個人學習等議題。 

 

2.1  E-learning 
E-learning是透過網路的一種教育方式，學習

者(本研究指參與學習的企業主管與員工)和講師可

以不再侷限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講師將所要傳達的

教育理論和教材在網際空間上執行和散布給特定

對象，減少傳統場地租賃和重複聘請講師的成本。

E-learning還能提供社群的支援，強化員工的業務反

應能力，也可動態配置內容，依照不同需求提供一

致性或客製化教材服務，透過網路及時同步更新，

內容更及時可靠。E-learning提供全年無休的學習服

務，高階主管在評估對企業網路投資效益時，也可

以讓E-learning成為其投資網路的應用效益之ㄧ。 

對企業而言使用E-learning有下列好處[2]: 

A. 成本效益: E-learning能減少員工差旅支出，縮

短訓練時間，減少課堂的基礎設施需求與重複

聘請講師之花費。 

B. 強化員工能力 :E-learning不受時間、空間限

制，可以同時接觸很多員工，對於企業實務工

作和產能改變時，必須快速應變時，藉此可以

馬上強化員工業務的反應能力。 

C. 數位內容彈性:針對不同部門屬性特徵，可以製

作相同內容的方式呈現，也能根據不同學習特

性和不同群體客製化內容。 

D. 內容及時可靠:由於教材透過網路存取，因此教

材可以隨時更新，資訊可以較為精確，對於環

境變動快速的企業，可以隨時更新學習內容，

並及時同步傳送給員工、夥伴和顧客。 

E. 全年無休的服務 :員工或主管能隨時進入

E-learning平台，藉由隨時與及時的方式，使企

業訓練安排能同步或非同步且全球化推行。 

F. 建構社群:配合實體的實務社群，於網際空間建

立虛擬社群，聚集與分享員工知識和見解，藉

此建構初步的企業知識管理，簡易的知識庫。 

G. 提供顧客服務:未來若能有效利用E-learning幫

助顧客從網路上得到更多好處，也有益於顧客

關係提升和管理。 

企業運用數位學習施行教育訓練的流程，由學

習管理平台統籌分配管理。企業將學習物件經由編

輯製作儲存於資料庫，由學習入口發送給員工。學

習物件可分為:內容、來源和格式。內容包含企業組

織的流程文件、專長工具、學習資料和訊息發佈。

來源包含網際網路中資訊、企業主管、專業講師、

員工知識分享和公司舊檔案。格式包含視訊、聲

音、文字、圖片、動畫和影片等多媒體教材，如圖

1所示。以上學習物件經由編輯彙整於學習物件資

料庫中，資料庫包含多種學習媒介，根據各部門員

工不同的工作屬性，透過RSS訂閱功能，定時發送

給員工。經由此訂閱功能，可以將教材簡單初步分

類，讓員工訂閱適合自己的學習內容，或由員工自

行下載方式學習;再配合專業講師、企業主管和員工

分享撰寫之Blog為輔助教材，員工可以上網觀看詳

細專業內容。透過有MP3功能的手機、PDA、MP3 

Player、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傳送播放，配合

線上的測驗及問卷機制，適時了解員工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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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企業數位學習流程圖[2] 

 

2.2  KM & E-learning 
目前多數企業都已認知，善用累積於企業中的

知識資產，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力與競爭力，結

合學習與知識管理(KM，Knowledge management)

平台的架構是E-learning的趨勢。KM與E-learning

可以由表 1 來說明其關係比較。就目的而言兩者

都是相同，提高企業競爭力。就觀念而言，KM

強調知識分享，進而達到知識創新。E-learning 強

調學習傳遞、內容和管理的 E 化。整體系統比較，

KM 通常包含文件管理、搜尋引擎、EIP(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利用企業內部全體知識，集

合社群力量達到創新目的。E-learning 藉由學習管

理平台來引導使用者得到學習資訊，達到指導與

訓練目的。 

綜合上述，企業在實施 E-learning 時，若能結

合知識管理之優勢，將比傳統的教育訓練獲得更

佳效益。 

 

表 1: KM & E-learning 比較表[3] 

 KM E-learning 

目地 

讓知識工作者更快速、有效的學習企業內

累積的知識資產，以快速應變，強化企業

競爭力。 

觀念 

泛指知識的: 

擷取>分類>儲存 

>搜尋>分享>創新 

學習傳遞的 E化 

學習內容的 E化 

學習管理的 E化 

媒介 
有形:文件、表單… 

無形:經驗、討論… 

Courseware 

Live Event 

Learning Object。

性質 Information 
Guided Information 

= Instruction 

系統
文件管理、搜尋引擎 

EIP、知識社群 

學習管理 

同步學習 

學習內容管理… 

 

2.3  Blog、 Podcasting 
Blog （部落格）是 Barger 於 1997 年提出

「Weblog 」，實質意義是指：以網頁(Web)為呈現

媒介的個人紀錄(Log)，直到1999年，Peter Merholz

將「Weblog」拆開唸成「We Blog」，國內的部落

格使用者，普遍用於交友留言或抒發心情日記之用

途，較缺少用於專業人士就其專業有關的趨勢與發

展，做客觀性的報導。Blog在美國已經流行多年，

2005年美國開始談論Podcasting，兩者有相同之

處，就是都可透過RSS訂閱功能，將最新訊息送給

訂閱者。最大的不同，Blog是圖片和文字紀錄，而

Podcasting則是用聲音表達作者的想法(以MP3隨身

聽為載具)，Blog適合以網路為主的學習模式，

Podcasting則較適合行動學習（mobile learning或是

M-Learning） [4]。目前Blog在國內造成一股龐大

的使用趨勢，透過使用者的參與，共同創造內容、

服務。使用者上傳文章、相片，隨時討論分享，形

成龐大的社群，Blog和個人網頁有很大不同，使用

者可以透過介面上簡單設定，自動傳送內容給讀

者，過去個人網頁須經由編寫程式才能做到。  

 
2.4  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RSS 是一種用來分發和匯集網頁內容 (例如新

聞標題) 的 XML 格式。透過 RSS 的使用，供應

網頁內容的人可以很容易地產生並傳播新聞連

結、標題和摘要等資料。RSS 是種利用 XML 的技

術所做出來的應用，利用 XML 固定格式，將網頁

資料庫中的資料依照固定格式存進一個.xml 檔案

中，使 RSS 瀏覽器辨識其中的標題、內容等資料，

並顯示出來的功能，提供使用者不須開瀏覽器就可

以及時取得最新的資訊。利用此項特性，可依照企

業中各部門不同工作屬性，依企業員工需求，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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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主題的數位學習內容，分門別類的發送給企業

員工，使員工能隨時充實新技能。 

 
2.5  動態配置學習(Dynamically Configured 

Learning ) 
除非能夠引起學習動機，否則以科技輔助的學

習方式，將不能成為企業最有效的解決方式。數位

學習必須以三個構面來探討，包含:知識管理、以科

技輔助學習的方式和配合應用程式整合。網路學習

不只是學習教材物件傳送，還包含將企業內累積的

知識轉化成員工實際行動[5]、[6]。一個彈性的數

位學習系統能夠依照學習者自己的學習速度與學

習環境提供教材。不論何時何地，系統都要能配合

需求，動態提供使用者互動介面及動態配置課程。

學習者依照不同的需求問題，系統傳送課程到學習

者端，或是將資源適當的配置給學習者，除此講師

還能夠有效地追蹤學習者的網路的學習管理和學

習效率[7]、[8]、[9]。 

目前大多數的學習平台，知識和學習內容都

是由專家完成，一般人無權參與，學習物件資源都

是由資料庫儲存所有資訊，讓學習者下載閱讀;對學

習者而言，所有的學習內容都是被動的接收，學習

者閱覽課程，即使不滿意，也很難改變服務內容。

這樣的觀念已經慢慢被改變，Web2.0 是目前新商

業模式的代表，其中有四項特色:參與取代接收、分

享取代控制、資源分散取代資源集中、免費取代收

費。企業的知識管理，因而可以變成集體的員工智

慧，透過一個平台，每個人貢獻自己知識的一小部

份，累積成為龐大的知識庫。過去較難達成是由於

企業都將知識視為其關鍵機密，也無適當的平台提

供員工分享。Blog 是此概念的中心精神，本研究利

用 Blog 的特性，員工可以把知識自由上傳和下載，

所有知識可以在內部網路傳送形成資源分享。員工

可以身兼學習者與講師等雙重身份，由傳統被動學

習，轉型為主動參與。溝通由簡單的雙向，變成複

雜的多向溝通。企業透過系統收集員工資訊分類重

組配置給需要員工，這些資訊將更能符合員工工作

所需，不但降低企業開發教材成本，還能更快速更

新教材資源，提高企業生產力。 

 

2.6 以職務角色建構個人學習 
員工在工作場所有專案需求時，可以查詢使

用手冊，或是尋求其他同事的協助解決。企業能

夠藉由員工平時工作知識累積，當員工有需求

時，適當的提供諮詢服務。經由員工參與建立個

案經驗的方式，可以更深入問題中心，了解員工

需求，未來提供正確的教育訓練[10]。企業針對不

同職務性質的員工，依照其工作屬性，學習系統 

給予相關的學習課程，如圖 2 所示。 

 

圖 2、以職務角色建構個人學習流程圖 

 

文獻中以製造業為例，學習系統針對生產線的

作業員工、中階幹部、和高階主管三個不同角色，

分別提供作業員工需要的實際生產工作技術訓

練、中階幹部需要的新管理經驗法則訓練和高階主

管的決策判斷能力訓練。學習系統針對不同角色指

派學習教材，目的希望達到訓練與實務工作需求符

合的精神[11]。 

企業經由工作流程的追蹤，滿足不同階級的員

工學習需求，進而提供訓練服務，當員工輪調或升

等，系統能辨識員工目前身分，判斷不同員工角色

目前學習目標，決定對應學習課程路徑。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企業環境的教育訓練，提出一動態

數位學習系統架構，針對不同職務類別的員工做學

習行為分析，分類員工學習類型，再針對不同的類

型給予不同的學習方法和教材，如圖 3 所示。當企

業員工或結盟企業的夥伴，針對業務工作上有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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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難解決需求或技能訓練時，企業要及時找出對

應的解決方式提供員工教育訓練。企業環境分工細

微，不同工作所對應之不同員工或主管，都需要不

同的教育訓練。本研究針對專案需求(知識、技能、

管理、服務…..等)提供員工對應訓練服務。此一動

態數位學習系統分為五個模組(Module)，可判別員

工職務角色類別，透過員工學習目標描述，系統也

依不同專案需求，產生與職務角色相符之需求類

別，進而預測學習需求。系統配合預測之學習需求

產生學習需求課程類別，透過課學習物件組合，進

而爲員工提供課程建議。假設系統自動建議之課程

不符合員工認知，員工可以依照自我認知，自行規

劃課程需求，自行配置所需課程，執行課程學習。

 

圖 3、動態數位學習系統架構圖 

 

3.1 職務角色擷取辨識 
職務角色擷取辨識模組針對職務角色提供辨

識，如圖 4 所示。，目的朝因材施教的方式邁進，

針對登入系統的使用者先做出身分的判斷，登入

者有系統管理者、教材製作者和實際使用學習的

員工。員工包含以技能為主的勞工、不同部門之

職員、各階層主管和異業結盟的夥伴。由於使用

學習的成員複雜，爲了讓系統能判斷員工目前職

務身分進而主動提供學習服務。員工使用的帳號

可以不因為輪調或升遷，而造成系統誤判。本模

組定義員工職務類別，依員工目前職務身分做最

適當的判斷，避免給予不適當的學習教材，或機

密文件外洩。系統初步分類可以針對安全性問題

與使用教材的權限做初步管控。當確認職務角色

類別進而連結到專案需求擷取辨識模組。 

Input:企業代號,員工帳號,識別碼. 

Output:職務類別 

Function:職務身分類別辨識 

Link:專案需求擷取辨識模組 
圖 4、職務角色擷取辨識模組 

 

3.2 專案需求擷取辨識 
藉由職務角色和需求問題的適當分類與判

別，找出員工需要的需求，如圖 5 所示。本模組

透過員工學習目標描述，可以適當的配對達到產

生與職務相符專案需求項目。員工學習目標描

述，由系統針對過去使用者的點選路徑、鍵入之

關鍵字和該職務角色專案需求出現之頻率，做統

計分析。針對資料的收集儲存，員工學習目標描

述可以將職務角色和專案需求做最佳化組合。經

由不斷的資訊累積，未來角色符合系統定義的員

工將能更快找出或由系統配置最適專案需求類別

項目，進而連結預測學習需求模組，進行學習需

求預測。 

Input:職務角色. 

Output: 專案需求類別 

Function:產生於職務相符專案需求 

Link:員工學習目標描述;預測學習需求模組 

圖 5、專案需求擷取辨識模組 

 
3.3 預測學習需求 

此模組透過分析專案需求項目，產生學習需

求項目，模組自行判定專案需求所對應的學習需

求 進而產生學習課程需求的類別，提供課程動態

配置模組，進行課程配置組合，如圖 6 所示。 

 

Input:專案需求項目. 

Output:學習需求項目 

Function:由專案需求預測學習課程需求 

Link:課程動態配置模組 

圖 6、預測學習需求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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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課程動態配置 
如圖 7 所示，此模組先由教材設計師和企業

主管將提供給員工的教育訓練課程或及時資訊依

照學習物件(包含:來源、內容和格式)分門別類存

放學習物件資料庫。本模組試圖分析課程需求項 

目，從學習物件的組合提供建議課程。課程來源

包含由企業主管、專業講師、網際網路、員工社

群和企業儲存之舊檔案等不同組合。動態配置課

程能依照員工所需而組合，將教材傳送給適當的

員工，而教材經由系統化的管理也能達到重複利

用、再編輯與機密管控等優點，如圖 8 所示。 

 

 

Input:課程需求項目. 

Output:經配置組合過之課程 

Function:由學習課程需求動態配置課程 

Link: 需求課程來源、內容、格式分類; 

建議學習課程 

圖 7、課程動態配置模組 

  

圖 8、動態配置學習流程圖 

 

3.5 建議學習課程 
本模組經由系統動態配置產生的課程，將建

議的課程項目傳送到員工的視窗，由員工依照系

統的建議選擇課程執行學習。假設系統建議之課

程全非員工所認知需要者，員工可以再連結到預

測學習需求模組，改以員工自行判斷，自行規劃

課程需求，自行選擇合適之課程，執行課程學習。

而此類員工所自行規劃的路徑將再次儲存於系統

中，系統將更新路徑判斷，提供下次配置參考，

如圖 9 所示。 

 

Input:經動態配置組合過之課程 

Output: 建議課程項目 

Function:提供課程建議 

Link: 員工使用者介面;預測學習需求 

圖 9、建議學習課程模組 

 

本研究預測學習需求的目的在於建議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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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最佳的學習課程路徑。員工有兩種方式取得教

材，如圖 10。第一、經由使用者介面透過系統篩選

(系統略過員工已閱讀過、舊訊息或找出最符合員

工目前專案所需教材)，由系統模組的認知判斷協

助員工取得最佳路徑和教材。第二、透過系統給予

的權限範圍，經由使用者介面自行選擇瀏覽路徑，

執行教育訓練之應用程式，與系統產生互動。 

企業員工經由系統辨識身分，簡單與使用者介

面對談，由資料庫得知其學習目標，並由系統動態

配置相關教育訓練教材的內容來源和格式。未來系

統可以透過應用程式與學習目標資料庫的測驗機

制，評估學習成效，追蹤學習效果。員工若尋求疑

難排解，經與系統簡單對談，系統由知識庫配置內

部員工相關分享知識，提供解答。員工可以自行訂

閱相關需要服務，應用程式提供輔助教材形式，如

Blog、 Podcasting 透過 RSS 訂閱機制接收。

 
圖 10、員工取得教材流程圖 

 

例如:生產線員工接獲新的訂單。該訂單規格

為全新樣式，員工可以經由動態配置課程學習系統

查詢。系統針對員工的需求，可以試圖從課程來源

配置當時主管發佈之訊息文件、新訂單的生產規

格，該規格所需的專業工具知識、相關專業講師的

課程與同事社群的經驗，混合產生課程來源。部門

主管也可透過此系統，獲得新的管理數據或新的經

驗法則，高階主管也能學習新的決策判斷依據。 

 

4. 結論 
本研究提出以員工現有普遍應用工具，例

如:Blog、Podcasting 的結合設計出動態數位學習

系統平台，員工知識的上傳與分享，可以減少企

業開發成本，也避免員工不適應性。員工育專案

需求在使用 E-learning 系統時，未必每個課程都

能符合其目前專案需求，不同員工的職務類別所

能接收的課程也不同，如果系統能先初步的分類

判斷，依照員工職務類別，提供使用者學習路徑，

將使企業將教育訓練更適性化，企業針對不同職

務性質的員工，依照其工作屬性，學習系統給予

相關的學習課程，透過應用程式整合及時將資訊

同步發送給員工或結盟夥伴;學習者可以針對需

求彈性選擇學習內容，提高學習者學習樂趣，讓

學習者獲得專業知識與其他服務。本研就提出的

五個模組，能爲企業員工初步選擇專案需求的解

決方案，學習物間經比對員工學習目標的描述，

由動態配置系統配置課程提供員工一條適當訓練

學習路徑，可以使員工縮短搜尋課程路徑時間，

爲企業員工提高生產力，課程也能達到重複利用

的特性，降低企業訓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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