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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與科技在員工訓練上的運用 
 

TTQS 輔導顧問     趙伯良 

一、 前言: 

在進入網際網路的21世紀同時，學習也因為資訊與網路世代的種種科技衝擊，

而有不同的面貌；而這樣新的面貌對於教與學雙方的經驗與學習都有很大的挑戰，

畢竟資訊網路世代之節奏是快速；競爭是激烈的。傳統的企業所關注的教育與訓練

種類不外乎以下幾種： 

（一） 內部訓練：是由雇主所給予的訓練，無論是否在本企業中舉行，只要該訓

練是為企業中某一專門工作而開辦的。 

（二） 職業訓練：由私人或職業學校所進行的訓練。其目的在於發展普通或特種

技能，並非為任何企業現有某一特種工作而訓練。 

（三） 技術訓練：指在中學以上含有技術性的訓練。 

（四） 一般教育：指所接受的大、中、小學教育。 

企業的進步已帶動科技模式進入企業，傳統的學習方法已不能全面滿足企業走

向快速便捷的需求，因此將科技與網路應用在員工教育訓練中，提供給學習者更完

善的服務，促進學習者想學習的動機；提升整體的學習績效並提供學習者更多元優

質的學習環境。 

二、 整合企業學習藍圖 

企業為培育具工作技能專業化、潛能知識多元化、觀念態度社會化之優質人才，

訓練單位的年度教育訓練課程應搭配企業願景來規劃完整配套的教育訓練課程，為

使企業的訓練品質更加完善，在建立教育訓練體系時，因同步導入TTQS系統，以確

保教育訓練資源能有效運用，而訓練後的品質也較能有績效產出。 

一般企業在做教育訓練規劃時為有效運用資源，會先將企業內訓練需求作一整

理，再分別將訓練課程分類，製作出不同級別的學習藍圖，在執行訓練時更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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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相關訓練課程 (如圖一企業規劃年度教育訓練之學習藍圖)；而為能有效執行

教育訓練，兼顧企業之訓練品質，如能結合TTQS體系進行需求相關之規劃，則更能

使教育訓練有事半功倍之功效。 

 

 

 

 

 

 

 

 

 

 

 

 

 

 

圖一 企業規劃年度教育訓練之學習藍圖 

三、 企業導入數位學習與科技之動機 

企業的快速進步產業升級，使得科技網路成為企業內必須具備的系統，在人員

能力不斷精進的狀況下，員工的工作項目越來越複雜，能夠將員工集中參予訓練的

時間就越來越少，因此，導入數位學習勢在必行，而需求也不外是以下幾種 

（一） 學員人數分散，導致課程開班不易：每月新進員工報到時間點不一，以致

於實體課程開班時常因人數不足而流班。在這樣的狀態下導致於許多需要

上課的員工無法上課。 

（二） 專業課程需求不一：每個員工的能力不同，有的已上完專業課程，符合專

業課程需求的人員也會因為部門別的不同，造成專業課程人數不足。 

（三） 法定共通課程需巡迴課設：勞安法令修訂規範，使得每年受訓時數大幅增

加，考量到須大規模的開辦教室課程，可能產生的時間成本(員工須由現場

出來上課)、人力成本(承辦人員作業時間及講師授課時間)。 

（四） 搭配學習藍圖推展，品質及製程課程需求提升：為加速人才的培育，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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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製程、品質推廣學習藍圖，因此開課的需求大量的增加。 

四、 針對數位學習與科技之評估 

在導入數位課程可以下述之方向進行評估： 

（一） 以必修且需求量大之課程為重點發展課程。(以成人學習來說，必須讓員工

感覺到是需要的，對工作上有急迫的需求)。 

（二） 課程的呈現：考量到課程的屬性均為專業性課程，因此課程以自製方式進

行錄製，由講師以錄音室模式進行錄製。如為管理類的軟性課程則不適宜

以目前的方式進行課程錄製呈現。 

五、 數位學習與科技在員工的訓練上之優缺點 

（一） 優點： 

1. 創造即時且彈性平台、快速培育專業人才：可提供輪班員工學習機會，且員

工可以針對不清楚的部份重覆進行學習。 

2. 減少員工上課所需之時間：實體課程錄製為數位課程的時間比例約1:2，也

就是1堂3小時實體課程錄製成數位課程時間為1.5小時，同樣的課程內容但

員工上課的時間減少了一半。 

3. 降低管理者課程開辦所需的無形成本：管理者只要於平台上完成一堂課程，

即可提供所有員工進行線上閱讀、測驗及問卷填答。 

4. 提升員工學習機會、增加內部學習效率：原本資源有限的狀態下只能提供部

份員工學習，但線上學習可提供所有須受訓、或有興趣學習的員工進行學習。 

5. 自訂進度：教育訓練的時數也列入晉升考核;主要刺激學學員自動學習，在

學習上員工可利用個人較為充裕的時間完成訓練，藉由數位學習之便隨時上

線;不用等企業開班授課 

6. 內容具一致性：各廠區員工上線學習，其學習的內容一致，不會因為講師的

經驗不同而導致學習上的差異. 

7. 傳遞具一致性：可藉由課程傳遞來達到作業流程的一致性，例如前製程作業

流程或機台操作流程的一致性 

8. 無區域限制：無論何時何地都可進入學習 

9. 內建導引系統：可讓學習者可在無專業的協助情況下利用導引系統進行教育

訓練 

（二）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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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講師無法即時的回饋員工的問題：針對這個部份企業採行的方式是於課程最

後的部份會將講師的連繫方式告訴員工，員工可以電話或e-mail的方式與講

師連繫。 

2. 課程缺乏互動：目前上線推廣的課程皆採自製的方式，以投影片搭配聲音檔、

Flash方式來製作，因此相較於外製的課程較缺乏活潑及趣味性。 

3. 發展成本高：須建置線上教育訓練系統及錄製課程，軟硬體設施的經費投入

成本高。 

4. 對某些訓練內容無效：如-急救訓練課程、消防演練課程、講師訓練課程……

等;所需要實際操演之課程或是激勵課程 

5. 難對新的訓練內容做即時更新：若課程內容需作更新時無法立即作業;因為訓

練課程採錄影方式製程，所以更新作業至少3週 

6. 測試的成績無法證明員工對訓練的效益：因線上課程的學習和測驗;有機會讓

員工利用幫助其他人上課或測驗;所以無法利用測驗成績來評估該學員之上

課效益  

六、 結論 

傳統的教室課程一班約40人，在資源有限的狀態下，無法讓需要受訓的員工即

時的受到培訓，但透過數位學習即可達成。另外，員工可跨領域的學習，如A廠的員

工可參與B廠的課程，可更充份的了解企業整體完整製程。 

線上執行教育訓練固然有它的優點亦有它的缺點;而企業雖導入數位教學系

統，但仍應保留一些傳統訓練法，有些課程還是需要由傳統訓練法來完成，例如：

工程師研習營、主管訓練課程、內部講師訓練課程、緊急應變課程……等。這些需

要模擬及互動之課程是不能被數位學習取代的，而員工也較喜歡這些互動之課程，

它可以讓每個人的知識作最即時的交流也讓教育訓練發揮效益，總而言之數位化學

習與傳統學習在企業對員工的訓練上是有極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