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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訓練是企業提升員工工作職能，維持市場競爭力的主要方法。常見的教

育訓練形式包含企業自行開發課程、委託管理顧問公司規劃辦理，或是安排員工

到外部機構受訓。企業不論是採用上述任一種教育訓練模式，員工均需要長時間

自工作抽離集中於教室進行學習，由講師傳授知識、技能、態度層面的學習內容，

並引導學員針對學習主題進行討論與演練。講師帶領的教室訓練方式雖然能提供

完整的學習體驗，並助於學員受訓後的習得保留以及應用所學的意願，然而在執

行上容易受到時間、空間、人數等限制，企業亦必須投入高昂的訓練成本。 

隨著資訊科技急速發展，網際網路及行動裝置普及，學習不再侷限於教室環

境，數位化培訓方式成為企業員工培訓的新趨勢。近年來，微學習（Microlearning）
越來越受到企業關注，藉由簡短、小單元的課程內容，人們只要透過智慧型手機、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工具連結網路，就能利用零碎的時間、隨時隨地進行學

習。由於以微學習為訴求的數位學習資源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強調其教學內容相

較於傳統教室訓練方式，更能有效引發使用者學習動機、降低企業訓練成本，並

且能協助企業更容易達成訓練目標，卻鮮少提及微學習可能為企業及學習者帶來

的問題。因此，本文將探討微學習的特性與應用上的問題，提供企業運用微學習

於員工訓練時的參考。 

二、微學習的特性與應用上的問題 

「微學習」是一種數位學習方式，將學習內容拆解成數個 3 至 10 分鐘的小

單元，每個單元講授一個關鍵概念、或是完成一項任務的操作步驟（李世忠，

2018），由於學習內容精簡，學習者不僅可以快速獲取核心概念（王淳民，2018），
也可以更輕鬆的消化吸收學習內容，習得知識亦能更長時間保留（Soh, 2017）。
由前述定義可知微學習具備「內容輕薄」、「單一觀念的傳遞」以及「輕鬆學習」

等特性，對於忙碌的上班族或是網路世代而言，微學習不失為一種簡單又有效率

的學習方式，但是當企業運用微學習於員工訓練時，又會遭遇那些問題呢? 

首先，微學習的形式包含了影片、短文、音檔、網頁資訊、簡報式影片等，

其共通特性就是「簡短」，然而簡短的學習內容並不等於微學習。優質的微學習

不僅提供精簡的學習素材，在內容設計上必須依據學習目標，搭配教學互動、視

覺音效等技巧，以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每個教學環節亦須緊密串接，才能提

供學習者完整的學習體驗。目前市場上有許多以微學習為主要訴求的數位學習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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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但礙於經費及製作團隊的專業能力，內容品質良莠不一，以致企業在挑選合

適的數位學習資源時，常常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與人力成本。 

其次，微學習提供「內容輕薄」的學習內容，由於學習時間短，每個單元的

時間約 3 至 10 分鐘，員工可以輕鬆、無壓力的進行學習，企業也可以運用微學

習「微（micro）」的特性，提供員工快速、及時的線上學習（Pappas, 2016）。然

而當員工習慣於短時間、目標導向的學習方式時，面對長時間的訓練課程，就容

易失去耐性而感到厭煩。若員工缺乏主動學習的精神，長久下來，學習到的知識

內涵恐有淺薄化、片斷化的疑慮（王淳民，2018）。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搭配網路，方便人們隨時隨地、利用零碎

時間進行學習。然而，行動裝置本身的功能條件以及網路穩定度，也會影響微學

習的效果。除此之外，行動裝置尚具備通話、訊息推播、社群互動、視聽娛樂等

多元化功能，恐將中斷學習過程並造成學習者嚴重分心的情況。在傳統教室訓練

情境中，講師可以藉由提醒及教室規範降低行動裝置干擾學習的機會，但在微學

習的環境中，恐怕僅能仰賴學習者的自律行為，以維持學習成效。 

三、企業如何運用微學習精進員工訓練成效 

企業員工培訓數位化轉型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關於企業如何應用微學習精

進員工訓練的成效，茲提出以下建議。 

(一) 微學習無法滿足所有職場學習需求，企業應視訓練主題應用微學習 

企業員工訓練目的在於提升員工的「硬實力」及「軟實力」。「硬實力」為勝

任工作所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軟實力」則包含了態度、溝通、領導管理等人

際互動相關的能力。微學習的內容適合簡單、不複雜的知識原理、明確的處理程

序或操作步驟，因此，與硬實力相關的訓練內容，可以透過微學習達到訓練目的。

涉及複雜的專業知識、態度觀念導正、人際互動、管理技能等主題的訓練課程，

則仍以傳統課程由講師授課為主，搭配微學習做為課程輔助（李世忠，2018）。 

在實際應用方面，企業可依訓練目標於課前、課中、課後應用微學習，以發

揮不同的效用。在課前使用微學習，可作為課程前導，除了讓學員了解講師在課

堂中將傳授的新知與技能，也可作為課前預習，幫助學員及早進入學習狀況。在

課中搭配使用微學習，可強化學習重點、營造問題情境引導學員討論。微學習在

課後則可作為重點收斂、學習強化或課後練習（王淳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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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發員工學習動機將是企業成功推動微學習的關鍵因素 

現代人的專注力與耐性不如以往，尤其當員工被要求放下手邊工作、長時間

參加教育訓練的時候，心中難免萌生抗拒感。微學習雖然只需佔用員工短短的 5
至 10 分鐘，企業若無法明確指出微學習帶給員工的幫助為何，員工仍會抗拒學

習。因此，企業運用微學習時，應優先考量員工的學習需求及個別差異（Hughes, 
2018），妥善設計、規劃微學習的課程內容，並在每日工作中開放部分時段讓員

工自主學習；同時、企業必須明確的讓員工了解微學習的好處，搭配內部管理機

制鼓勵員工進修。一旦員工的學習動機被激發，員工便會更主動的從事學習活動。 

(三) 建立資訊分享平台，鼓勵員工共創微學習體驗。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LinkedIn 等社群媒體提供使用者交流分享、

人際互動、展現自我的舞台，使用者分享的資訊內容，不論是文章或影片的形式，

都以精簡為特色（Buchem & Hamelmann, 2010）。企業內部可發展類似的互動平

台，鼓勵員工參與、共同創作微學習內容，例如跨部門的業務交流、學習心得分

享、短文共賞等等，而在形式上可以是影片、短文、或觀點評論。當企業內部建

立了共創學習的風氣，員工又能擁有輕鬆、豐富的微學習資源，企業就能更有效

的達成訓練目標。 

四、結論 

企業培訓數位化已是當代趨勢，微學習只是其中一種管道。尤其以提供微學

習內容的線上學習平台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課程品質將會是影響訓練成效的關

鍵（王淳民，2018）。因此，企業運用微學習於員工訓練時，應先思考訓練的目

的是什麼、訓練結束後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並深入了解員工的個別差異與學習

需求，選擇最合適的訓練方式。在訓練結束後，仍要進行訓練成效評估，以確保

訓練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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