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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數位學習成為流行的一種學習方式，個人行動載具也越來越普遍，許多企業更紛

紛將傳統的紙本新進人員教育訓練的教材改為數位化，更能提升學習者興趣以及更能方便的

即時做更新。本研究旨在建構一套以 ADDIE模式為設計概念的新進人員數位教材。 

 

關鍵字：ADDIE模式、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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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以往企業對於新進員工的訓練都比較偏重是藉由與主管之間面對面授課的方式，企業相

對會耗費許多人力、時間以及器材上的成本，長時間便會累積大量成本，為了改進這些問題，

許多企業開始使用數位學習來訓練員工，不但達到學習成效，成本也相對減少。而數位學習

系統能以影片、動畫的方式呈現產品內容、模擬出員工遇到突發狀況時的處理，讓新進員工

可以冷靜解決顧客的需求以提高工作品質；甚至可以以互動的方式，讓員工可以更加深記憶，

取代以往紙本長篇文字敘述，可能造成員工無法快速吸收或是抓不到重點的缺點。本研究以

ADDIE 模式為架構，提出新進人員數位教材之概念建構，建構產業為美妝保養產業-喜蜜國

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藉由這套系統平台，教導企業的新進人員，關於公司的產品知識、模擬工作情況及問題

的發生；數位教材呈現方式，利用圖像搭配影片、動畫的方式，製作出員工的訓練教材。首

先將公司的美妝保養產品資訊用文字整理，並以步驟結合產品資訊的方式，加強員工的美妝

保養的專業知識，將互動多媒體放入訓練教材中，讓新進員工可以冷靜解決顧客的需求以提

高工作品質。 

 

貳、文獻探討 

一、ADDIE之定義 

在建構新進人員數位教材之前，有需要先了解 ADDIE 模式定義；ADDIE 模型主要包含

三個方面的內容，即要學什麼(學習目標的制定)、如何去學(學習策略的應用)、如何去判斷學

習者已達到學習效果(學習考評實施)。 

（一) ADDIE各個字母之定義： 

1. 分析(Analysis)：考量學習者要學什麼，訂定教學目標，必須先建立對於教學系統的

瞭解；內容包括學習者分析、課程內容分析、培訓工具分析、培訓環境分析等。 

2. 設計(Design)：考量學習者要怎麼學，必須選擇採用適切的媒體；內容包括課程大

綱擬定、課程體系規劃、培訓目標撰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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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Develop)：考量如何編製教學材料，將設計階段的藍圖實際地將教學系統組合

起來；內容包括課程表現形式、教學活動設計、介面設計、回饋設計等。 

4. 執行(Implement)：考量要如何實施教學及其環境設定、或建立教材置放環境；內容

包括程式設計、腳本撰寫、美術設計等。 

5. 評估(Evaluate)：考核學習的結果或教材品質之方式，評估教學系統的品質與成效，

內容包括課程內容評鑑。 

 

二、關於數位教材 

以數位方式表達呈現，以網路方式出版、傳輸，學習資源的相貌改變至此，學習的方式

也同樣逐漸從定點、定時的方式，改變為不定時、不定點，即所謂數位學習或彈性學習。此

種學習方式不只影響教學活動之規畫與實施，並可能影響學習行為、改寫學習理論。 

近年來系統化是一種科學的方法，將系統性的理念應用到教育中，並解決學習的問題。

而系統化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就是一套能因地制宜，而且使教師可以確實瞭

解與掌握教學歷程中所有相關要素的架構與流程，以期能達到教學目標與有效的提昇學習效

果。 

 

三、ARCS動機理論 

ARCS動機理論是凱勒(J.Keller)在 1983年提出。以激勵學生學習動機，系統化的設計模

式為基礎，整合動機理論與相關理論所提出的動機模式。他認為傳統的教學設計對學習者學

習動機的關注太少，任何教學設計的教材，若無法引起學習者的動機，學習的效果就會大打

折扣。因此，Keller期望 ARCS 動機模式提供針對學生動機需求、確認、了解教學的設計策

略，以激發學習動機、有效地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與表現。以激勵學生學習動機的系統化設計

模式為基礎，強調引起學習者的動機；必須配合四要素- Attention(注意)、Relevance(相關)、

Confidence(信心)、Satisfaction(滿足)的運用，才能達到激勵學生學習的作用。 

1. 引起注意(Attention)：吸引學生的興趣和刺激學生的好奇心； 

教學策略運用方式：a.提供變化性、b.激發求知需求、c.擅用詢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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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身相關(Relevance)：滿足學生個人的需求和目標，使他產生積極學習態度； 

教學策略運用方式：a.聯結熟悉事物、b.學習目標為主、c.配合學生特性 

3. 建立信心(Confidence)：幫助學生建立起能成功的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完成的能力； 

教學略運用方式：a.明定成功的標準及期待、b.提供自我掌控的機會、c.提供成功的機會 

4. 感到滿足(Satisfaction)：學生能因成就而得到內在和外在的鼓勵和報償； 

教學略運用方式：a.提供一顯身手的機會、b.給予回饋與報償、c.維持公平性與對等轉移 

ARCS 動機理論能配合其他的教學理論或教學設計步驟合併運用。不僅著眼於教學效果

的提升，還特別重視學習的趣味性，藉著一連串的策略，強化維持學習者的興趣，以達到學

習效果的目的。 

 

四、蓋聶(R.M.Gagne)的學習條件論 

蓋聶(R.M.Gagne)的教學理論是基於心理學的觀點建構而成，蓋聶先以行為主義的觀點為

基礎，提出學習階層的主張；蓋聶認為學習理論的任務在於釐清及解釋人類各種學習的複雜

性。學習將外在環境中刺激轉化為習得之新能力所需之資訊處理階段的認知歷程，蓋聶將教

學定義為：安排外在事件以支持學習者的內在的一個學習歷程。認為學習過程有不同的發展

階段，為達到最好的教學效果，教學過程就必須依照學生的內在學習歷程，而設計不同的教

學事件。 

 

本研究根據蓋聶的教學理論，將學習者內在學習歷程分為九個階段；內在學習歷程與其

相對應的外在教學活動，整理如下表 1： 

 

表 1 學習者內在學習歷程的九個階段 

內在學習歷程 外在教學事件 活動實例 

1.注意力警覺 引起學生注意 使用突然的刺激 

(提出問題、使用媒體等) 

2.期望 告知學生學習目標 讓學生知道在學習後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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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索至工作記憶 喚起舊知識 要學生回想過去所學的知識與技能 

4.選擇性知覺 呈現學習教材 顯示具有明顯特徵的內容 

5.語意編碼 提供學習輔導 提出有意義的組織架構 

6.反應 引發行為表現 要求學生參與討論 

7.增強 提供回饋 給予訊息性的回饋 

8.線索恢復 評量行為表現 評量學生的表現 

9.類化 加強學習保留與遷移 設計類似的情境，讓學生學習或復習本單元 

 

五、教學策略 

本研究根據教材中所會運用到的教學策略，針對教學策略的定義以及如何運用在教材上，

詳細整理如下表 2： 

 

表 2 教學策略的定義以及如何運用在教材上 

教學策略 定義 運用在教材上 

情境模擬法 情境模擬是根據近代認知心理學家所發展出

來的一種教學模式，其基本假說是為了讓學習

者直接在真實情況下或模擬真實情況下學

習。意即把學習者放在一項與現實生活非常接

近的學習環境設計中進行學習，是角色扮演、

問題解決方法、教學設計的綜合運用，希望學

習者在經歷這種方式後，能了解現實生活中問

題的因果關係，以及如何選擇合乎真理準則的

態度和行為。 

本教材中利用情境模擬法，先

將學習者設立在一個情境中，

讓學習者站在顧客的立場去了

解，在選擇及使用化妝和保養

品前必須要了解的知識和常遇

到的問題與其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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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教學法 講述教學是以某ㄧ特定主題為中心來作有系

統、有組織的口頭教學。良好的講述教學形

式，除了配合學生的需要外，同時也能因應課

程、教學目標做適度的調整，以激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使能深入淺出地做生動的口頭說明或

介紹；其主要功能有：一、較能給學生完整的

知識；二、較容易形成正確的概念。通常透過

講師的講述是最有效獲得知識的方法。而講述

教學是應用最久而且廣泛被使用的一種基本

教學技術。  

本教材使用講述教學法和概念

教學法互相搭配，根據教材的

內容，列出重要的概念，以旁

白來講述概念來代替講師講解

的功能；本教材還會利用聲音

搭配文字或圖片的方式，對各

單元中的重要概念進行教學，

也會有各個概念的例子及範例

加以解釋，讓學習者能夠更加

理解並記憶。 

概念教學法 概念教學的學習是構成知識的基本單位。是將

現有的概念或基模，不斷的重組和改造而獲得

各種新概念或新的思考方式，通常進行概念教

學時，會先根據教材的內容列出各項概念，並

將每個概念下明確的定義，在描述其屬性和特

徵，來辨識各項概念的不同，再選擇其中最基

本的概念來講解，並呈現各項例子，通常會搭

配圖片、相片等有助於視覺和記憶的停留和記

憶。 

影片觀察法 影片觀察法主要是讓學習者觀賞影片，影片中

會呈現與課程相關的內容，藉由觀賞影片內

容，讓學習者吸收所給予的知識、概念。 

本教材在妝髮這個單元使用影

片觀察法，利用影片觀賞教學

的方式，讓學習者學習並了解

髮餅的使用方法以及其使用後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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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式教學 遊戲式教學能夠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使其

產生強烈的好奇心於學習內容，學習者必須透

過課程內容學習知識，才有足夠的能力解決問

題，遊戲式教學也能增加挑戰性、學習者的自

信心及自我價值的肯定，更讓學習者獲得成就

感。 

本教材中在單元結束後，會有

遊戲式的測驗，藉由遊戲式的

測驗，可讓學習者再次檢視自

己的學習成果，讓學習者更熟

悉學過的內容，加深印象的同

時也讓學習者感到有趣，提高

學習動機。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敘述性研究，採文獻回顧法以及資料蒐集法。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想建構一套

新進人員數位教材，以ADDIE模式為架構下提出設計概念；利用個案分析方式，建構喜蜜國

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新進人員訓練的數位教材，蒐集各項書面資料、公司回信之資料等，

加以歸納整理，以提出新進人員數位教材之概念建構以及其未來的實施以及評鑑方向建議。

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圖 1 研究流程圖 

決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研究架構

蒐集資料、文獻回顧

數位教材內容的建構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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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美妝保養產業，喜密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例。新進人員能藉由這套系統平

台，教導員工公司的產品知識、模擬工作情況及問題的發生，利用 Photoshop 及 Flash 搭配

影片、動畫的方式，製作出員工的訓練教材。首先將公司的美妝保養產品資訊用文字整理，

並以步驟結合產品資訊的方式，加強員工的美妝保養的專業知識，將互動多媒體放入訓練教

材中，讓新進員工可以冷靜解決顧客的需求以提高工作品質。 

 

肆、關於喜密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介紹與現況 

下列表 3，為本研究根據公司介紹與現況，加以詳細整理之： 

表 3 公司背景與定位 

喜蜜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化妝品公司，為華研音樂董事長呂燕清在長年經營及接觸以年輕人為大宗的音樂文創產

業有成後，考量台灣市場並無針對年輕人所設計的在地品牌保養品，因此於 2003年 3月創

立「喜蜜國際企業」，於 2005年正式推出開架保養品牌「heme」，以簡單且正確的「聰明保

養」為概念，提供年輕肌膚最實惠、無負擔的新選擇。 

主要產品： 彩妝商品 

品牌定位： 年輕肌的獨立宣言 

品牌形象： 清新活潑中帶點俏皮的青春魅力 

品牌特色： 100% MIT台灣製造 

 

二、公司預期需求 

1. 期望能藉由新進人員數位教材，提供新進人員線上的課程訓練輔助，讓新進人員可以更

快速有系統的了解公司產品，也可從線上數位教材體驗彩妝呈現出來的效果，並且更了解

清潔、保養的重要性與化妝品等開架式彩妝的相關知識，以利日後與客戶介紹時能更加詳

細。 



科技與人力教育季刊  2016，3(2)，39-56 

47 
 

2. 希望能藉由此新進人員數位教材推廣喜蜜這個品牌，並且讓員工更加了解清潔、保養的

重要性與化妝品等開架式彩妝的相關知識。 

 

伍、ADDIE模式實施五步驟 

一、分析 (公司需求分析、現有媒體分析、學習者分析、教學內容分析) 

 (一)公司需求分析 

目的：喜蜜國際公司希望能藉由新進人員數位教材，提供新進人員線上的課程訓練輔助，

讓新進人員可以更快速有系統的了解公司產品，也希望可以從線上數位教材體驗彩

妝呈現出來的效果，並且更了解清潔、保養的重要性與化妝品等開架式彩妝的相關

知識，以利日後與客戶介紹時能更加詳細。為了解建置需求，以下以訪談、電子資

料、問卷進行問題分析。 

1.問題分析 

(1) 訪談 

目的：訪談行銷部主任，希望能了解產品行銷方式、形象與消費族群。 

a.公司對於產品的行銷方式，據點包含台灣、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加拿大，

並有三種銷售方式： 

 (a)實體連鎖店 

 (b)便利超商 

 (c)虛擬通路 

b.公司的產品形象、品牌定位、產品設計概念： 

(a)品牌形象：清新活潑中帶點俏皮的青春魅力 

(b)品牌定位：年輕肌的獨立宣言 

(c)品牌特色：100% MIT 台灣製造、針對亞洲地區獨有的亞熱帶溼熱氣候，以及

年輕男女的膚質量身打造保養及彩妝產品，同時使用許多台灣在地

植物萃取作為成分。 

c.產品消費者族群分布： 

(a)主要為 16~25歲的年輕學生族群，以及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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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資料 

目的：透過由行銷部企劃主任所提供該公司的(1)相關品牌介紹與(2)產品簡介之

簡報資料，得以分析現階段公司新進人員教材所需增加的內容。 

a.相關品牌介紹：喜蜜國際為華研音樂董事長呂燕清在長年經營及接觸以年輕人為

大宗的音樂文創產業有成後，考量台灣市場並無針對年輕人所設

計的在地品牌保養品。 

b.公司產品的各項資料：主要為產品成分介紹及使用說明。  

(3)問卷 

目的：公司實際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公司員工，以隨機發放問卷的方式，粗略了解

員工對於數位教材公司品牌以及產品的了解程度。 

問卷分為三個面向，分別是：關於化妝及保養、關於 heme、關於數位教材，發現： 

a.使用彩妝的男、女生比例。結果：依然為女性居多。 

b.大多數有化妝習慣的人是否買過開架式化妝品。 

結果：買過的比例高達70%左右。 

c.購買或使用過自家 heme產品的比例。結果：大約只有 27%。 

d.平均每人每個月在彩妝方面的消費額度。 

結果：大約為500元以下不等。 

e.主要會從哪方面得知化妝及保養的資訊。 

結果：主要會從網路、親人朋友介紹與報章雜誌上得知化妝及保養的資訊，其中

以網路的比例最高，佔30%。 

f.對於使用線上的數位教學影片的意願。 

   結果：具有高度興趣並且會大幅提升學習興趣。 

(二)公司現有教材媒體的結果分析 

以 1.紙本新進人員教材 2.趣味性 3.呈現的效果 4.數位化 5.彩妝產品知識，這五個面

向做為分析的重點，這五個項目為此次新進人員數位教材著重的方向，並以分析結果進

行數位教材的編制。 



科技與人力教育季刊  2016，3(2)，39-56 

49 
 

下列表 4，為本研究根據公司現有教材媒體的結果分析，加以詳細整理之： 

表 4 現有媒體的結果分析 

 現況 預期 差距 

1.紙本新進人員教材 多敘述性知識 有互動性 於敘述內容中增加互動性 

2.趣味性 容易感到乏味 加入活潑、有趣

的動畫 

加入動畫或影片 

3.呈現的效果 不能直接從紙本教

材上看出產品呈現

在臉上的效果 

能進行虛擬彩妝

試用 

增加互動性動畫，進行虛擬

彩妝試用，以利日後向客戶

介紹 

4.數位化 只有網頁可以瀏覽 發展數位教材，

建立線上的新進

人員數位教材 

增加完整數位化介面 

5.彩妝知識 對基本保養或彩妝

知識普遍不夠 

提升對保養與彩

妝的基本常識 

發展數位教材 

 

(三)學習者分析 

目的：藉由學習者分析可以了解到 1.學習者的背景資料、2.學習者使用媒體的經驗、3.

先備知識與課程起點能力、4.學習意願、5.學習者之特殊特性，了解以上五個項

目之後可以確切掌握數位教材的內容與難易度。 

1.學習者背景資料 

性別：不拘，男、女皆可 

年齡：主要為剛進入公司的新進人員 

特色：想要更有效率以及快速的了解公司以及公司產品 

2.學習者使用媒體的經驗  

學習者平時皆有使用電腦的習慣。平常習慣瀏覽網頁，而每人每日固定使用電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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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約 2 ~3小時以上。因此對於數位教材這方面的電腦技能沒有問題，而且對數位教

材是感興趣的。 

3.先備知識與課程起點能力 

學習者必須有電腦基本操作能力 

4.學習意願  

學習者主要針對公司的新進人員，想要在最短的時間裡，來熟悉公司文化以及了解

公司產品，而公司新人對於公司產品以及包括保養與彩妝等缺乏詳細的了解。因此學習

者在學習產品知識、保養與彩妝的基本技巧上的意願非常高。  

5.學習者之特殊特性  

學習者不只對於數位教材的學習意願接受度高，較喜好具互動性、影片式和圖文搭

配的教材呈現方式。希望能有情境模擬，結合實務狀況的方式來學習。  

下列表 5，為本研究根據學習者分析，加以詳細整理之： 

表 5 學習者分析 

教學對象 透過學習者分析， 

以下範圍與條件為此次教材的教學對象設定： 

性別： 男、女皆可。 

年齡： 主要針對剛進公司的新進員工。 

特色： 想在短時間內，更有效率以及快速的熟悉公司文化以及公司產品。 

使用媒體經驗： 平時皆有使用電腦的習慣、每日固定使用電腦或手機約 2 ~3 小時以

上。 

先備知識： 有電腦基本操作能力。 

學習意願： 學習者在學習產品知識、保養與彩妝的基本技巧上的意願非常高。 

學習者之特殊特性： 較喜好具互動性、影片式和圖文搭配的教材呈現方式。希望能有情境

模擬，結合實務狀況的方式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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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內容分析 

透過隨機發放問卷的方式以及學習者的分析，我們得知以下幾點： 

1.學習者想要在最短的時間裡，來熟悉公司文化以及了解公司產品。 

2.學習者對於公司產品以及包括保養與彩妝等缺乏詳細的了解，因此希望學習產品知識、

保養與彩妝的基本步驟；因此我們會將「化妝的步驟」以具互動性的方式來教導學習

者化妝的步驟與技巧 

3.學習者自身多半有化妝的習慣，所以有興趣學習這份數位教材。 

4.學習者雖然自己會化妝，卻也不太清楚自己的膚質，也不知道產品中的成分分別有什

麼作用，因此我們設計了「膚質檢測」和「判斷成分」兩單元 

5.學習者普遍對清潔的定義不太了解，所以數位教材中會針對「清潔」做完整的解說 

6.由於公司產品有指甲油以及髮餅，對於「指甲彩繪」和「髮餅的使用」，我們將以動

畫的方式教導學習者，並讓學習者在對客戶介紹的時候更有說服力。 

因此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將課程規劃為：公司文化簡介、產品介紹、膚質檢測、判

斷成分、清潔與保養、彩妝、妝髮與指彩八個單元。 

 

二、設計(單元設計、學習總目標、單元總目標、教學理論、教學策略) 

(一)單元設計 

提供新進人員線上的課程訓練輔助，讓新進人員可以更快速有系統的了解公司產品，

也可從線上數位教材體驗彩妝呈現出來的效果，並且更了解清潔、保養的重要性與化妝

品等開架式彩妝的相關知識，以利日後與客戶介紹時能更加詳細。因此希望透過三小時

的數位教材讓學習者學習，並且達成以下目標。 

(二)學習總目標 

了解公司文化以及產品、區辨自己的膚質、正確挑選其適合的產品成分、了解清潔

及保養的重要性、建構學習彩妝的步驟，並能實際在工作中運用課程所學。  

(三)單元總目標 

下列表 6，為本研究設計之單元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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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單元總目標 

單元名稱 課程名稱 單元目標 學習目標 

第一單元 公司介紹 1.了解公司文化 說明公司願景以及堅持 

第二單元 產品介紹 1.了解公司各項產品 

2.區別不同產品的特色 

知道公司產品的各項特色 

第三單元 膚質檢測 1.歸類自己的膚質是偏向哪一類型 

2.判斷哪種膚質適合什麼樣的保養步

驟 

1.知道膚質可分成幾種 

2.不同膚質的特色 

第四單元 判斷成分 1.區別不同化妝品與其主要成分 

2.連結不同成分會產生的功用並和第

一單元做搭配 

1.說明化妝品的成分 

2.說明不同成分的功用 

第五單元 清潔、保養 1.陳述基本的清楚保養步驟 

2.實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說明清潔、保養步驟 

第六單元 彩妝 1.釐清基本的彩妝步驟 

2.實際運用 

說明化妝的步驟和重點 

第七單元 妝髮 1.運用妝髮步驟 

2.設計符合自己的髮色 

說明妝髮的步驟與重點 

第八單元 指彩 1.運用指彩步驟 

2.設計符合自己的指甲彩繪 

說明指甲彩繪的基本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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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理論 

下列表 7，為本研究設計之各單元教學理論： 

表 7 各單元教學理論 

單元名稱 課程名稱 教學理論 教學策略 

第一單元 公司簡介  

 

ARCS動機理論、 

情境模擬、 

蓋聶的學習條件論 

講述教學法、概念教學法 

第二單元 產品介紹 講述教學法、概念教學法 

第三單元 膚質檢測 講述教學法、概念教學法 

第四單元 判斷成分 講述教學法、概念教學法 

第五單元 清潔、保養 影片觀賞法搭配講述法 

第六單元 彩妝 影片觀賞法搭配講述法 

第七單元 妝髮 影片觀賞法 

第八單元 指彩 影片觀賞法 

 

陸、結論(製作心得分享、未來實施、後續評鑑方式建議(Kirkpatrick、CIPP)) 

一、製作心得分享 

在建構這套新進人員數位教材過程中，最終的成效是希望可以利用這套教材，來取代以

往紙本長篇文字敘述，造成新進員工無法快速吸收資訊或是抓不到重點的缺點；因此藉由數

位教材的方式，讓員工可以更加深記憶。因此，在建構每一單元時，最困難的部分會是要如

何將紙本的資料轉換成互動媒體的方式來呈現，包含課程內容的呈現、文字的敘述、搭配旁

白以及主要視覺，像是影片、圖片、動畫的呈現方式都會需要加以設計，更要去思考怎麼樣

的視覺呈現，會是最吸引學習者，進而能達到學習成效以及最能幫助學習者加深記憶，讓學

習轉換成長期記憶並反應在學習者的工作成效上；而在實際以動畫、媒體方式呈現以前，會

先以紙本的腳本，來建構每一個的單元的教學內容，確定每一個單元的過場內容、搭配教學

方法；除了呈現的方式，也要先進一步詳細了解每一個的單元所需要用到的專業知識技巧，

舉例來說：公司的美妝保養產品的詳細資訊，並以步驟結合產品資訊的方式，加強新進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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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妝保養的專業知識，將互動多媒體放入訓練教材中，讓新進員工可以冷靜解決顧客的

需求以提高工作品質。 

 

二、未來實施 

現在是科技發達的時代，高科技讓人們可以有效率的提升能力或是減少人力和成本，也

有越來越多企業想以數位教材的方式來訓練員工。 

以本研究為例，提出以喜蜜國際為例的新進人員數位教材的概念建構，數位學習的定義

是結合了網際網路的技術與學習，可隨時選擇所需學習的項目，並即時得到多樣性的知識學

習（楊晴惠，2006）。線上學習可以縮短教育訓練的時間，讓訓練人員和新進人員不一定要

面對面才能傳授知識，在家也可以利用電腦進行學習，除了在公司受訓之外，員工在回家後

也還能藉由數位教材，再次反覆練習，數位教材的測驗系統可檢測員工是否真的有認真學習

以及達到學習成效，更可以讓員工自我檢測，幫助新進人員隨時能增加企業相關知識與產品

知識，不斷充實自己。 

 

三、後續評鑑方式建議(Kirkpatrick、CIPP) 

企業導入數位教材可以節省人事訓練成本，讓新進人員可以更快速有系統的了解公司產

品，也希望可以從線上數位教材體驗彩妝呈現出來的效果，並且更了解清潔、保養的重要性

與化妝品等開架式彩妝的相關知識，以利日後與客戶介紹時能更加詳細。而互動式數位學習，

互動的方式主要是通過文字、影像、聲音、圖片來溝通，互動機制的設計好壞，都會影響使

用者的學習成效與意願，因此在設計數位教材時需要兼顧許多面向之間的關係整合運用。一

個發展中的數位教材，一定會受到正面或負面的回應，這樣才能有進步的空間；根據何祖鳳、

陳俊榮及陳銘欽（1998）提到教學的系統評鑑，主要由教材適切性、合作互動性、介面是否

美觀為主要幾個評鑑項目；以本研究為例，後續評鑑方式建議可以以 D.L.Kirkpatrick (1959)

的 Kirkpatrick 四級評鑑或是 CIPP 模式，來評鑑此份數位教材，以完成最後總結性評鑑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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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irkpatrick 四級評鑑中包括： 

1.反應（Reaction Level） 

評量學習者對有關新進人員數位教材的課程安排、教材內容、設備、教學方式及單元

時間長短的感受程度。以問卷調查或面談的方式，在整份數位教材結束後進行評鑑。 

2.學習（Learning Level） 

評量學員對新進人員數位教材使用的態度、所吸收的技能與知識程度。以筆試或實務

情境模擬的方式來評量，在整份數位教材結束後進行評鑑。 

3.行為（Behavior Level） 

評量學習者是否將學習轉移到職務的工作上，以及是否表現出來所期盼的行為改變。

如果訓練無法移轉在實際工作上，那麼新進人員數位教材將不會對組織產生任何效益。以

問卷或實作測驗、情境模擬的方式，在整份數位教材「結束後一段時間」進行評鑑。 

4.成果（Results Level） 

評量學習者對公司業績成果是否有直接且具體的貢獻。例如：工作達成率提高、產能

增加、效率提高、不良率減低、業績提升、客戶抱怨的減少、產生更多利潤等。以成本效

益分析法，在整份數位教材「結束後一段時間」進行評鑑。 

 

另外也可以 CIPP模式輔助 Kirkpatrick 四級評鑑來進行評鑑；在 CIPP模式中，評鑑項

目包括： 

1.背景（Context Evaluation）：確定新進人員的訓練需求與目標。 

2.投入（Input Evaluation）：決定新進人員數位教材使用的方式以及方案設計與規劃的策略。 

3.過程（Process Evaluation）：新進人員數位教材的監督控制與回饋。 

4.產出（Product Evaluation）：使用新進人員數位教材後，衡量目標需要達到的程度。 

 

一般認為，結果是最難評估的指標，因為除了員工績效表現外，也還有其他因素需要可

量進去，包括學習者的學習態度、使用數位教材時的環境以及設備，甚至是學習者對於使用

數位媒體的先備知識，這些都會影響公司的這份新進人員數位教材的使用效能。因此，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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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時，要多方面的搜集資料(如:員工銷售的營業額、成本、員工工作態度、客戶滿意度…等等)，

才會是最全面並且有效進行績效衡量評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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