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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微型学习以移动终端为载体，与移动学习相比，具有短小、松散、实用、非正式性

等特征。随着移动终端的飞速发展，学习的方式经历网络学习、移动学习到微型学习的

发展。 

企业员工是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员工的发展影响着企业的进步，研究如何促进企

业员工学习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微型学习的微型性和非正式性符合企业员工

的学习特点，调查企业员工微型学习很有必要。利用移动设备提高企业员工微型学习是

本文的研究内容，也是本文的创新点。 

调查发现由于微型学习的这种非正式、随机性、自发性和碎片化的学习特质，企业

员工微型学习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学习的自由度太大导致了松散的学习过程，

丰富的数字化资源中往往迷失学习路径、始终依靠一种终端造成学习过程太单调呆板、

非正式的学习结构导致学习目标不明确、工作与生活的冲突往往学习时间把握不好等

等。产生这些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企业员工微型学习过程中缺乏学习的系统设计，在

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缺乏引导和帮助。因此，为企业员工微型学习设置学习支架系统极有

必要。 

本文利用 JAVA 作为开发语言，Eclipse 作为开发环境，安卓模拟器作为开发软件，

使用 SQLite 数据库技术，开发支持企业员工利用移动设备进行微型学习的学习支架系

统，以期促进企业员工的微型学习。 

关键词：微型学习；企业员工；学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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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carrier of Micro Learning is mobile terminal equipment, compared with the Mobile 

Learning,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loose, practical, informal.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rminal equipment, learning style experi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Learning, Mobile Learning and Micro Learning.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are mainstay of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staffs’ 

development affects the progress of the enterprises, study on how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of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 learning conforms to the study characteristics of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it is necessary to survey the Micro Learning of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It is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innovation point of this article to of using mobile devices to improve 

new generation enterprise employees’ micro stud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formal、randomness and spontaneity of Micro Learning, the learning of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still exist many problems, mainly displays in: the freedom of learning results in 

incompact learning process, rich digital resource make learners lost their learning paths, 

learners always rely on a terminal result in the dull and rigid learning process, the informal 

structure of learning result in ambiguity goals, the conflict between working and life affects 

the learning time. The reason of these problems main is the lack of system design of the 

Micro Learning to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the learners lack the guidance and help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the learning scaffold system for the 

Micro Learning of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This paper use JAVA as a development language, the Eclipse as a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Android Virtual Device as the development software, use SQLite database 

technology to develop the micro study of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of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micro study. 

Key Words: Micro Learning;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Stud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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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从甲骨文、简书、帛书、纸质图书到电子图书，人类的学习方式经历了几代变迁，

学习方式是伴随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进化。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代科技革命的到来将

人类从工业社会带入全新的数字化文明时代。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

存》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信息时代就是一个数字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四根主要

支柱: 第一个是自然界的一切信息都能够通过数字来表示；第二个是计算机只能通过数

字 0 和 1 来处理所有数据；第三个是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方法是通过 0 和 1 的数字处理来

实现的；第四个是人类是通过运送 0 和 1 的数字作为载体将信息跨时空的传送到世界各

地[1]。”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式发展已经是势不可挡。

企业的发展紧跟着科技的进步。作为企业的核心，企业员工的进步代表着企业的进步。

由此可见，在以网络技术、移动设备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下，如何促进企业员工的学

习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1.1.1  移动终端的普及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下出现了大量的电子书

阅读材料和电子书阅读器。信息的载体是依附着信息的变化而发展，从印刷术到数字化

的信息形式变化引发传统的纸质书籍向电子设备的变革。台湾“中央大学”网络学习科

技研究所所长陈德怀教授曾指出：“在未来的十年中，便携的个人无线网络技术将能无

所不在地进入学习者的生活和学习中[2]”。全球权威机构新媒体联盟（NMC）在 2011

年发布了地平线报告（Horizon Project），在这一报告中曾指出：电子书和移动设备等新

移动终端技术将影响人们进行沟通交流、获取信息、联系同伴以及学习的方式，甚至影

响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3]。时至当下，这些预言正变成现实，电子书阅读器和移动设备

已经在学习领域得到极大关注及应用。由此引发学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传统

的纸质阅读到利用包括网络超文本、手机等在内的电子书阅读器进行的数字化阅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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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正式学习转变的利用移动设备进行非正式学习。移动终端的普及对人类生活的各

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中，非正式学习在学习谱系的比重得到了历史性

的增强。网络技术和移动设备等新媒体的普及催生了网络学习、移动学习、泛在学习以

及微型学习等学习方式。在这些新的学习方式中，学习的空间得到了拓展，学习资源得

到了丰富。在触摸屏等移动设备的广泛使用中所提出的微型学习概念是人们对学习方式

的再一次审视。微型学习是新媒体技术——移动终端实现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学习方式。 

1.1.2  微型学习的特点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使新生代企业员工逐步成为未来人才市场的主力军。作

为数字原著民，企业员工相对于年长员工通常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

他们乐意利用高科技设施带来的便利，并且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和技能比较自信。2002

年，闻名全球的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Mercer HR Consultiong）对 2600 多名美国员

工的工作和组织的态度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不同时代员工的工作态度有较大的差异。

与 25 岁以上的企业员工相比较，在 18-24 岁年龄段中，大多数员工更乐意投身于创新

活动中[4]。对于 IT 业、服务业等新兴企业来说，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是企业寻

求优势和发展的制高点，如何吸引、激励、提高和发展企业员工的能力是企业发展要面

对的巨大挑战，普及企业培训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途径。然而，在重商文化盛行的现

代社会，对于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来说，普及企业培训不仅仅是企业体制的改变，更是企

业文化的转换。传统的企业培训方式如政府模式、企业模式、社区模式、NPO（非盈利

组织）模式、自助模式等通过面授或集中授课，占用了工作与休息时间，大多中小企业

看重眼前利益，而无法兼顾员工发展对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微型学习的出现为解决

培训与工作的矛盾提供了新的契机。 

1.1.3  学习支架系统设计的重要性 

微型学习是一个新的学习领域，旨在探索应对日益增加的终身学习需求以及社会成

员按需学习的新途径。PDA、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出现和发展为微型学习提供了新的

现代化工具，微博、微课的出现和发展为微型学习提供了学习资源。企业员工是现代数

字化社会的原著名，他们从小接触电脑、手机、网络等数字化工具，随着我国由工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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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型，他们逐渐成为未来企业赖以发展的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因此，

企业员工有能力、有需求运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学习。而由于企业员工的工作特征，决定

他们的学习特征以碎片化非正式学习为主，微型学习以其短小、松散、实用和非正式等

特点迎合了企业新生员工的学习需求，使其非常适合成年人展开 3A(Anytime, Anywhere, 

Any content)的短时学习，为员工知识储备的增加和业务学习提供更方便的途径。20 世

纪著名的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曾指出：今天，大多数的学习是发生在课堂以外的，

通过阅读报纸、杂志，观看电影、电视以及收听广播所传送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学校的

正式教学和课本中所传送的信息量[5]。微型学习的特点使其成为企业员工规范化培训形

式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然而，企业员工微型学习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学习

者在丰富的数字化资源中容易迷失、学习者认为学习过程太单调呆板、学习目标不明确、

学习时间把握不好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多种，而微型学习作为非正式学习形式，

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微型学习在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缺乏对学习者必要的引导和帮

助。因此，为提高微型学习效率，加大微型学习适应企业员工学习需求的优势，探索企

业员工微型学习的现状和策略，针对微型学习自主学习的特征，为学习者设计学习支架

系统对大部分中小型企业提高人力资源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微型学习研究现状 

微型学习的发展是从数字化学习（E-learning）、移动学习（M-learning）的发展过

程中分化演变出来的，数字化学习和移动学习的研究最先出现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和地

区，在那里，他们的教学模式无论是正式学习的或者是非正式学习存在的问题是大多照

搬普通学校教学的培养模式，强调全面的、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和学习方式，课程内容、

学习方法都不能满足成人学习的特点和要求[6]。因此，移动学习（E-learning）的研究领

域开始了关注如何为成年人的移动学习设计既符合移动学习终端要求又符合成年人学

习特点的新型学习模式。此时国际已经开始出现专门致力于微型学习的研究组织，并从

2005 年开始每年召开微型数字化学习国际学术年会。 

在 2005 年举行的首届微型数字化学习国际学术年会中，来自奥地利的学者林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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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ner)首次将微型学习定义为一种指向存在于新媒介学习生态系统中，基于微型的内

容和微型的媒体的新型学习方式[7]。另一位来自欧洲的学者布鲁克(Bruck)在认同微型学

习是一种基于数字网络新媒体环境中学习形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于微型学习所包含的

一种新型的知识结构组织[8]。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对微型学习概念基本达成共识，认

为泛义而言这个概念越来越多的被用来描述人们开展非正式学习，在微内容、微媒体和

微任务环境中获取知识的一种方式，特别是那些基于 Web2.0 和无线网络技术的活动[9]。

而此后的微型学习所关注的主题多聚焦在网络学习、企业学习以及在微型学习中个人能

力建构等方面。如 Peter A.Bruck 在 2006 年提出“微型学习是把知识分解为小的松散的

但相互关联的学习单元，并且是在人们日常交流和工作中就可以进行学习的活动[10]”。

Martin Lindner 在 2007 年从三个方面界定了微型学习的概念：第一，微型学习是指向理

论和实际问题的，是在数字化微型内容和微型媒体的基础上对学习的重新规划；第二，

微型学习对现有的教学和教育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因为它提出了“松散和分布式知识”

“即时知识”“关联知识”和相关的新的概念；第三，由于它首先不是一个理论，而是

一种经验概念，因此要用实验的方法来对待微型学习，分析、设计和开发具体的“微型

学习应用程序”和“微型学习内容[11]”。综合以上微型学习领域中的专家学者观点可以

总结出微型学习的特点是体现在“微”字上，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微”既有“细

小，轻微”的意思，又有“精深奥妙”的解释。微型学习中的“微”不仅仅体现在时间

上的“微”也包括内容上的“微”，并且这种特点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而微型

学习的学习环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Theo Hug 在 2005 年把微型学习的环境归为“人

们日常交流和工作环境”，并没有体现数字化特点。到了 2007 年，Martin Lindner 就着

重强调了微型内容的数字化。到目前为止，数字化阅读设备如智能手机、PDA 和平板

电脑的普及催生了以微博及微视频为载体的微课程等微型学习模式的诞生和发展，微型

学习的内容和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 

国外对微型学习的研究发展比较早，微型学习的主要关注点是对微型课程的开发和

发展。从国外微型课程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微型学习的发展历程，微型课程的词汇变化

经历了从 Minicourse、Microlecture、Microlesson 等。美国阿依华大学附属学校于 1960

年首先提出微型课程（Minicourse），也可称为短期课程或课程单元；新加坡教育部于

1998 年实施的 MicroLESSONS 研究项目，涉及多门课程领域，其主要目的是培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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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构建微型课程，其课程一般为 30 分钟至 1 个小时，教学目标单纯集中，重视学习

情境、资源、活动的创设，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架，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一系列支架

帮助其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2004 年 7 月，英国启动教师电视频道（www.teacher.tv），

每个节目视频时长 15 分钟，频道开播后得到教师的普遍认可，资源的积累达到 35 万分

钟的微课视频节目； 2008 年秋， 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一分钟教授”戴维•

彭罗斯（David Penrose）因首创了影响广泛的“一分钟的微视频”的“微课程”

（Microlecture）而声名远播，其核心理念是要求教师把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紧密地联

系起来，以产生一种“更加聚焦的学习体验[12]”。从微型课程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国

外越来越重视以“微型课程”为主题的微型学习的发展，微型课程的形式也从最初的教

案式教学到后来的微视频教学，这个历程也包含了移动设备发展的支撑。 

1.2.2  国内微型学习研究现状 

国内对微型学习的研究始于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教授。2008 年，祝智庭教授在《中

国电化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微型学习领域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微型学习的概

念与特征、资源建构、对非正式学习实现的价值和意义等等。基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

深入分析，以及对概念英文原词“Micro”所蕴含的微、小、轻、快等多重含义的细致

拆解，学者们认为微型学习中的“微型”既表示学习内容组块的知识含量和学习时间长

短的跨度体量，也蕴含着对这种学习品性格调的特质描述，因而，微型学习在学习内容

资源层面可以被理解为，微小的学习内容组块通过轻便的学习媒体设备可被轻易地获

取、存储、生成和流通；在学习体验层面,微型学习也表征着学习者在相对轻松的心态

中获得一种轻快并带有愉悦和满足感的学习体验[13]。在实践的操作上，微型学习理论的

提出促进了微型课程的产生和发展。最早提出“微课”这一名词的是广东省佛山市教育

局教育信息网络中心的胡铁生老师，他在 2011 年率先提出“微课是指按照新课程标准

及教学实践要求以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针对某个知识点或

教学环节而开展教与学活动的各种教学资源有机组合[15]”。同时他也进行了系统的实践，

在佛山地区进行多次微课试点。然而胡铁生老师所代表的国内微课程的发展大多是面向

对学校教育的补充，视野比较狭小，并没有拓展到其他领域的培训当中。因此，在继承

国内已有的微型学习的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继续探索对企业新生代微型学习状况以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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