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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娥的行勤事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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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踏入知哉爆炸年代'成人牵营舆教晕的需求，舆日俱增'加上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域、更繁密经贸睛佳的安排、自由行反合黄格境内模椿技黄者言十割等的香展，在

面睡 E大商槽的同峙'我伺亦要面封前所未遇的挑载。主每此，终身牵霄是维持成功的必

然手段。本文探苛如何有效地庭用行勤牵霄'盖介绍行勤牵营的起源及好庭，然後苛言含

有效的牵营方程式及如何利用牵霄凰格提高牵晨在牵营小组中晋挥最好的成效，芷建言在

牵真用李营日捷、营助研究牵间。 

【阁键自】 行勤牵霄;串营方程式;牵霄凰格;牵霄小姐;牵营日达

行勤肇营之教肇模式

踏λ知戴年代，各企棠扇面到目前及未来的挑鞍，必须提偏其人力资源'

强化他俩的肇营能力，才能在道剧蟹的瑕境生存芷取得成功。在虽工方面，他伺

亦不可能忽ff~~重E大的遛势，因此格身事营是自我增恒的不二法同'目前景营方

法有很多麓'行勤事营(action learning)越来越受歌迎及受到各界的重嗣。

何谓行勤肇营

羁遇的我舍忘掉 I hear and I forget 

克通的我舍记得 I see and I remember 

做遍的我便明白 I do and I understand 

我例所要牵营的工作，我何要在工作中牵霄 

Whatwe have 的 learn to do , we learn.by doing

行勤事营(Action Learning) 芷拌崭新的辜百万法，遗在巍千年前'我问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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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行勤牵霄

已耀在行勤中肇霄，但是把行勤宰营规笛化的是英国辜者Professor Revans在第二次

世界大鞍峙，他舆多位需员商得费壁者共事峙所臀费 (Marsick and 0 Neil , 1999) ,

首先他在磺塌及譬院中宣施，取得踊人成撞'後来世界各地很多大事都相握探用

行勤肇营运模式。 Revans割行勤肇营的描边是在困黯中同志程由判断性罔题，新

耀l牒，反思迪程中互相壁营。他没有很群锢清晰把行勤肇营定萎下来'同峙更就

假如有一天行勤肇营可以用文字浩暗描边，那行勤肇营也没有什麽作局了 (Smith ， 

1998) Revans ii-忍痛肇窑的阔键是如何提出通富的罔题。日本人所提倡的品黄圈0 

(Quality Control Circle)概念也来自行勤肇营(McLaughlin等人， 1993) 。

不同的肇者封行勤宰营有不同的定薯，下面引边巍锢常克的定蕃:

行勤晕营是一粗扇了在工作上有所行勤而同峙袭展佣人肇营能力'利用提闰及反思

来互相壁窑的温程(Harrison， 1996) 。

行勤宰营是费展智力、感情及髓力的方法，它要求肇虽宿撞参舆解泱真置、搜索住和

迫切罔嚣'促而明黯地改善他在有阔罔嚣的镇域上的行属表明(Smi由， 1997b; Marsick

等人， 1999) 。

肇营要壁食如何探取有效行勤，而不是罩罩推蘑意晃'有回行勤肇营的项目必缰封

旱虽来就是重要的，他伺在肇营小姐中能费挥最大的效益仙 1urnford ， 1995) 。

行勤肇营要求旱虽鱼责本人的费展'泱定事什腰、何暗及如何去晕'包括何暗停止

和如何珍惜所肇到的(M cLaughlin 等人， 1993) 。

舆一般肇营不同'行勤肇营的主要目的是肇舍在有凰除情况下如何提出通富罔题，

而不是封他人所定薯的罔题提供答案'言麦等答案益不容辞有不明榷的情况，因篇答

案是固定的 (Keys ， 1994) 。

行勤肇营可以提供倏件命事虽成属企棠内的"国同" '企菜可徒行勤肇雪中

得益，行勤研究一方面要求有事街界的最莲水平'更舍替企棠解泱罔题，而外聘

的1m罔在完成工作後便舍蘸去，但是行勤牵营的晕虽在完成"醺罔填目"後，仍

然舍留在企菜内，孰行及量察项目的道行'晕虽可因此行勤壁营的项目而费展在

企棠的事棠，裂道真正的雯蠢局面 (Koo ， 1999) 。

下列有阔行勤肇营的铜址，可提供更多更新的凯息: 

http://www.12manage.co m/me也odsJevans_action_learning.html 

http://www.bilk.ac.uklcol1ege/research/al1pd/Glossary.htm 

http://www.communities.qld.gov.au/department/缸turedirections/resourceslaction.html 

http://www.goshen.edu/soan/soan96p.htm 

http://www.gwu.edu/~bygeorge/021804/actionlearning.html 

http://www.ifal.org.uklifalhomesi5 .html 

125 



IiIlU 

亚洲(澳同)圈降公阅大牵牵辍 

http://www.ifa1-usa.org/index.htm
 

http://www.imcassociation.edu/imcassociation/
 

http://www.1earningandteaching.info/teaching/action_1eaming.htm
 

ht叩 ://www.natpact. nhs. uk/cms/274.php 

h句://www.revans-university.edu/h皿llrevans.出p 

http://www.scu.edu.au/schoo1s/gcmfaralpactleam.htm1 

http://www.t1ainc.com/csmal. h回 

http://www.uq.net. au/~zzbdick dlitι

行勤肇窑的特徽

程常被引边的晕营方程式 (Learning equation) (岑明援， 2006; Mann，等人， 

2004; Koo , 1999; O'Neil , 1996; Beaty等人， 1997; Chan , 1994; GregorY,1994; 

Mumford , 1995 ，)如下: 

L=P+Q 

Learning = Programmed Knowledge + Questioning Insight

肇营=确有知戴+具洞察力的提闰

{事就教育主要集中傅授理有失D~哉，考言式制度亦注重背言己瑰有知哉'富然道攘

的做法'在基睫教育上是必须的，但是随著年隘的增吴，成年在眼人士在接受檀

雄瑕境蟹化的挑鞍，罩靠傅毓瑰峙(甚至乎是温恃)的知裁是不足绚的，除了要保

持及更新项有知截外，要肇舍提出具洞察力的看法，道攘的壁营模式，正是行勤

壁营的精髓所在。

随著峙代的演涯，程脸的累疆，上边的肇营方程式亦膺有所修改，它不雁是

一锢刻板的方程式，首中P及Q的通首比例，膺取泱於: 

A (事营意度 Attitude); S (肇营技巧 Skill) 及 E (事营瑕境Environment) 

*	 肇营憨度:每伺人封P及Q的取向盖不一攘'有些人倾向探用傅航的理有知

薪'亦有人喜散用;思考去提罔，委掘新知载。最好的壁营其萤臆同暗具偏

有P及Q 。牵霄售、度首然也包含壁霄泱心及自律。 

*	 肇营技巧:晕真要晕舍如何事雪(learn to learn) ，靡用事官凰格的特色(晃下)

，有效的行勤肇营可在壁营小车且(l earning set)中培番，壁虽要肇舍如何反思、

肇营的温程及瞬得如何有效利用新科技(如:互聊姻、雹部、博客、调 f象舍

二蘸、雷子圄喜筒、光碟)提高事营的效率。

中	 肇营瑕境:有效的行勤研究、行勤肇霄，最好舆晕虽工作有圃，在道方面'

事真的健主封事虽的支持是粗重才重要'尤其在榷定行勤研究题目及搜集敷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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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如健主能在壁雪上有所资助， ~IJ更佳。其寅行勤事营正是企棠可以以

金钱回丰匠(晃下嚣程成效需估)把培剖娶属有雪效的投资。

一锢臭好的壁营小车且可以大大提升肇虽的肇营效益，事营小粗成员膺、由有不

同背景的人粗成，他例有互相捕充到方不足的能力，互相憾助其他粗昌'提供意

克及鼓励'解泱在肇营温程中遇到的黠题。如果瑕境言午可，肇营小粗成虽粗合'

除了根攘壁匿及工作程蝶之外'渥可利用晕营凰格来遣撵晕营小粗成真。 Mumford 

(1996) 列翠以下肇营小姐的目的:

非 踢助其他粗虽董定晕啻吕震、峙团表、及期望成果;

牢 路助他人测就及澄清意冕;

牢 鼓励封方探取行勤;


串 分享解泱罔题的看法;


非 量察小粗及各成虽的事营造度;


中 樵前事营小姐的效能;


串 挫制佣人和小粗的肇营;

非 樵前及改善全髓的肇营情况。

每锢人都有喜散探用的肇营凰格 (Learning Style) ，根操Honey和 Mumford 

(1 986)的看法'壁营凰格有四颊: Activist(行勤者) ; Reflector (反思者) ; Theorist

(理输者); Pragmatist (黄践者)。他俩鼓击了一份有八十倏题目的罔卷，量度晕虽

在道四颊肇营凰格的倾向。以下是各有隔壁营凰格的题曰:

非 Activist (行勤者)有以下的特徽:

在渥未考庸、可能後果'已侄探取行勤;

相信正规程序及政策舍封自己有所限制;

韶属由基於感壁而探取的行勤舆程小心考庸、及分析後所作的行勤一模

理想;

舍主勤找寻新的程滕;

相封贾隙意晃来前'到新解不卒凡晃解更感舆趣;

喜散接受一些新群及不同的挑鞍;

享受舆活滋爽快的人士交往;

倾向公阔本人的感曼;

遣捧到事件作一锢重活及即峙的反臆多於事前作言十重 II ;
面封冶静、深思、熟庸、的人感到不自然;

享受目前峙刻鞍想及温去或将来更加重要;

在前输温程中'通常舍崖生很多即舆的意晃;

很多暗候'相信规则益不需遵守的;

整幢束前'就舌H寺候比暗瞟碍候属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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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散多甜言古;

首事件出错峙'柴意把它放下，同暗根攘程除去做;
i 

野正就的目穰及IT菌感竟有~力;

通来温社交塌合添加活力;

很快便翻规割及E真相工作感到康倦;

享受面封殷剧性危模的剌激。 

* Reflector (反思者)有以下的特徽:

喜散工作能提供充份的峙罔作革偏及重施;

知道能徽应完成工作而感到踊傲;

小心解辉手中敷攘而避竞惫於下定揄;

小心考虑多锢不同方案才作出泱定;

在作泱策前莲慎留心烟筒;

小心不舍温急下定揄;

喜歌有很多资料来惊，敷攘越多越好;
'II 

在前出本人意克前'舍先带黠、别人的克解;

在自揄中，喜歌翻察其他参舆者的行角;

到工作的急迫限期感到慎恼;

常被性惫的人所剌激;

相信深思熟庸、的泱策较靠直壁而作的泱策属佳;

邃撵抽雕琪塌， ~是不同角度去考虑;

倾向舆别人前前真懂事件多於社交言笑话;

撰窍辍告峙，舍萤偏不少草稿;

在作出泱定前，舍考庸、不同情况;

在自输中'喜敷探用比较低姿慧的意度

在探取行勤前作小心的思考;

一般情况下，盼黯多於甜言古;

喜敷查察他人的想法。 

* Theorist (理揄者)有以下的特徽:

强烈相信什麽是剖，什麽是鳝;什腰是好'什!要是壤;

用按步就班方法去解泱胃题;

程常查言写他人的基本假鼓;

有自律(倒卖畸吉盒、莲勤、遵循例行革己律，等等) ;

较容易舆具莲辑及分析能力的人交往'而较黠舆即舆及焦理性的人

交往;

不喜歌雄菌L事物，莲捧把事件安排整漂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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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行勤牵霄

把行勤道接一般原则;


舆工作之同事保持距离在;


很妻佳作出即典的意晃;


容易渥怒程率的人;


再作局完美主萎者的倾向;


常在别人的击者黠中投出矛盾及弱黠;


相信具渥辑、有理攘的患锥舍成功;


熟衷用渥辑方法技寻答案:


在舆别人的前击中，曼得本人是最公卒'最客翻的;


喜歌能约将理暗行勤莲接吴建及较大的前景;


封不能用建辑方法的人立JL~客氯;


熟衷探索事物的基本假鼓、原虹、及理揄;


喜散舍蘸跟既定藩程，有系就地道行;


避壳主翻及含糊的揄题。
 

*	 Pragmatist (贾践者)有以下的特徽:

舍筒罩及宦接把本人的看法就出来;

舍重嗣事情能否被雪路;

在黯到新意晃峙，舍立即聊想到如何雁用核意克;

如目前程序、政策能把工作有效完成，员 IJ集於道徒有阔程序及政策;

在前言命中，喜散宦接到题(言才揄重黠) ;

喜散立刻到题(前揄重黠) ;

容易被桐船?析、流程圄、程序分析、槽蟹言十割等所吸引;

倾向用重瞟效益准则需估别人的意克;

在舍蘸中，舍提出萤用及重隙的意晃;

容易找出更佳、更重用的方法把事情摒妥;

相信艾宇部告靡筒短及到题;

喜歌别人虚事峙，用黄菊方法多於理揄方法;

在甜言命中封氟罔及睡建项目感到不耐:填;

熟衷曹前'以罹保罹重可行;

在前输中，常常扮演雪霸主意者的角色，提醒他人要到题，避竞煞捐

推测;

倾向反封即舆的意晃'言忍属他例不鼓重隙;

在多数情况下'韶局逮到目的而所探取的手段是值得的;

属求把事情掰妥'毫不介意侮害别人的感受;

舍探用最快捷的方法把事情掰安;

不理舍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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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营凰格的董定可以用上边的特微多寡而定，表现最多的特徽便是鼓人喜

散用的肇营凰格'事霄凰格本身是由肇虽畏暗阔的生活及肇营籍居会所累横而成'

不同凰格本身波有"好舆壤"或"封舆结"之分，它只是代表了锢别肇营的壁营

方法及取向而已，而各不同的事营凰格韭#互相排斥的，一锢事虽可以同峙具俑

多温-~重肇营凰格，但一般的情况下'每人都舍有一或雨伺较明颖的肇营凰格'

同峙假以峙日'主要营凰格是可以更改的。以下是不同事霄凰格人士的筒介(强琪、

弱厦、喜爱、!哥惠、J!!探用的晕营方法: 

Activist (行勤者)

强项:重活及胸襟阔大;追求挑载及新解事物;集翻及不舍抗拒蟹革。

揭项:没程思考便己行勤;容易!献倦及冒除;不留心烟筒。

喜爱:营作;小粗工作;婆去。

!霞惠:聚精舍神地暗黯、;被孤立;事前及温程中的梭宵。

靡探用的事营方法:要好好利用攘有的重活性及接受挑勒的意膜;重量要

小心胎黯;董定 5十副芷黯取他人意晃;加强横言寸本人的工作。 

Reflector (反，患者)

强填:小心韭深思熟虑;盼黯和翻察能力;徽应茧井井有{康。

揭理:温於小心'不绚泱断;勉强的参舆者;作泱策峙#常'隆。

喜爱:喜歌带辑和翻察;分析及研究;喜作事前及温程中的樵前。

原惠:自费事件;敦攘不足绚的情况;有峙罔~力。

臆探用的事营方法:在小粗的情况下遣用繁密思稚的强填;在小粗活勤中

要更泱断;多作号轰轰。 

Theorist (理揄者)

强项:有东己律、温辑、理攘和客翻的思、稚;能提出探索性的罔题。

弱理:缺乏横向思稚;不能容忍、模夜雨可的情况;倾向属完美主莞者。

喜爱:喜散把事件舆意克逼接起来;把不同事责融合起来;接受智力的挑

载。

!献恶:没有粗撒的工作;欠佳的方法;主翻及亘蟹的资料。

膺、探用的主要官方法:分析技巧封研究工作至篇有用;蛊力在限期前完成工

作;曹前用新的方法去解泱问题;除了考虑是否理想、外渥要考庸、是否重用;

曹武冒除! 

Pragmatist (寅践者)


强项:贾隙及理重; I直接到题;能臆用知]哉。


弱理:浸耐;填;太重掘工作。


喜爱:可量度的精揄;雪路方案;道献。


!原害、:柏理揄;假鼓的情况;雪路峙遇到的障碟。


冒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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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军探用的事营方法:善用雪路主萎去推勤事情;考虑满足圄髓和工作的需要;

不要程常探用第一伺方便的解泱罔题方案;多考虑探用假鼓性的思考。

一锢成功肇营小粗的成具靡具偏有不同的工作及人生程蝶，肇偏喜晨'和不


同的佣人肇营凰格'以互楠不足'互相合作及鼓励，洼致持久的路同效臆。除了


肇真到本人的肇霄凰格及相隔特微有所言忍戴Z外，最好渥要了解肇营伙伴(事营小


粗的其他成虽)的肇营凰格。


壁虽膺事舍如何辜霄'立E培萎具好的事营霄'眉，才可以真正地格生肇窑，其


中一倒有用的事营霄憬是撰霜事雷日益 (Learning Diary) ，肇营芷#只限制在事校


裸堂内，其置在任何地方，在任何峙罔都可以是肇营的模舍。肇虽可以在好的例子


中事霄，肇他人好的作法，其责晕虽也可以徒差劣的例子中事霄'肇如何"不"去


作道些差劣的行痛。晕营日器是肇虽把他器爵值得擎的事物言己盘录下来的肇亩'道


事雷日器是一锢很有用的工具'需助晕虽僻、东吉在不同地黠、不同峙固所肇到的知


载。把事雷日琵再撞展一下，壁虽更可用肇雷日蒜来自鲸每次看完一本蓄，或一


份文献的心得'假以峙日， ~董事营日器重才撰写研究揄文中文献锦秸有莫大需助。


由於知载以爆炸的速度增晨'我例要利用80-20定律来挑遣须要肇营的柬西'探


用‘必知者知之'不必知者可不必知之' 的肇雪方法，而堕营日琵是要把必知的


知戴盖章录下来'需助日後的壁营及JJ!用。


徒擎晨角度探前如何有效去肇营

肇营是人生必程的陪段'如果晕啻如何肇霄，每一天'每-刻都是肇营的峙


刻。首然根攘不同人生陪段'不同瑕境'不同目摞，不同取向擎剧，我伺舍探用


不同的肇营模式 o 事置上没有所需最佳的壁营方法。很多碍候事虽啻根攘本人的


情况，渥捧本人器篇是最好的肇营形式。


人类直在年幼峙，自身建事件屋生好奇，常常提出罔题，道攘的肇营方法本来


是很好的，但是随著年龄的增景'接受傅毓教育而成晨'一般人都舍接受害本及


所谓的槽威智慧的前法'不去深λ思考'不去提出疑罔，便接受该等就法角粗野


真理。在一般情况'道疆晕霄模式在小事、中壁'甚属普通'但亦不失篇一般普


仨
医
仨
←

及教育的有效方法。他仍在晕校晕营的表明'很多峙候是根攘考就成横而定，而


道事营形式是鼓励事虽事营及死背遇往的知巅，芷不重嗣用思考提出具洞察力的


罔题，找出新的智慧。


虚於首今知戴年代，人伺到知载的要求越来越重稠，他伺了解到修身事雪封


他伺事菜费展的重要性，因此成人持德教育是黑多大事重黠费展的能圄，很多有


上造心的在眼人士都舍在工鲸暗固道修壁霄'替本人增值。除了大事之外'渥有


不同的事营途徨，例如探用自修方法，考取有阔的尊棠资格。肇营方法一般分局


傅毓嚣室上嚣，函授'自修'或徒工作中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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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澳同)圄降公阔大攀擎辍

-般来就'事虽啻根撮下列因素，考虑探取什麽肇营方法:

峙罔上的方便、

地黠上的方便、

萤用、

割工作上的黄用性、


肇营成果的器可程度、


建到事营目的的成功率。


能舍肇虽拿到肇匿资格的晕营方法，一般来就有下面魏疆:

课堂授器(面授) ;

速距事营(函授'雹台，琶稠'互聊桐) ;

行勤事营(行勤研究)。

凿然，事虽可以遣撵不同的事营方法粗合，以建到最佳肇窑效果。因此没有

一程能通合所有人的方法，掰辜者要因膺、各锢不同的肇虽粗别'提供合遍的事霄

途徨。

徒辩肇及教事角度探言才有阔罔题

氟揄是企棠内部的培剖部内'或是一所摒肇楼槽，它俐的主要工作有下列四项:

榷定培剖需要 (Training Need Analysis)

本 道理工作封摒辜者#常重要'能绚擎硅知道理暗及预测未来事虽的培自 11/壁营

需要，那腰掰辜者便能更能善用资源，洼到辩壁的目的，配合满足企菜及社

舍的要求。 

3果程鼓言十及教授 (Course design and delivery)

非 基於肇真的需要，摒肇者要鼓言十出通凿嚣程，言宣言十要考庸摞程的教肇模式，

内容，嚣程所需暗罔'授 5果安排'教材'器程深度及肇营目的。摒肇者渥要

安排合遍的老前来授言果 D

课程的行政安排伊 rogramme Administration)

丰 道包括一切舆嚣程有阔的行政安排'例如~理肇虽申蒲辍嚣的手槽，保持肇

真晕窑的注度缸簸，安排上漂或考前地黠'通知老自币有阔上嚣的东田筒。具好

及有系就的行政安排'割据晕成功有密切阔聊'属此越来越多的黯肇楼槽，

国始探用 ISO萤量韶、盏'罹保燕言命在 5果程鼓言十'授嚣'教肇行政都有黄量系

毓的量管。

课程成效辞估(Pr ogramme evaluation)

非 局了知道器程是否逮到预期效果'摒辜者一般都舍量度课程的表明'器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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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可以分局四锢唐面来分析，最常用的是事虽在器程完成峙所填写的满意度

罔卷拥查'道最基本的满意度葫查重陈用途其重不大'较好的罔卷除了满意

度外也愿包括每填题目的重要性'道模一来可避冤辩辜者浪彗雪黄资源去改

善那些不满意及不重要的填目，所有改善的项目必需是事虽贵得重要但不满

意的那些。第二锢屠面的嚣程哥估是量度肇虽在课程中所壁到的知哉，一般

探用的Wf·估方法是翻赣及考前。第三，回唐面是量度肇虽啻否把事来的知戴或

技巧膺用在工作上，也就是前他有没有把行属改蟹'道唐面的需估要由温凿

的人士翻察，在企案中，最通富的需估ffl-由壁具的上司来做，由於道攘的需

估颇费峙，所以亦不被普道揉用。最後第四屠面的肇营成效辞估是最重要也

是最建造行的'道屠面所量度的是培副主才企棠带来的金接回幸匠，畏久以来企

菜的培剖部阿被襟主直属花镑的部内 (Cost Centre) ，就算徒'阻别肇虽的角度来

挠'言自取壁位是很黯用金钱回辍来衡量的，事责上如果可以成功用第四屠

面的需估衡量培自 II的话'培司 I[部向是可以成属一锢盈利部内(Pr ofit Centre) 。

企棠及锢别晕虽将舍更膜意投资在肇营上'在累多壁营模式中，的榷很黯用

金钱去哥估琛程的效益'唯一可能例外的是一锢精心鼓哥的行勤事营或行勤

研究填曰'很多行勤肇营研究也同峙是一项醺闰项目'可以替企棠筒省或赚

取大量金鳝。

糖、秸

行勤肇营是一锢有效的事营方法，膺在逮距教肇中加以重酶，肇营凰格的罔

卷 (Learning Style Questionnaire)要程遍富修改'榷定道罔卷的效度(validity)及信

度 (reliabili ty) 。其它行勤肇营的方法(如肇营小粗'肇营日琵，行勤研究，晕营如

何提罔具洞察力的罔题等)ffl-加以推靡。由於行勤主要营一定舆萤隙工作有阔(Marsick

等人， 1999) , ~果程言宣言十通程中也要考虑i雇主的需要，不少企棠希望蟹属肇营型粗辙 

(learning organization) ，肇营型祖撒舍督促毒所有钮赣内的虽工肇营业替粗辙推行

娶革(Jones 等人， 1994) 。

不少傅r镜的工商管理嚣程舍要求晕生靡用所擎的管理知哉，撰属一篇署棠揄

文'在温程中替企菜解泱一些重藉固题，在某程度来荫'可以是行勤事营的-f重

方式，可惜的是大部份的揄文只有建嚣，而-般道些按研究精果所作的建蒜没有

被孰行，因此原本很好的自罔部告可能舍被浪彗掉'有克及此'英圃的圄隐管理

中心悔舍(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entres Association , IMCA)/美圈的睿文大肇

(行勤肇营大肇 U ni versi ty of Action Learning)引入了 MBAA+盏蕾制度'鼓励晕棠

同肇把揄文建蒂落雪孰行'把秸果的成败得失穗括一篇五至六千字的文章'便可

申斋MBAA+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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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洲(澳同)圄靡公国大牵牵幸在

配合推匮行勤肇营及有效把企棠畴化属主要营型企棠(learning organization) 

Teare等人(2000)更提出建立企棠大肇(corporate university)的可行性及好虞。属建

立壁营型粗融提供多一锢邃撵。基於成本医力、垒球化影警、失口3哉濡潜及技能需

求等原因，越来越多企棠意戴到徙前的培司II翻念已不合碍宜，知法满足企棠袭展


需求，因此稍真规模的内部培司II可演晏属企菜大肇(岑明嫂，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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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xplosion, the demand for adult learning has been ever 

increasing. Events like China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introduction of CEPA, Facilitated 

Individual Travel Scheme, and QDII, have provided enorm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cope 

with these developments people have to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or these reasons, 

life-long learning is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for sustained success. This paper explores ways to 

effectively launch and sustain action learning programmes to help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produce s严lergistic benefits. The origin and benefits of action learning are described briefly. 

Discussion is made on an effective learning equation and how to apply learning styles to enha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mong learners in a learning set. Learners are encouraged to use learning 

log to help facilitate their learning. 

Key 明lords: Action learning, learning equation, learning styles, learning set, learning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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