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囤童喜．I毒靠 2007年第5期

·捆n仑园地·

E—learning与知识管理

吴燕张志强(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E-learning是适应信息社会学习特点的新的学习方式。它措助因特网进行教育和提供服务，拓宽了学习的范围和观念，超越了传统

培训的内涵和外延o E-learning与传统的学习方五相比，存在很大优势，但不可避免的具有—些局限性。在知识经济时代，应当把E-leaming

和幻汉管理结合起来，优势互补．更为有效的促进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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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eaming is a modem learning manner nttiilg the learning features in information society．It provides education and set-

vice in virtue of intemet，extends“confine and concept8 of study。and transcends the meaning and exterLsion of traditional trai-

ning．Compared to traditional]earning manrleIB．it presents many Mvantages．but stiB has∞me defects．In knowledge economy．E-

learning and KM should be integrated，to facilitate knowledge innovation morle e6ecti-F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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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影

响，并使得知识创造、知识共享和知识利用机制以及学习的方

式方法产生重大变革。在这种情况下，E—learning作为适应信

息社会特点的新的学习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学习教率，促进协

作学习、知识构建和知识创新．发展组织集体智慧和增强组织

竞争力，从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OCLC于2003年发布的

《环境审视》报告确定了几种最重要的趋势或技术．E—learning

就位列其中。⋯

然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尤其是面临“信息淹溺，知识饥

荒吣1的现实状况，E-]earning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限制。E—

learning需要结合知识管理，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加强对知

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和应用．解决学习过程和系统中的各种问

题，以营造—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文章在介绍E-leaming和知

识管理各自的概念、特点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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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研制开发的学习工具——CelS枷n

为倒，分析E-leamlng与知识管理相互结合的具体应用。

2 E—learning的内涵及特点

2．1 E-leaming的内涵

“E-learning”这个词是由“E—Commerce”(电子商务)迁移

产生．目前在国内主要有三种译法。即网络化学习、数字化学

习和电子化学习。根据美国教育部2000年度《教育技术白皮

书)：口1E—learning是指通过因特网或其他数字化内容进行教

育和提供相关服务；它既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也提供了

全新的沟通机制和交互方式。E-learning充分利用先进的信

息技术和资源丰富的学习环境，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的作

用和师生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结构和教育的本质．有效

促进了社会各个部门传统学习机制的变革。这里要强调是．

E-learning不是一种短暂的时尚．⋯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技

术只是传递内容的手段，而学习本身以及通过学习产生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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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才是E-learning的真谛所在。

2．2 E—learning的特点

作为一种基于网络技术的新型学习方式，E-learning有

以下特点：

(1)开放性和个性化学习。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学习任何内容，而不受时间、地域、年龄和学习内容的

限制。它叉能实现个性化的学习．使每个人按所学专业、从事

的业务和职位、甚至于不同时期的偏好与兴趣来选择自己所

需的课程和学习内容。

(2)高效率和低廉的学习成本。可造性强．可以避免用处

不大的课程，从而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聘请教师、支付教

材、差旅、住宿、教室等费用，节省了大量的机会成本。

(3)提高了学习中的协作和交互能力。它可以提供聊天

室、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牌(BBS)、情景描述、案例分析、教师

指导等等交互环境和方式，学生在E—learning提供的学习方

式和交互环境中学习所产生的群体效应。

3知识管理

3．1知识管理的内涵

知识管理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对

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对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的知识进行创

造、搜集、加工、存储、传播、共享和应用；而在广义上不仅包括

对知识的管理，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

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加工、知识人员

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1文章主要探讨狭义的知识管理。

在狭义的知识管理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对隐性知识和显

性知识的管理。这是因为新知识主要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

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创造出来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转换有四种模式，即：社会化(socializafiion)、外化(external—

ization)、融合(combination)、内化(internalizan)．且这四种模

式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

3．2知识管理技术

知识管理技术，叉可以称为知识技术、先进知识技术等，

它为有救实施知识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知识管理技术

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个技术体系，它包含的技术内容异常繁

多。按照知识处理过程中各个阶段使用的知识管理技术和工

具对它进行界定和分类．可分为：知识获取技术、知识发展技

术、知识编码技术、知识传递技术、知识利用技术和知识评价

技术(参见图1)。"1而知识管理技术体系结构的核心部分则

包括：语义网、信息共享(Web Service Technology等)、知识组

织(元数据、ontology、XML等)、信息检索(语义检索、语境检索

等)和代理技术。⋯

图1基于知识处理过程的知识管理技术分类

4 E—learning和知识管理的关系

4．1知识和学习具有一种共生关系

一方面，学习过程中所涉及的对信息和知识的创造、获

取、转化和交换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的特征，对

知识创造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知识是学习的内容和重

要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数据、信息和知识以数字化的形式

表现出来，网络世界中大量存储的、不断变化的隐性知识和

显性知识资源为人们的终身学习提供了支持。由此可见，知

识和学习不是相互孤立的活动，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而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进步和普及，大大促进了知识与利

用ICT开展的学习(即E-learning)之问的交互作用。¨1

4．2知识管理与E-learning具有相似之处

在某种程度上，E-learning和知识管理存在许多相似之

处。首先，它们都涉及了将数据和信息资源进行加工刑用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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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使之转变成有用的知识。其次，它们都重视共享、协作和信

任等理念，【10】注意在人们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的良好

关系纽带．通过促进人们持续的知识共享，交流合作来加速知

识的流动和转化，实现知识增值。再次，知识管理和E-learning

都重视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促进知识创新，提高集体竞争力。

4．3 E—learning对知识管理具有重要意叉

(I)E—learning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成

功地培养和提高个人综合能力．从而确保人们掌握各种知识

和技能。使其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他们从知识管理系统中获

取的信息。

(2)E-learning中具备的各种教学工具和学习工具，融合

了超文本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先进的信息和网络技术．使信

息虬更为生动的、更符合人的认知结构的形式呈现出来，有

利于组织成员接收新信息，从而促进了组织知识的内化。

(3)E—learning系统的建立，为组织成员营造了一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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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限制、自由调配的学习环境。同时，它还提供了丰富的信

息资诼和知识交流平台．组织成员通过该平台可以进行对话，

分享学习经验和学习心得．共同为解决组织存在的同题出谋

划策，从而推动了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因此，在某种

意义上，E—learning促进了组织知识的社会化和外化。

4-4知识管理弥补了E—learning的缺陷

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信息资源进行管理的行之有效的方

法．其相关技术在E-learning系统中的应用能够较好的弥补

E-learning的不足之处。以下举例说明：

(1)检索工具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方便的获取所需要的

学习资料．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丰富的学习资源。随着语义检索

的发展，系统还可以根据Ontolo盯所描述的概念及其相互关

系进行自动搜索、扩展，创建丰富的超链接网，⋯j使用户能够

准确、全面地获得与该课程内容相关的一系列学习资料，尤其

是E-learning系统之外的相关资料。

(2)元数据和相关标准在E-learning系统中的广泛使

用，一方面可以通过揭示学习资源的版本、格式、时间等信息

来解决学习资料的互操作和一致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教

学目的、教学评论、学习目标等相关信息进行描述，来帮助实

现学习资源在各种学习环境中的共享和重复使用。【l：1此外。

Ontology将在网络学习环境中获取的各种类型和格式的信息

和知识进行融合、组织，揭示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有效地支

持知识获取和知识创造过程，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和

全面的知识领域和学习领域。

(3)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等工具的使用，可以帮助用户

对获取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找到学习资源中隐含的知识

或模式，促进知识增值，有利于提高用户的学习效率。

(4)可视化工具在E—learning系统中的应用可以更好更

快地将显性知识内化为用户的隐形知识。E-learning中的课

程工具主要注重对课程的内容进行描述。往往不能揭示课程

或课程之间所涉及的概念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没能指出用

户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应该掌握哪些知识。而以概念地图为代

表的可视化工具可以帮助用户了解知识结构和知识建构过

程。它用结点表示概念，连线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构造可重

组可扩展和可视化的知识的空间语义图。[131有利于用户学会

怎样学习，如何获取、复习以及进一步发展知识。

4．5 E—learning与知识管理存在的分歧

首先，E-learning往往被视作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显性

方案，并且总是处在亚执行(Sub--Executive)的层次；而知识

管理则以决策性的目标为主．通常处于较高的执行层次。其

次，知识管理不包括E-learning所追求的精确行动目标．也不

包含它所追求的教学设计方法论。再次，对两者的评价方法也

不相同，E—learning主要使用学习者追踪和正式的评价手段，

而知识管理主要看个人对组织创造的贡献。⋯】

5 E-learning与知识管理相融合的案例分析——

GetSmart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E-learning与知识管理之间

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以下以Get．Smart

系统为例，说明E-leaming与知识管理相互融合的具体应用。

GetSmart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于2002年12月

发起的美国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NSDL)项目的一部分。

Get．Smart将知识管理技术应用于学习环境中。它的系统设计

是建立在对学习理论和信息检索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

的，其核心思想在于。整合检索工具和概念地图工具，创造出

-4,e#生可以对他们获取的知识可视化的学习环境，从而为

课程学习提供支持。C,etSmart系统强调以学习者的知识构建

(Knowledge Construction)为中心，鼓励通过加强信息检索过程

促进“有意义的学习”(meaningful leaming)。从知识管理的角

度来看，GetSmart是—个获取、创造、综合和共享知识的系统。

GetSmart的用户界面包括四个主要的模块，即课程、检

索、概念地图和学习过程(参见图2)。Ⅲ1课程模块提供相关

课程信息，包括通告、课程安排、课程大纲、作业、课堂资源和

项目信息；学习过程模块允许用户查看概念地图和检索历史。

这两个模块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学习环境。检索模块是建立在

元搜索框架(metasearch framework)基础之上的，它负责处理

用户提问和实施后检索分析(poet-retrieval analy耐s)．帮助用

户获取知识，促使信息被不断传递给个人。不断积累和增加．

并且被融合到新的环境中。而概念地图由一系列概念地图管

理功能和概念地图创建工具组成，它支持用户将获取的信息

和知识选择性地进行个性化的知识表示．构建概念地图，充分

体现了“在探索中学习”(]earn by exploring)的理念。这些过

程是信息和知识从专家和存储器流向个人或组织的过程。而

当用户创建了大量的概念地图时，信息流的流向将会逆转。这

时．地图检索和合并工具(眦,xing tools)将帮助社区获取和共

享人们个性化的知识表示。信息和知识的双向流动体现了知

识管理从上至下和由下而上两种模式特征。

2002年秋。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和弗吉尼亚工学院的一

百多名学生分别学习使用GeiSmart系统。对他们使用GetS—

mart系统的情况进行的调查分析显示：GetSmart能够提供良

好的学习环境；概念地图和检索工具相结合的特征，为它的设

计目标得以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Ⅲ1GetSmart的开发和应

用，为E—learning与知识管理的成功结合提供了实例证明。

6结语

由于E-learning能够降低学习成本、提高学习效率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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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知识创造。为人们的终身学习提供有力支持．将成为知识经

济时代一种主要的学习方式；而知识管理有效促进了知识创

造和刨新，正成为组织和个人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两者

都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同时．E—learning与知识管理

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E～learning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受时

空限制的、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和知识共享空间．而知识管理及

其相关技术在E_leaming中的应用风Ⅱ有助于人们获取所需要

的且尽可能准确完备的信息和知识、较好地解决各种学习资

源的重复使用问题以及强化人们的学习过程和提高人们的学

习效率．它们的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在知识经济时代，g-learaing与知识管理间的界限已经日益

模糊。m‘我们应该把知识管理和E—learning结合起来，更为

有效地促进知识的创造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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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会议论文 高峙屾 知识管理与e-Learning的结合 2005
    知识管理和e-Learning过去被看作两个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企业、组织和机构有不同的实施方案.而目前在实际应用中,正在结束知识管理与e-

Learning分离的状态,二者逐渐趋于结合.本文首先介绍了知识管理的概况以及e-Learning的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知识管理与e-Learning结合的必然

性,并提出了知识管理与-Learning之间的结合点,随后论述了知识管理与e-Learning相结合所产生的作用,从而得出在理论上和在实际应用中知识管理应

该与e-Learning相结合的结论.

2.学位论文 王炜 面向企业培训的E-learning系统设计——以知识管理与绩效技术整合的视角 2006
    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基础上，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从知识管理和绩效技术的视角，以学习理论为基础，融合知识管理和绩效技术

的思想，深入研究面向企业培训的E-learning系统建构这一课题，提出了新的系统架构，建构了e-Learning的学习模型分析了企业培训e-Learning系统

中个人及组织知识的获取、储存、扩散、共享和创造的过程，阐述了如何利用电子绩效支持系统提升员工的绩效，并针对当前企业培训应用e-Lerning时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研究创新价值本文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以学习技术系统架构的思想建构了面向企业培训的e-Learning系统的学

习框架，从知识管理和绩效技术的视角提出了其功能架构。建构了面向企业培训的e-Learning系统的学习模型，分析了适应企业培训的诸多学习策略。

探讨了个人及组织知识的社会协商建构与共享，提出了支持企业培训绩效提升的策略与方法，并指出通过培训促使企业逐步蜕变成为学习型组织。

主要研究内容(1)e-learning的发展概述。从e-learning的定义和特点出发，阐述了e-learning系统的架构，并探讨了e-learning在企业培训中的应用

，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培训应用e-learning是历史的必然，知识管理和企业培训的融合是大势所趋。      (2)企业培训的概述。简述了企业培训

的意义和目的，探讨了如何建立有效的员工培训体系，并对培训的评估进行了分析。      (3)面向企业培训的e-learning的理论基础。介绍了e-

lernning环境下的的学习理论的基本原理及特点，并分析了各种学习理论的指导意义。从知识管理、绩效技术和组织学习的视角探讨了与企业培训的关

系和内涵。      (4)促进企业培训绩效的学习系统架构。从分析e-learnning系统的架构出发，结合知识管理和绩效技术，提出了一个促进企业培训绩

效的学习架构，并分别就学习管理系统、资源管理系统、教学授递系统和绩效支持系统作了详尽的阐述。      (5)企业e-Learning培训中的知识管理和

绩效技术研究。分析了在e-Learning中个人知识管理和组织知识管理的策略和工具，对利用电子绩效支持系统提升员工的绩效进行了深入地思考，详尽

分析了支持企业培训的e-Learning的学习策略，如基于案例的学习，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协作学习等等，剖析了当前企业培训应用e-Learning时出现

的一些问题，并尝试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6)企业培训的e-Learning项目实证研究。针对笔者在论文在研期间参与的两个企业培训e-Learning项

目，具体分析了企业培训e-Learning系统建构的过程，对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的架构及功能模块进行了介绍，并以一个案例分析了企业培训过程中，e-

Learning系统如何支持知识的建构与共享，促进员工绩效的提升。

3.期刊论文 刘省权.项国雄 知识管理与E-Learning的整合发展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2004,14(4)
    该文从阐述知识管理与E-learning概念的界定入手,以对整合一词的本源分析为出发点,就知识管理与E-learning整合发展的基础/可能性以及必要性

等有关两大理论能否进行整合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作了论述,并就两者应如何进行整合发展这一前瞻性问题提出了一些理论上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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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位论文 张玺 基于知识管理的公务员e-Learning研究 2008
    2008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部组建成功，并在其下面设立公务员局，主管我国公务员相关事宜。这是公务员历史上值得纪念

的一天，这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已经正式纳入全社会人力资源统筹范围。公务员培训是整体性人才开发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发现人才的一种有效方法，也

是提高公务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然而传统的面对面的以教育为中心的培训方式，由于耗费资源、需

要人员集中和脱产、内容更新缓慢、缺乏针对性、及时性和跟踪管理机制等特点，己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现实需要。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教育领域的

革命，基于网络平台的e-Learning即电子化学习正以全员培训的理念变革着传统的培训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热起来，被企业和政府组织采纳。e-

Learning依托Intranet，Internet网络多媒体技术平台，将专业知识、技术经验等通过网络传送到学员面前，使学员可以随时随地利用网络进行学习或

接受培训，并将之转化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和不断增长的财富。      把知识管理技术引入电子化学习，是一种尝试，它可以使我们高瞻远瞩，清晰地

把握培训中资源库建设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成功地建设与管理e-Learning系统。      本文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终身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分析我国公务

员培训和政府部门知识管理现状，提出了e-learning可以克服目前传统培训的不足，满足政府部门知识管理的要求。在这二者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知识

管理的公务员e-Learning系统。借鉴了国外政府实施e-Learning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我国公务员e-Learning实施中应该克服的障碍。最后，引用上海

地方政府的e-Learning系统。

5.期刊论文 李玉东.许晓兵.LI Yu-dong.XU Xiao-bing 知识管理与企业的网上学习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

2006,21(1)
    充分利用知识管理工具可以管理和组织好现有知识,并且有利于学习者之间知识共享以及知识创新.首先介绍了知识及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然后对网

上学习系统的有关知识及技术做了概述,最后从学习系统的角度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指出网上学习不仅是企业员工培训的变革,也是企业实施知识管理的重

要途径.

6.学位论文 沈明 基于知识管理与E-learning的医药销售人员培训设计研究 2009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医药企业培训观念的不断更新，建立以知识管理理论为指导，以E-learning系统为平台的培训模式，有助于正确引

导医药企业培训行为，提升销售人员知识水平，使人力资本持续增值，从而持续提升医药企业业绩和实现战略规划。E-learning作为一种新型的培训形

式，结合中国医药企业实际，如何有效的使用一直是国内理论界和医药企业颇为关注的课题。      本研究提出一个基于知识管理理论为指导，以E-

learning系统为平台的医药企业销售人员网络培训设计体系。该设计体系是一个系统化的方法，包括医药企业实施培训的前期分析、知识管理理论的指

导、E-learning培训系统设计和实施、后期培训效果的评估四部分，对医药企业的销售人员培训提出了一个指导性设计体系。本研究通过珠海联邦制药

安徽销售部的基于知识管理和E-learning平台的医药销售人员培训设计案例，为培训设计流程体系的可行性提供了事实的依据，为探索整个医药企业的

网络培训研究提供了支持。

7.期刊论文 许霄羽.王润孝.Xu Xiaoyu.Wang Runxiao E-learning环境下高校知识管理体系框架的构建与实现 -情
报杂志2007,26(11)
    E-learning环境下的高校知识管理是高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知识管理与创新的新兴知识管理方法,它由宏观高校知识管理网络环境、校园门户网

站、多层次教育学习平台等多种网络相互联结,是构建在人与资源两大要素基础之上,它通过构建数字化校园、建立学习型组织、推动隐性知识显性化、

加强制度与组织建设、建立透明开放的知识创造激励机制等5种方式得到实现.

8.学位论文 董伟丽 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E-Learning培训模式研究 2007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和新知识成倍增加，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技能折旧速度加快。对于企业来说，规模和数量已经不是企业的主流竞争力，企业的

核心竞争优势变成了企业产品中独占性知识优势和信息优势。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企业需要及时对员工进行培训，这就对传统的培训方式提

出了挑战。随着E-Learning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E-Learning培训逐渐成为企业培训的首选和发展趋势。      本文从远程教育理论、建构主义

知识观、成人学习心理理论、知识管理等理论以及当前E-Learning的发展，提出了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E-Learning培训模式，对其流程和支持服务系统

做了分析和探讨，以期为企业E-Learning培训提供一个框架性指导。      第一部分对国内外企业E-Learning培训的现状进行了概括，对我国企业培训

存在的困惑进行了分析，确定了论文研究的方法。      第二部分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概要性的探讨，主要是建构主义知识观、成人学习心理、远程教

育理论、知识观。      第三部分对我国企业E-Learning培训成功案例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本论文提出的模式提供借鉴。      第四部分提出了基于知

识管理的企业E-Learning培训模式，对这一模式的流程进行了分析。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将知识管理作为E-Learning培训的基础，以知识管理来指导

企业的E-Learning实施。

9.期刊论文 李燕萍.张玉静 企业实施E-Learning培训系统研究 -中国软科学2003(4)
    本文从知识经济时代背景出发,探索了知识管理与 E- Learning系统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以知识管理为导向的 E- Learning培训系统模型,并分析了实

施 E- Learning培训系统的条件与环境;进而阐释了这一培训系统的建立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

10.期刊论文 李晓斌 基于E-learning的企业培训方式革命 -中国科技信息2006(9)
    知识管理是目前在国际管理领域成功运作的一种科学的、高效的管理方法.然而传统的面对面的以教育为中心的培训方式,由于耗费资源、需要人员

集中和脱产、内容更新缓慢、缺乏针对性、及时性和跟踪管理机制等特点,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现实需要.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以人为中心的电子

化学习--E-learning将是企业最佳培训方式.本文从企业E-learning的应用现状出发,分析了知识管理与E-learning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提出了面向知识管

理的企业E-learning,分析了E-learning在企业中的应用,最后对E-learning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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