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员工培训概述



u 掌握员工培训的概念

u 掌握员工培训的作用

u 了解员工培训的历史演变过程

u 了解员工培训行业的发展趋势

u 了解培训师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u 了解企业培训的公共管理政策



第一节

员工培训的概念与特征



狭义：培训是指为企业利益而有组织地向员工传授其完成本职
工作、提高工作绩效所必须掌握的态度、知识和技能（如与工作
相关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的过程。

广义：培训应该是使人力资本增值和创造智力资本的途径。人
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
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智力
资本包括基本技能、高级技能、对客户和生产系统的了解以及自
我激发创造力。



• 培训内容发展的三大阶段

1.基于KSA模型的初级阶段

1. 忽视了与工作绩效和劳动生
产率相关的员工除了知识和技
能之外的其他素质,比如体能；
2. 关于态度和价值观的内容表
述较为笼统；
3. 重视实用知识、技能培训，
员工基本涵养较低，无法实现
长远发展；
“全人培训”思想的提出



2.基于KS3P模型的中级阶段
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员工个体必

须具备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充沛的体力以应对各种富有挑战性的
工作，同时也是对“健康中国”战略的执行。

与日俱增的生活压力和职场竞争要求员工个体必须具备良
好的心理承受力，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提出“加强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
社会心态”； 印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工作方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每个公民提出了“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的行为指引，要求每个人必须具备家国情怀、较强
的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的道德素养。



3.基于KS3PH模型的高级阶段

1.K：知识（Knowledge）
      在知识培训方面，企业不仅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培训后的
效果，还注重员工的发展成长、生活幸福、兴趣爱好。以培训
主管岗位说明书中所需的通用知识和专业知识为例，设计不同
等级的培训课程体系。

2.S：技能（Skills）
在技能培训方面，不仅包含当前职业所需的专业实操技能和基
本的工作技能，还包括员工的职业发展技能及心智成长技能。
技能通常按不同的技能等级进行培训及认证。



3. P1：体力（Physical  Power ）
4. P2：心力（Psychological  Power ）
5. P3：德力（Psychic  Power）
6. H：幸福感（Happiness）



（一）培训与教育的区别
培训 学历教育

目的和任务
使学员掌握和了解与实际工作密切
相关的某种理念、某项知识或技能

使学生建立起某一学科、专业
领域的系统知识和技能结构

内容 具有实用性、针对性甚至跳跃性
教学强调理论性、严密性、完

备性和系统性

授课时间
相对集中、短暂，单位课时授课量

较大
课程教学的时间较长，单位课

时的授课量不大



不
同
之
处

培训 开发

培训的对象是普通员工与技术人员
开发的对象是具有管理潜能的员工，

主要对象是管理人员

侧重于当前工作的技术性技巧 侧重于面对未来职业的能力发掘

阶段性清晰，培训时间较短 阶段性模糊，开发时间较长

强制要求 自愿参与

相
同
之
处

都是一种为了提高员工的能力水平和组织的绩效而进行的有计划、持续努
力的管理活动。

（二）培训与开发的区别



（三）培训与训练的区别

培训是根据当前工作需要进行的提高工作绩效的
行为，持续时间比较短。
    
训练侧重于为一个具体的目标进行的提高技能的
行为，开展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强度比较大。



企业发展需求
的主导性

提高生产效率
的实用性

实现企业和员
工的统一性

培训内容的离
散性

培训方法的多
样化

培训时间的零
散易变性



1. 基层员工培训
    基层员工培训的目的是培养员工有积极的工作心态，掌
握工作原则和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
追求卓越工作心态的途径、工作安全事故的预防、企业文化
与团队建设、新设备操作、人际关系技能等。

2. 管理人员培训
    管理人员培训根据管理层次的不同而分为基层管理人员
培训、中层管理人员培训和高层管理人员培训。

（一）按培训对象划分



不同层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内容比例 



（二）按培训内容划分
1.知识培训
2.技能培训
3.态度和观念培训

（三）按培训形式划分
1.入职培训
2.在职培训
3.脱岗培训
4.轮岗培训



第二节

员工培训的作用



 （一）培训对企业的作用

 1.优化企业的人才配置，提高  

    企业团队的整体素质

 2.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3.推动企业文化的完善与形成



（二）培训对员工的作用

1.  提高员工的能力

2.满足企业员工自我发展的需求

3.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培训是“灵丹
妙药” 培训是成本 培训“权威论”

培训要追赶潮
流

只重视知识和
技能方面的培

训
培训“无用论”



（一）向人力资源部提出本部门或岗位培训的需求

（二）开展专业项目培训

（三）培训在职员工的岗位操作技能，对员工进行

          持续的辅导

（四）培训员工的工作态度



第三节

员工培训的历史演变



1. 早期的学徒培训

2. 早期的职业技术教育

3. 工厂学校的出现

4. 培训的职业化

5. 企业大学的发展



• 例证：GE克劳顿管理学院
•  GE克劳顿管理学院被《财富》杂志誉为“美国企业界
的哈佛”，创立于1956年，是GE高级管理人员培训中心，
人称“GE高级领导干部成长的摇篮”，出自GE公司跻身
财富500强的CEO就多达137位。
• 克劳顿管理学院有着明确的使命：创造、确定、传播公
司的学识，为员工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培训，向GE各业务
部门传播最佳实践、公司的举措以及学习的经验，传播公
司的文化与价值观，从而促进GE的发展，提高GE在全球
的竞争力。



 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各部
委、各省、市建立了继续教育中心、科技进修学院
和继续教育协会等从事继续教育的专门机构。

    第二阶段：我国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发挥自身
的优势开办继续教育。

    改革开放后，企业员工的培训及继续教育可分成
以下五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随着继续教育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和企业自身深化
改革的需要，许多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员工的继续教育，也就是
员工培训。
    第四阶段：培训的职业化。继续教育专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对继续教育研究以及成果的传播发挥着巨大作用。
    第五阶段：企业大学的兴起。企业大学不仅承担着越来越多
的劳动力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责任，而且日益成为企业智慧
的源泉、中高层人才的摇篮，在推动和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企业大学正在成为高等教育
体系中一种重要的新生力量，在推动高等教育、终身教育乃至
整个教育系统创新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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