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背景：一家做金融服务的公司，主要业务：培训、并购、资金以及优质资
产的对接。销售队伍有200多人，他们既负责销售也要做社群的维护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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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社群运营得经历四大阶段，上篇文章我写了如何解决第二阶段的问题，今天就着重聊聊如何解决第三阶段的问题：如何利
用游戏化思维打造企业内部学习型社群。

“

对于这家公司而言，员工就是他们最大的资产。由于他们服务的都是些高净值用户，所以对于员工的能力素质要求非常高。员工
业务的培训对于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运营现状：员工培训成本过高，效果有限

公司的培训形式主要就是每年定期的去总部集训，请一些外部知名的讲师授课，然后请一些内部业绩优秀的员工做分享。而路

费、误工费、住宿费算在一起是很高的成本，所以这种培训频率相当有限。

 

这些名师不熟悉公司内部具体的业务，模板式的课程大纲很难满足员工具体的工作需求。而内部业绩优秀的员工分享纯粹是义务

形式，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做好精心的准备，说太多干货对自己也没有多大好处，很多时候都是在台上自嗨。

 

打造公司学习型社群的意义

只有自己真正体验到社群的价值才能将价值传递给用户



游戏化思维解读：游戏就是不断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而这些选择是自愿的。哪有玩游戏逼别人的，这样就会丧失游戏的乐
趣，也背离了事情的初衷。

用户需要通过公司打造的社群学习成长，那员工同样也有这样的需求，为嘛不先利用社群来提高员工的业务能力。当只有员工自

己通过公司的学习型组织得到了学习价值，那么他在运营用户群的时候回更有方向感和信心。

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美食的人是很难做出一道可口的菜。如果连自己公司内部学习型社群都组织不起来又如何去搞定用户。

用最低的成本达到最优的学习效果

以往的培训成本很高，但是效果也很有限。其实公司内部不乏业务高手，只不过咱们国内骨子里的思维是宁可少说话不做出头

鸟，见面各种客套话。

如果把这些人给真正的激活让他们放下戒备的心态积极的参与分享，那对于公司整体素质的提升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绝对
是外部培训所不能取代的，而达到这一切你没有任何成本负担，只需要提供制度和环境。

接下来说说如何用游戏化思维打造员工学习型社群解决上述问题，帮助员工学习成长。

在冷启动阶段做这种事情必须得自愿而且又有门槛
 

刚开始做这种事情不能强制，必须得自愿。很多公司管理者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拍脑袋下行政命令要求全员参与强制执行。对
于这种事情如果强制去做他们有的是办法敷衍你。

“
我采取的做法是先由几个优秀员工小范围发起。如果由小菜鸟发起，质量没法保证，而且高傲的优秀员工也不太愿意跟你玩。而
由优秀员工先发起，推动的难度要小很多。

一开始就大动干戈由于没有成熟的经验有可能会导致管理混乱。万一做不好，还有透支大家信任的风险，所以容错成本过高。要
知道企业里面总有一些喜欢看别人笑话的人。

根据企业的情况、学习型社群的内容如下：

销售运营的sop流程梳理；

销售开单的实战案例经验分享；

各自手里的客户盘点之后的资源共享；

实时问题的解答；

对服务客户有帮助的行业知识分享。

学习型不仅是自愿而且还要给其他想要参加的人设置门槛。门槛可以分为两种，要么你进来之前也得提供你的业务总结，或者案



游戏化思维解读：游戏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通过各种激励让你获得成就感激发
你的内在动机。对于这种非量化的学习行为想要大家高质量参与就必须得激发
内在动机，光靠权力是无效的。

例经验，要么就交入群费；

设置门槛的目的在于：

没有任何门槛的游戏将不受别人重视

伸手党的出现会很影响别人的积极性

一群没有付出的人也会让你很难去管理

 设置好激励制度，激发大家的内在动机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理念是枪打出头鸟，对于那些爱表现的人往往是排斥的，不管他是装逼型的还是实力型的。所以很多人潜意识
就是少说话少出头就是少承担风险。

而在运营这种学习型社群的时候你必须让大家积极参与，心态要放开。要想别人认真去做这个事情就得提供一个好的制度环境，
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我设想的几种激励方式：

 

1、所有的有价值分享进行整理汇总，编写成一部员工手册，并且标注内容的作者，以后所有的员工人手一本，这对于作者而言
得多有面子；

2、人始终是有惰性，想加入每人每年必须出一定的份子钱，这些钱就是激励那些作出贡献的员工，防止伸手党的出现，付出了
也懂得珍惜；

3、以后的公司内训重点从经常提供优质分享的员工里面挑选，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回报，给谁不是给还不如给自己人（自己人也
得市场价）；

4、职位提升侧重于这些分享型的员工，因为想领导好一个团队，必须具备分享精神、表达能力和业务能力。
 
在这种体制之下，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这种事情管理成本是极低的，达到的学习成长效果是极高的，
并且还是零成本。

“

设置好游戏规则，保证制度的推动执行，保证及时的反馈

很多企业不乏好的制度，不乏好的创意想法，最后都执行不下去了。问题无非就归结为这么几大类：



光有好的想法，确不给出一套执行方案，结果就太监了；

想法虽好可执行成本太高，搞搞就坚持不下去了；

搞着搞着大家就动力不足了；

做事情没有任何反馈，别人也不当回事了；

这个任务本身就有生命周期的，他已经行驶完了他的使命；

公司总会有那么一些搅屎棍，喜欢把好事搅黄。

执行上述的制度之前得搞清楚谁来执行、谁来评选、谁来组织每次的讨论、谁来整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执行学习型社群的计划
必须配备一套完整的反馈系统和执行方案。

社群谁来做管理：

建立学习型社群之后群管先由大家自愿申请，每人轮值一周，这样也不会造成个人负担过重，群管理员可以先由公司新人去担
任。轮值同样也可以防止办公室政治的发生。

如何评选保证公平：

评选的方式由大家投票，员工也可以申请复议。毕竟公司里面多多少少会有办公室政治，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战场。在这个问题
上一定要保证客观公平性。

群管具体该做什么事情：

确定线上讨论时间

确定线上参与人员

督促分享整理好自己的内容并且汇总

做好评选工作的整理汇总

做好日常的内容记录整理工作

跟下一个轮值群管进行工作交接

群管该如何鼓励：

任务完成的好的话可以物质激励，也可以参与最优群管评选，给予精神激励。具体的激励方式可以不断调整，一切以提高工作积
极性为出发点。

有一套完整的执行路径才能把这个游戏运转下去变得有趣，而不是成为别人的负担。



游戏化思维解读：好的游戏需要有及时的反馈系统，对玩家而言实时的反馈系
统是一种承诺，让被人相信目标是可以达到的，给了别人继续玩下去的动力。
而公司做做任何决策的同时需要重视对应的反馈系统的执行，这样才能建立公
信力。

“

当然也有人会说，我们公司只有十来个人可咋整！有的东西也不局限于公司内部嘛，主动一点，多找几个友司一起玩好了。案例
也只是参考，最终的落实还是得结合公司具体情况。

最后再强调一下，一个没有社群思维的人是很难把社群运营好，而想具备这种思维，先把自己当成一个用户，先让自己体验到社

群对于自己带来的价值。

如果连公司内部的员工都不能把学习型社群组织起来，那你拿什么去运营好跟你处于弱关系的用户群体。

相关阅读：

社群四部曲一：社群对于企业的价值具体在哪里

社群四部曲二：游戏化思维在社群运营中发挥的作用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私信联系呦，微信：753007292。下一篇社群运营四部曲四，我觉得只要是你关注社群领域，你真的应该
不能错过。

投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g4Njc0MQ==&mid=2652873414&idx=1&sn=09b32d6d3faf62dd9a03f13f713ac42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g4Njc0MQ==&mid=2652873423&idx=1&sn=13ce7dddb81b717c8b89d387457dab32&scene=21#wechat_redirect

	社群四部曲三：如何用游戏化思维打造公司内部学习型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