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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研究素质教育本质特征，意在 为评判教育现状提供若干标准， 对教育实践进行有效指导与调控，同时揭示形态各异的素

质教育现象背后的共性规则，为创造更丰富更有效的素质教育新样式提供启示。  

  “学习型学校”不是指仅仅作为学习场所的学校，而是最能塑造人们成为“终身学习者”的机构。“学习型学校”是属于未来

的，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尚未出现真正的实体。我们周围的众多学校中或许有“学习型学校”的某些成分，某些片段，某些体

现，某些影子，但是真正意义的“学习型学校”目前还仅仅存在于我们的理想之中，等待我们去将它变成现实。我们目前应当认真

地研究这个概念，研究如何使这个寄托着理想的目标更合理，更切实可行，进而研究如何使之早日变成现实。  

  一、“学习型学校”概念属性及理论基础  

  “学习型学校”是一个兼具管理学与教育学双重属性的概念。一方面，它作“学习型组织”的具体延伸，具有管理学属性。另

一方面，它又是“五项修炼”在学校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因而具有教育学属性。彼德·圣吉的《学习型学校》 一书的副标题为

“第五项修炼教育篇”，同时标明“献给教育工作者、父母以及关心教育的每个人”，鲜明地表示出教育学取向。有趣的是，曾志

朗先生为该书所写序言《共同合作，改革才能成功》与杨硕英撰写的“导读”《我们竟然把有生命的组织当作没有生命的机器来控

制》，分别从学校教育和学校管理两个角度对该书进行评介，也反映了“学习型学校”概念的双重属性。概言之，“学习型学校”

既是学校管理的理想境界，也是学校教育的理想境界。  

  任何一个重要概念的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和深远的思想渊源。“学习型学校”这一概念的背后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至少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概念的“学习型学校”无疑直接地来自彼德·圣洁在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学校》等著作中提出的现代管理思

想与现代教育思想。  

  在彼德·圣吉的理论中，学习型组织是一种新型的以学习为主导、为主线、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是组织的全体成员在共同目标

指引下注重学习、传播、运用、创新知识， �因而具备高度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的组织。它既区别于忽视学习，只凭权力和权威决

策与指挥的传统组织，也区别于忽视学习，只凭狭隘经验，满足于忙忙碌碌，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的事务型组织。学习型

组织进行的“学习”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获取知识或技能”的学习，它是广义的学习，凡是能有效地增进组织与个人活力，促进组

织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活动，都是学习；它是真正的学习，即能够引起学习者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技能技巧、行为习惯以及情感、

态度、价值观等心理和行为要素，朝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组织发展和个人完善方向发展变化的学习，是富有实际成效的学习；它不

是那种奉命式的或应试式的“学习”，而 是组织和个人由发展需要等内在动机引发的如饥似渴式的学习，是绝大多数成员都能主动

自觉参与的学习，因而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学习型学校”也来自“学习化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20世纪60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郎格朗和美国教育家哈钦斯分别提

出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等理论，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推广，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今天人们已充分认识到，

学习化社会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新阶段，是社会发展的崭新模式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

的关键因素。知识经济本质上是学习经济，学习是发展知识经济、迈向知识社会的基本途径。学习将不仅是劳动的新形式，而且是

竞争的新形式，谁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 谁就能拥有持久的优势，就更有资格在当代社会获得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此外，人

需要终身学习不仅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乐生”，为了充实精神世界，有意义地度过越来越多的闲暇。总之，在即将到来的学习

化社会，学习将成为社会成员的第一需要、自觉需要、持久需要，成为公民的基本生存方式。  

  在我国，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1993）对终身教育概念的首次认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对终

身教育法律地位的正式确定，到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提出全国2010年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再

到党的十六大（2002）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终身教育思想已从引进、宣传、接受、认同进入决策层次，成为国家的意志和政府工作的明确目标，正在各地组织实施。我国各地

的学习型家庭、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府的建设方兴未艾，我们正大踏步地向学习化社会迈进。在这场

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学校不能置身于外，应以骨干身份参与互动，发挥“孵化器”的功能，为社会培养大批爱学习、善学习的

未来成员，培养大批自觉的终身学习者，概言之 ，学校应当率先成为“学习型学校”。与此同时，学习化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将为



学习型学校的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珍贵的经验借鉴。  

  我国古代的学习理论与优良学风 , 也应是“学习型学校”的重要源头。如 恩格斯所说：在古人的思想哲学中，“差不多可以

找到以后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发生过程” 。我国自古确实就有极为丰富的学习理论，有优良的学习传统。 彼德·圣吉在研究和写

作《第五项修炼》时曾深切地感受到，习惯于分析思维和片段思考的西方文化无法关照到整体，他最终在东方管理思想中找到了解

决之道。他在《第五项修炼》中有机地融进了东方传统的管理思想，他还在《第五项修炼》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你们的传统文化

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妙的宇宙万有本源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而深广的

古老智慧结晶。”我国古代的优秀传统， 是外国人都注意到了的事实，我们自己更不应当数典忘祖。不能仰望星空而忘了脚下的大

地。  

  我国古代的学习理论中固然有某些过时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经久不衰的精华。 例如：“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

体，形乎动静；端而行，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这

里批评的“ 小人之学”至今尚未绝迹，那些为了武装嘴巴、 应付检查、装璜门面，为了 镀金，为了显示于人、炫耀于人的学

习，即古人所批评的“为人之学”、“小人之学”。古人推崇的“君子之学”则强调一种内化，强调“为己之学”，强调自身素质

的完善，体现了明确的完美自我生命体的意识，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生命关怀，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又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种一气呵成的表述，强调了学习与疑问、追问，与思辨、反思，与

实践、行动的等诸多方面的“一体化”。在我看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也可以视为中国式的“五项修炼”。 当然，

这里侧重于进德修业，侧重于做学问的方法与为学之序，与今天彼德·圣吉所说的“修炼” 不能直接地划等号，但两者之间的联系

却是紧密的、明显的。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特点与所长，笔者以为，“学习型学校”应当以“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

“团队学习”及“系统思考”等修炼为基本要素。二是注意吸收“学习化社会”对广度的强调。与“学习化社会”强调“人人、时

时、处处”的特征相适应，“学习型学校”也应要求学校所有成员成为“学习型个人”，学会学习，学会系统思考，学会自我超

越。三是继承并发扬我国古代重视内化的优良学风和传统，倡导“君子之学”，摈弃“小人之学”，坚持素质教育，抑制应试教

育，着眼于内化，着眼于组织和个人自身素质的完善与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素质。  

  二、关于“学习型学校”模型的设想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学习型学校”是以先进管理理念为指导，为实现学校整体目标而促进全体师生员工在学习、思考与

行动的积极互动中不断完善与超越自身的组织。  

  为了使“学习型学校”这个概念直观形象，我尝试构建了如下模型。  

      

  这个模型试图表现“学习型学校”不是一个静止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在社会大环境中不进则退的动态过程：在时代前进的

裹挟力与竞争环境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学校组织及其成员在统一目标激励下，通过学习、思考、行动，不断实现整体超越。  

  此图中的“学校目标”，是体现办学追求并为全体师生员工认同的富有激励作用的“共同愿景”。是“学习型学校”建设的出

发点与归宿。“学”主要指学会学习（对学生而言当然包括学习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学会系统思维，学会创造，学会自我超

越。“思”指致力于系统思考，改进思维方式，优化思维品质。“行”则指勇于实践，合作行动，建立健全行为规范（制度创



新），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整体超越”主要指办学水平与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教学相长，师生共同成长。  

  在上述模型中，“行”字处于轴心地位。近几十年来，对学校教育的失望情绪弥漫于社会，改变学校教育，“重建学校”的呼

声彼伏此起。“学习型学校”的概念之所以迅速广泛流行，正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和心理。从传统的学校到“学习型学校”

是一个凤凰涅槃式的重建过程，在这里“一打纲领都抵不上一个实际行动”。以“行”为中心，正是表示“学习型学校”的研究和

建设重在行动，重在“改变”学校管理的现状，例如：真正地改变“家长制”、“一言堂”的领导方式，真正地改变歧视后进教师

或后进学生的做法，真正地改变应试教育模式等等。  

  三、关于“学习型学校”的基本特征  

  一个事物的特征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为了彰显“学习型学校”的基本特征，我们不妨临时虚拟一个对立面

“非学习型学校”与之进行全面比较。  

  ——————————————————————————————————  

   “学习型学校” “非学习型学校” 

  —————————————————————————————————— 

   预设 学校是有个性的生命体 学校是标准件的生产线 

  —————————————————————————————————— 

   运行动力 动机激励 外部控制 

  —————————————————————————————————— 

   组织结构 扁平式的 宝塔式的 

  —————————————————————————————————— 

   管理方式 民主的，适当分权的 专制的，高度集权的 

  —————————————————————————————————— 

   学习目的 团体与个人共同发展 应付升学、晋升或检查 

  —————————————————————————————————— 

   学习方式 适合组织和成员特点 统一僵化 

  —————————————————————————————————— 

   学习成效 终身受益，提升生命质量 敲门砖式，仅以分数衡量 

  —————————————————————————————————— 

   学习体验 愉快的，享受的 厌倦的，希望摆脱 

   —————————————————————————————————— 

   教风 尊重的，启发式的 强制的，灌输式的 

   —————————————————————————————————— 

   学风 主动自觉的 被动应付的 

   —————————————————————————————————— 

   校风 奋发有为的 压抑沉闷的 

   —————————————————————————————————— 

   社会实践评价 师生成长的摇篮 才智的屠宰场 

   ——————————————————————————————————  

  需要说明的是，理想的“学习型学校”与虚拟的“非学习型学校”都是思辨的产物。现实中的众多学校基本处于亦此亦彼状

态，仅仅在各项目的成分和比例有所不同。  

  根据以上分析和比较，笔者归纳出“学习型学校”的以下基本特征：  

  1 ．学校成员对“学习型学校”及其要素、特征与意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与理解。  

  2 ．有激励学校和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发展的远近配套的学校目标。  

  3 ．能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指导，从改进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入手，追求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管理效能。  

  4 ．重视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思维品质的优化，注意从经验教训中学习，重复犯同样错误的现象趋于减少。  

  5 ．经常性的反思与有效的反馈，使得成员与组织在学习、思考与行动中的障碍得到有效消除，逐渐减少。  



 

  6 ．成员间以尊重与互动为基本的交往方式，具有组织凝聚力和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富有生命活力。  

  7 ．重视校园学习文化的建设，具有良好的教风、学风和校风。  

  8 ．组织和成员的综合素质稳步提高，主要表现在学会学习、学会系统思维、学会创造，学会自我超越，学校办学水平为社会

认可。  

  四、关于“学习型学校”概念的把握  

  1 ．整体地把握。“学习型学校”是若干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环节和一系列特征的综合，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环节或特征都

不能代表它。例如，我们不能说“学习型组织”就是“学习”，也不能说“学习型组织”就是系统思考。  

  2 ．动态地把握。“学习型学校”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体，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修炼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端。它是一个

不进则退的过程，时时可能恢复到它之前的状态。同时，它的理论源头也是动态发展的，例如最近出版的《反思第五项修炼》 就提

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我们应当及时地追踪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吸收其最新成果，保证我们对“学习型学校”的研究与建设与时俱

进。  

  3 ．虚实结合地把握。“学习型学校”不是脱离学校原有组织而另起炉灶，而是通过学校原有组织的改进提高组织效能而体现

的。如果说原来的学校是有形之“器”，那么“学习型”则是形上之“道”。这就是说，“学习型学校”是一个带有形上性质的概

念，一个主要属于理念层面或理想层面、智慧层面、精神层面的概念，一个超越了具体工作任务的概念。这一特点既内在地决定了

它的重大的研究价值，也决定了它题中应有的研究特色。它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式样，也可能没有一套公认的操作要领， 更重要的

是引导启发研究者和建设者丰富的联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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