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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theory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various 
trades’ management workers and has been used to guide the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work.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lifelong education”, the theory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heories of education managers and is widely us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
tion management. This paper, starting with the theory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pri-
mary and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aiming at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cur-
rent primary school management,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in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teacher management by means of 
theoretical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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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学习型组织理论越来越受到各行业管理工作者的重视且将其用于指导管理工作的改进。而在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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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随着“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等理念的不断提倡与推广，学习型组织理论也随之成为当

前教育管理者较为推崇的一种理论而被广泛运用于教育管理工作的改进中。本文从学习型组织理论入手，

立足于我国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领域，针对当前小学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利用理论工具对教学管理、

文化管理和教师管理三方面提出相关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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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问题和新挑战也层出不穷。面对急速变化的动态环境，质

量和创新成为诸多领域发展所追求的目标，而理性看待当今社会发展趋势，不难发现，传统的思想和观

念无疑已成为阻碍各个组织发展的共性问题。而面对当前“知识爆炸”的社会发展趋势，转变观念和创

新发展也逐渐成为大众所追求的新的发展模式，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要求人们必须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新

的社会发展需要。而面对当前“学习时代”的潮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做出了响应。首先，从国

际上来看，欧盟发表“终身学习白皮书”、德国发表“汉堡宣言”、加拿大开展“解放教育”运动等[1]；
而国内来看，党的十六大明确强调“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由此可见，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所追求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而这样的社会背景无疑

也为“学习型组织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先机条件。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学校作为国家教育事业

发展的中心，更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文化的创新发展

做出贡献。 
而在我国，各级教育发展的层次参差不齐，基础教育作为我国各级教育阶段中比较重要的一环，逐

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较为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基础教育阶段的教

育发展较为缓慢，且体系相对较不完善，并且由于基础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受教育对象身心发展的特殊

性，因此，相对高等教育的学校管理来说，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也就自然存在诸多问题。一般来说，狭

义的基础教育是指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在内的义务教育，广义的基础教育则是在此基础上包

括了家庭教育和社会生活教育。而小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阶段中幼儿园教育和初中教育的衔接点，不仅

在基础教育体系中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在整个国民教育中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

研究我国小学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对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也起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就从小学教育领域入手，结合当前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背景和潮流，对小学学校管理工

作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并运用“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内容对学校管理工作进行指导，从

而帮助学校组织实现创新发展。 

2. 学习型组织理论 

追根溯源，学习型组织理论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学者弗瑞斯特(Forrester, J. W.)提出。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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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弗瑞斯特教授创立工业动力学，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大部分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是思考方式与工

具不当造成的[2]”。该理论随着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工业和企业的管理工作中，体系与内容逐渐完整丰富，

成为“系统动力学”，而该理论也是构成“学习型组织理论”的重要理论之一。随后，彼得圣吉在上世

纪 90 年代出版了专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在弗瑞斯特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和阐述了如何构建扁平化、信息化和系统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即“学习型组织”，并提出了构建学

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团体学习、要求成员需要有系统化的思维模

式[3]。 
因此，学习型组织理论就是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一种创新、和谐和完善的学习机制，利用优势的氛围

来影响和陶冶成员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发挥和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使组织在动态环境中实现动态发

展。而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学习型组织理论被泛试用于诸多管理实践中。“学习型政

府”、“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等一系列运用该理论的新型管理模式一时被诸多管理者所推崇，

而学习型组织理论也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3. 我国小学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教学管理问题：追求教学形式创新，忽视实际教学质量 

随着当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小学将互联网数据引入教学活动中。随之而来的“微

课”、“智慧课堂”、“反转课堂”等也逐渐成为很多基础教育学校教学活动中所追捧的形式。这种教

学模式上的创新原本是是为了能更好的实现教学效果，开发学生的智能，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但很多学

校却由于太过注重形式，从而一味地模仿其他学校教师进行“创新”教学[4]。而忽视了自身的水平和学

生的基本情况，导致教学效果较差，教学质量大大下降。一方面，在教学理念上，过度追求“以学生为主

体”的教学，而忽略了实际教学目的和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导致大量时间成本和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上，在未经过实践操作的情况下，而通过模仿进行的教学，会对教学方法理解偏差，

并且在操作时也会出现“教学重点不明”和“教学现场混乱”等问题，从而降低整节课的教学效率。 

3.2. 文化管理问题：形式主义蔚然成风，人本主义严重缺失 

文化对于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优秀的团队文化不仅可以提升师生的精神境界，融洽校

园生活，还对学校的管理工作的进行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现在很多中小学的校园文化中都存在

着很多不利于学校发展的因素。一方面，形式主义蔚然成风。随着素质教育普及工作的进行，对基础教

育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而很多一线教师为了应付上级教育行政组织的检查工作，在学校大做“面子工

程”。这样的形式主义在很多小学管理工作中屡见不鲜，此举非但使校园文化受到了冲击，更对小学生

的德育起到了不好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本主义缺失。尽管我国各个领域都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

但在学校管理中，由于形式主义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并且过于严密的层级结构阻碍了领导者和教师之间

的沟通，所以才会导致一幕幕人本主义丧失的场景出现。反思并优化教师团体中的文化建设，也是很多

教育领导者在进行管理工作中需要着重注意的。 

3.3. 教师管理问题：过度重视实际成果，忽略教师身心发展 

随着当前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对教师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因此，很多学校的领导者

为了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校办学水平，给教师的日常工作做了许多既“硬性”又“务实”的工作规定

[5]。如完成高额升学率、量化家庭作业批改率等。追求办学实际成果，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质量社会主

义接班人原本是我国中小学的主要任务。但很多中小学却过度的追求所谓的“效率”和“成果”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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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对教师工作提出“高效率”“高规格”等要求，却忽略对教师精神状态、生活需求和思想境界

等“虚”的方面的关注，因而导致教师工作压力大，难度强，在职业发展中处于亚健康发展状态，长久

下去，不仅不利于教师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发展，同时也会严重威胁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从而引发管理危

机。 

4. 学习型组织理论对中小学管理工作的启示 

4.1. 教学管理的启示：善于不断学习，务实中体现创新 

教学管理中存在的这种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教师自身并未对新的教学模式进行学习和演练，同时

领导者也并没有为教师把好关，提供学习平台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在进行教学管理时要分清主次，从

实际出发，在务实中体现创新。 
一方面，学校领导者要从自身做起，转变观念，善于不断学习和接受当前教学活动中较为创新的教

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并运用系统思考的方式来从学校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

结合学校的“校本特色”来规划出一套适合自己本校发展的教学模式[6]。此外，领导者还需要打破层级

界限，以人为本，做好“服务者”角色，积极与老师、学生和家长沟通，寻找并研发出一套既适合老师

的“教”，又适合学生的“学”，还能满足家长的教育需求的相对完美方案。 
另一方面，领导者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可以结合学校的校园文化特色，在学校开辟“教学角”方便老

师在此沟通教学心得，或者每周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此举对于管理者来再说，便于他们聆听教师心

声，为日后的教师队伍服务做好铺垫。再者也可以帮助领导者及时获得一线教学信息，从而便于日后对

教学工作进行管理[7]。同时，教师也要改善心智模式，积极配合领导者进行教学管理工作，并在实践过

程中多积累实践经验，并善于观摩其他教师的优秀教学过程，结合自身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寻找出相对

创新的教学模式，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4.2. 文化管理的启示：改善心智模式，优化学校文化环境 

文化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当前基础教育中校园文化衰落，管理者和教师未改善心智

模式从而误入歧途。 
一方面，管理者和教师需要端正态度，改善心智模式，务实工作。管理者要帮助教职工改变思想，

端正态度，正确迎接上级教育领导的视察工作，并且管理者要充分发挥“服务者”的作用[8]，在视察过

程中起到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既要将本校的办学优势和教职工的共同愿景向上级领导反馈，同时也要

虚心接受上级领导的指导教育，并及时组织团体学习讨论，趁热打铁的将信息反馈给教职工，并组织大

家沟通学习，以便日后更好的接受领导视察。 
另一方面，教师和领导者都要提高自我反思和检讨的能力，从自身做起，充分做到“以人为本”，

并进行自我监督，实现自我超越。组织成员可以多加强沟通交流，运用“头脑风暴”的方法并根据学校

自己的特色，创办出属于自己的“校本团队文化”，以此来影响和矫正学校教职工团队的文化氛围。 

4.3. 教师管理的启示：系统思考，全方位为教师发展“谋福利” 

教师管理中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管理者思想狭隘，一味追求教学方面的质量工作管理，而忽视了对教

师综合发展的要求和关注所导致。因此，管理者在进行教学质量管理时，也需要综合考虑各个因素，从

而全方位为教师谋福利，提高教师积极性，缓解职业倦怠。 
一方面，管理者要改善心智模式，从思想上打破层级观念，能拥有“换位思考”的能力，设身处地

的从教师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结合当前国家教育方针的要求和本校的实际情况，来为教师制定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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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管理者要转变角色，善于做教师的“仆人”和“服务者”，多聆听教师心声，帮助教师

满足个人或共性需求[9]。并多为教师的升值发展，如：在职进修、岗位间流动等提供机会和平台，让教

师在工作中展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还能感受到领导关怀，从而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帮助抵制职业倦怠。 
最后，再次基础上，管理者要努力对学校组织形式进行“扁平化”改革，多鼓励教师对自身进行“自

我管理”，给予他们充足的权利来安排自己的时间来处理自己的事[10]。与此同时，管理者也要在组织中

帮助教职工建立共同工作目标，以便教职工可以在日后通过该目标合理安排自己的教学和工作进程，这

样便能减少教职工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使教职工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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