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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管理在组织管理中已经成为一个有效工具。高等职业院校的知识管理包括对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

管理。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常用的信息管理手段对显性知识进行搜集、整理，但是对于隐性知识的管理，

高职院校只能运用知识管理手段来获得和充分利用。本文将从知识获取、知识保留和知识共享三个维度，

对高等职业院校的知识管理进行分析和评估，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 

高职院校，知识管理，知识获取，知识保留，知识共享 

 
 

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Yaoyu Wang 
Jinan Vocational College,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Nov. 27th, 2020; accepted: Dec. 23rd, 2020; published: Dec. 30th, 2020 

 
 

 
Abstract 
Knowledge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tool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 know-
ledge manage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 includes both management of tacit knowledge and expli-
cit knowledge. Vocational college can collect and sort out explicit knowledge through common in-
form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but for the management of tacit knowledge, vocational college 
can only obtain and make full use of it through knowledge management methods. This article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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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zes and evaluates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 from three dimensions: know-
ledge acquisition, knowledge reten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n proposes countermea-
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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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的定义 

知识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知识及其价值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按照知

识的获取和传递的难易程度，知识可以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1]。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难以用

形式化、记录、编码或表示的知识。隐性知识的组成要素包括直觉、经验、真理、价值、判断、信仰、

智能等[2]。隐性知识是个人或组织经过长期积累后，所拥有的知识。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文字、数字、

图形或其它象征物清楚地表达出来的知识。例如手册、书本、知识库中记录的知识。知识只有透过有目

的、有系统、有组织的学习，知识才会变成力量。 

2. 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在组织管理中已经成为一个有效工具。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知识管理还没有形成一个的

公认的定义。Nonaka 于 2006 年提出知识管理是在组织内持续创造新知识、广泛的传播这种知识，并迅

速地将新知识体现在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和新系统上的过程[3]。本文认为知识管理是指通过对组织

内的知识及相关无形资产的获取、产生、保留、共享、应用等过程的系统管理，达到提高组织的知识创

新能力、增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和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知识管理也是实现高等职业院校有效管

理的支柱和工具。高等职业院校的知识管理包括对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管理。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常用

的信息管理手段对显性知识进行搜集、整理，但是对于隐性知识的管理，高职院校只能运用知识管理手

段来获得和充分利用。本文将从知识获取、知识保留和知识共享三个维度，对高等职业院校的知识管理

进行分析和评估，并提出对策。 

2.1.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是知识管理的核心要素，是创造新知识的前提。新的知识不会突然出现，知识获取就是将

组织内部、外部的知识，转化为组织内部的知识，并将转化的知识进行整理，将它继续转化为组织创新

所需的知识。组织在进行知识获取时，必须知道组织需要什么知识，从什么地方能获取，怎样获取这些

知识。知识管理中的知识获取不仅仅是对数据库、网络信息等资源的知识获取，还包括从科学交流、文

献、各类知识资源中获取知识。 

2.2. 知识保留 

知识保留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保留可以成为学校的资产，也可以阻碍学校的发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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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知识可能会阻碍有价值的新知识产生[4]。知识保留需要鉴别哪些是有价值并需要

保留的知识，哪些没有价值并摒弃的知识。知识保留是组织中的一种记忆[5]。组织记忆是组织中的重要

资源,它包括组织中的大部分知识和影响组织的行为活动。知识保留就是在组织中建立知识库，将知识储

存在组织内部。组织记忆中的事件或者内容集中在五个知识储存库：个人、文化、转变、结构、外部活

动[6]。 

2.3. 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就是知识在组织中转移、传递、交流的过程。通过知识共享将个人或部门的知识扩散到组

织系统。实现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一项核心任务与功能。知识共享可以帮助组织内的成员获取显性知

识，并知道如何获取隐性知识。高职院校的知识共享就是教师、学生通过各种交流的方式将个人所具有

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分享给其它成员，并成为学校的知识财富。高职院校中知识共享是教师和学生之

间、教师与教师之间进行知识交流时，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也就是 SECI 知识创造过程

[7]。社会化：个体之间通过联合活动或接触共享隐性知识的过程。在高职院校中，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就

是学校的成员共同分享个人经历、教学和科研经验、方法、技能、思维等。这是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

过程。外部化：把隐性知识用易于理解的形式表达和描述成显性知识。这是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环节。

组合化：将已经外部化的知识转化成知识系统。例如实现知识库的更新过程。内部化：将显性知识转化

成隐性知识的过程，实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个人可以通过内部化这个过程积累和丰富知识，这是高校

培养人才，提高科研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 

3. 高等职业院校在知识管理实践中的优势和劣势 

3.1. 优势 

第一，在高职院校中的知识管理，有两方面非常重要，一是获得新知识，二是传播知识[8]。在知识

获取层面上，学校聘用国内外专家进行教学合作，引进国内外优质教学资源；为教师提供常规的培训项

目，提高教师的技能；并教师提供网络知识获取平台。第二，学校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依托校园网络

为教师、学生提供知识共享的渠道；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为教师提供知识共享的机会；学校通过设立

科研奖项等方式激励教师主动、积极地进行知识共享。第三，学校建设自动化办公系统，利用现代化设

备和信息化技术，优质而高效地处理办公事务和业务信息，实现对信息资源的高效利用，最大限度地提

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改善工作环境。 

3.2. 劣势 

第一，学校没有建立实施知识管理的有效管理体制。学校的领导及教师缺乏深入的知识管理理念，

对知识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校的教师对于知识共享有抵触情绪，因为他们拥有的隐性知识是他们

保障自身利益的筹码。他们需要靠自己拥有的隐性知识得到认可，所以他们不希望这些隐性知识被别人

掌握，不愿意也不积极地共享自己的知识。第二，学校虽然建立了自己的校园网和办公自动化系统，但

是使用率非常低。在面对面进行教学研究、成果交流时，教师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通常情况会以各种

理由缺勤。学校的教学活动、集体备课等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这些活动往往会变成教职工见面会。第三，

学校缺乏激励机制，现有的激励措施与教师的知识创造特点不符。教师的科研、学术论文等知识用于职

称的评聘等这种方式缺乏物质激励、缺乏精神上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第四，由于学校对知识管理缺乏重

视，导致学校通过扩招和学校合并这种方式进行扩大，缺乏学校与其他院校建立知识联盟。最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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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往往不被组织领导人视为一个战略问题，而是委托给信息和通讯技术工作人员[4]。虽然知识保留对

学校发展很重要，但是，学校对知识保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校由于体制和管理限制，导致优秀教

师或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出现辞职现象，这种人才流失同时造成知识产权的大量流失。 

4. 高等职业院校知识管理的对策 

4.1. 建立内部知识管理团队 

随着高职院校知识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需要有一个知识管理团队，在学校内部系统开展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团队的领导者负责规划学校内部的知识管理的策略和方向，确定知识管理的范围。知识管理团

队的领导者有序的推动、协调知识管理的各项活动。知识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在领导者的带领和培养下，

向学校的教师宣讲知识管理的理论和重要性，在学校内部普及知识管理，使学校的教师和员工都意识到

自己是学校知识管理的主要部分，自觉地寻求个人与学校之间的共同发展。在知识管理团队和学校教职

工的协作下，为学校实现知识管理提供良好的管理基础。 

4.2. 将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促进知识共享 

将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就可以帮助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更容易获取知识。在学校内，知识获

取的方便度较低，有时身边的知识也很难获取。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学校可以尽可能地将隐性知

识转化成显性知识。例如：通过定期面对面的交流、科研兴趣小组、公共信箱、网上论坛等形式在教师

和学生之间、管理人员和教师之间、学生与管理人员之间建立流畅的知识传播渠道；将知识共享的成果

形成文档或产品，例如手册、说明书、数据库等；学校还可以与其他院校、社会团体、科研机构建立联

系，通过研讨会、科研成果展示、科研资源共享等形式进行交流；组织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在网络

上进行知识交流和借鉴等活动。通过以上方式实现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有效地实现知识共享。 

4.3. 构建数字化校园，建立学校知识库 

高职院校的知识管理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对显性知识和已经显性化的隐性知识进行储存和管理。信息

基础建设是构造知识交流网络的前提条件，因此，学校需要建设一个多媒体网络平台，并将这个平台遍

布校园的各个角落。通过这个多媒体网络平台，打造一个知识交流网络。将这个平台作为学校内部各个

部门的沟通桥梁，在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知识共享和创新，并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便利而有效的知识

获取的手段。基于网络平台的建立，学校还应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库。知识库的内容可以包括：

学校人力资源状况以及每个职位需要的技能和评价方法；学校各部门的内部资料；学校的主要竞争对手

及合作伙伴的详细资料；学校内部的研究文献、研究报告、教学案例；教师的课件、教案、教学实践、

教学背景材料、参考资料等。在知识库中可以形成课件库、辅助资料库、论文库等子仓库。通过知识库

创建，可以为学校、教师、学生、社会提供知识获取的平台，也可以有效的现实知识保留和共享。 

4.4. 营造有利于知识共享的校园文化 

保护和管理隐性知识需要一种交流和学习的方法，那么创造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必须是组织文化的一

部分。校园文化与学校的组织结构相互作用，形成行为规范，成为教师和学生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行为

准则。知识的生产、获取、共享、创新等都需要相应的文化氛围，因此学校的知识管理需要重视校园文

化建设，营造互相信任、尊重知识、共享知识的校园文化。首先，在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

教师与学校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使他们在一种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中，自愿、主动、积极的交换意见、

分享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等。其次，还可以建立文化休闲场所，为知识共享提供轻松的环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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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知识管理是提升高等职业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之一。本文分析了高等职业院校在知识管理方

面的现状并提出策略。就目前而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知识管理战略对高等职业院校是新的挑战，必然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因此，高等职业院校要充分借鉴知识管理中的思路和方法，采取积极的战略态

度，不断更新现有知识，并对内外知识进行整合，力求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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