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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情况。由于自身和学校的综合原因，导致大学生的能力无法满足社会

需求，出现了高等教育迟滞的窘境。为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能力教育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对能

力教育中的主要概念进行梳理，对比其中的关系和优劣，以方便后续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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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t is difficult for college graduates to find employment. Due to their own and the uni-
versity’s comprehensive reasons, th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there is a dilemma of higher education la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graduates, ability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the main concepts 
of ability education are sorted out, and the relationship and advantages are compared, so as to fa-
cilitate the follow-up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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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迟滞是指教育发展落后于社会的倾向。教育迟滞是由于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路径粘性

致使的。粘性问题是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粘性理论在经济学领域被广泛应用，主要

集中在价格粘性、投资粘性和成本粘性等方面。粘性信息理论的出现将粘性理论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1]。在粘性信息理论中，信息传播具有缓慢性，信息获取者在获取信息之前的增量支出就是信息粘

性，与信息成本呈正相关关系[2]。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信息粘性将会使其投资具有迟滞性。由于信息无

法及时更新，企业的投资将不能根据市场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立即作出改变，进而产生投资粘性，对公

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杜人淮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研究中提出路径粘性的概念，认为

路径粘性主要是指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各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无法及时迅速作出调整，使

自身发展停留在原有路径[3]。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主要将粘性问题放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探讨，较少涉猎

教育学领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时和迅速地作出调整。目前，我国处在

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需要大量新兴复合型人才。不仅是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出现通识教育空缺以及

专业教育滞后等病理现象，导致毕业生出现诸如专业基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就业能力的缺乏，无法

跟上；同时，在实习方面，也出现实习单位无法充分满足学生实践学习需要和学生无法达到实习单位要

求等问题，使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无法匹配就业现状。这逐渐成为一种隐性的人才短缺，

制约着我国人力资本发展。 
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一直是各层次教育最常用和最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一方面可以满足

广泛群体对基础知识的需求，适合通识教育；另一方面教师主导能保证教学活动有序开展，知识能够按

照教学计划循序渐进地传授。但是，这种以教师作为“知识输送者”，学生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传统

学习方式很难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认知性知识等“硬能力”以及问题解决、团队合作等“软能力”[4]，
最终导致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停留在表面。在研究型大学，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

使学生在专业技能和可转移技能方面与企业的需要存在较大差距[5]。形成了一种“学非所用”的高等教

育迟滞现象。 
基于此，高等教育学科开始重视“如何提高就业学生能力”的相关研究，其中工作场所中学习

(workplace learning)、实践导向型学习(practice-based learning)、问题导向型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以及项目导向型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是该研究领域内的热点研究。本文主要接受以上四种学习方式，

并阐述四者关系和区别，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帮助。 

2. 工作场所中的学习 

最开始，工作场所中的学习是管理学领域内的研究主题。在知识型社会中，人口的横向流动性增加，

在终身就业和终身学习观念的影响下，员工和组织的发展需要使组织和学习连结起来[6]，为了保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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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场所中的学习开始受到企业家和管理学家的关注。随着知识的不断分化和专业

化，大学和企业开始合作对个体的能力进行培养，工作场所中的学习逐渐变成了一门跨学科的研究。 
工作场所中的学习可以运用的学习模式有四种：第一，传统模式，又称为技术教育模式。在传统模

式中，学习是自发的，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指导和帮助。学校和工作场所间几乎不存在合作，学习者被简

单“分配”到工作场所中，需要依靠自身以适应工作要求；第二，体验模式，又称为结果导向模式。在

体验模式中，工作体验被认为是发展和评价工作中所需的通用技能的机会。其强调学习结果，教育提供

者的职责是促进学习者发展和评价的过程。重视学习者的自我管理；第三，工作过程模式。这一模式注

重学习者发展对工作过程和情景的整体理解。学习者通过参与不同社群或项目的实践，适应变化的工作

情景，并分享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工作过程模式需要将理论和实践学习结合，因此合作十分重要。教

育提供者的职责是支持学习者的反思行为；第四，连接模式。该模式是利用工作体验的理想模式，其核

心是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关注“横纵”学习间的“反身”连接。强调通过合作已发展多情景和连接

性的技能，使学习者能够跨越学科边界，培养其在新情景中工作的能力。这一模式需要学校和工作场所

的密切合作，教育提供者的职责是与工作场所一同创造适合的学习环境。 
从广义上可将工作场所中的学习分为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两大类，其中，非正式学习包括偶然的

非正式学习和有目的的非正式学习。正式学习是指有计划的学习活动，例如培训、课程等，以保证个体

获取完成工作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和意识。一般来说，正式学习是一种不在工作环境中进行的结构化的

学习，通常在学校教室中进行[7]。其具有以下 5 个特点：1) 有预设的学习框架；2) 有组织的学习活动；

3) 有教师或培训师的参与；4) 能获得合格证书或学分；5) 结果具有外部规范[8]。正式学习主要生成显

性的知识和技能。需要注意的是，问题导向型学习和项目导向型学习是正式学习的具体教学方式。偶然

的非正式学习又称为偶然学习(incidental learning)，是指个体本身没有学习的动机和主动学习的意识，在

偶然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学习到某种经验的学习方式[9]，一般会被视作其他活动带来的附加产出[10]。有

目的的非正式学习包括指导、有计划的技术和工具使用练习等，是发生在工作场所中的高度结构化、具

有延续性和教学本质的学习方式[11]。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相互作用，工作场所中只存在非正式学习是

不充分的。首先非正式学习主要产出隐性知识，但隐性知识并不全是积极的；其次，仅依靠非正式学习

无法跟上知识更新的速度；最好，正式学习能将非正式学习中的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整合学习者

的理论和实践知识[12]。 
在正式学习中，最常用的教学模式包括问题导向型学习(PBL)和项目导向型学习，又称作案例导向型

学习(case-based learning)。 

2.1. 问题导向型学习 

问题导向型学习以真实世界的问题状况作为学习的起点，通常在医学专业教学中广泛运用。课程围

绕问题而不是学科建设的，学习理论知识是为了寻找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方法，学生需要应用其现有的

知识与其他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并确认进一步的学习目的。由于单一学科的知识无法对真实世界的问题

进行充分回答，问题导向型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参与跨学科学习的可能[13]。问题导向型学习能在各种类型

的课程结构中应用，其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条原则[14] [15]： 
1) 学习过程的中心要围绕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 
2) 问题导向型学习的本质是建构主义，知识要由学习者自身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获得； 
3) 以学生为中心； 
4) 学生应具有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励的能力； 
5) 重视培养批判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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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师需要转换监督者与促进者的身份； 
7) 学习者要具备并发展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8) 强调学习过程而非结果，发展学习者的认知能力。 
问题导向型学习注重过去经验对未来学习的影响，也被称为经验教学[16]。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并

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信息接收者，知识的获取不再单纯依靠教师传授，需要学习者参考自身的经验和所处

的情景[17]。由于个体间对于经验的选择具有差异，学习者在问题导向型学习中的学习过程都不一样[18]。 
固然，和传统教学相比较，问题导向型学习具有很多优点。但是，由于学生数量的增加，小组导师

制通常难以实践。并且在部分文献中也指出，即使是小组形式，学习者的团队合作能力也没有显著提高

[19] [20]。在一份案例研究中指出，在研究生课程中应用问题导向型学习的过程，学习者发现难以发挥团

队效果以接受成员间不同的认知和观点，也难以获得与问题相关的知识[21]。例如，在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本应以 10 人为上限的小组膨胀为 60 人的小组[22]，问题导向型学习效果大幅下降。 
为了解决师生比低问题，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有部分学者将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整

合进问题导向型模型中，提出问题导向型合作学习(CPBL)。学习者间的社交活动能够创造对学习有显著

积极意义的合作行为[23]。在合作的过程中，与同伙和专家对知识、问题和经验进行相关讨论、反思、辩

论和批判，都有助于学习者参与进知识构建的过程中[24]。由于，问题导向型合作学习本质上是一种建构

主义的教学方法，自然要注重课程的建构性一致。建构性一致强调运用好与学习结果一致的学习和评价

活动，为了满足建构性一致的要求，问题导向型合作学习需要遵循一下 5 条原则[25]： 
1) 个体间积极的相互作用； 
2) 强调个人责任； 
3) 面对面沟通； 
4) 合适的人际交往能力； 
5) 常态化的小组功能评价。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 PBL 和 CPBL 的差别，本文绘制了两者的课程教学框架，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Figure 1. Problem-oriented learning framework 
图 1. 问题导向型学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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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oblem-oriented cooperative learning framework 
图 2. 问题导向型合作学习框架 

 
通过对比两种教学方式的教学框架可以发现，问题导向型合作学习是在问题导向型学习的基础上，

将小组对问题的讨论、分析、认知和展示加入进教学框架中，使小组合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发挥实际作

用，起到培养学生团队工作能力的效果。合作学习的加入为发展团队工作技能提供了所必须的“脚手架”，

这更加有利于问题导向型学习的实施。 

2.2. 项目导向型学习 

项目导向型学习是指学习者以小组形式解决来自企业和公共组织的真实且具体的问题或案例，其目

的是为客户组织提供一个最终方案。在项目导向型学习的过程中，问题作为刺激因素，促使学习者确认

什么是需要学习去理解和解决的问题，基于学习者个人经验所做出的决定，发现合适的处理方案[26]。项

目导向型学习是一种动态的教学方式，学习者探索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和挑战，并同时在小组合作的过

程中发展跨学科技能[27]。这种教学方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解决与学习者未来职业情景相关的现实问题，

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28]。 
项目导向型学习强调以下活动：长期性，以学习者为中心，基于团队合作学习，结合实践。这种方

法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结果，以及技能的发展，如自我管理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力、时间管理能力、

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使用科学工具的能力[29]。此外，项目为学习者提供了机会，将来自不同学科

领域的核心概念、原则和理论模型等知识导向型技能聚集在一起，应用在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中，为学

习者开启了职业生涯，对其动机具有积极影响。有学者列举出项目导向型学习的如下特征[30]： 
1) 学习的中心是项目，而不是课程； 
2) 项目的重点是驱动学习者认知学科的核心概念和原则的问题； 
3) 项目让学习者参与建设性调查； 
4) 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是学习者驱动的； 
5) 项目是现实的。 
虽然项目导向型学习是一种能够提高学习者未来就业力的教学方式，但其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

问题。首先，项目导向型学习使学习者工作量加重，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个体间花费的精力可能出现

不一致的情况，由于工作量分配的不公平，导致学习者更倾向传统的教学方式；其次，教学设想与实际

情况相冲突。在项目导向型学习的预期中，学习者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应具有自我指导的能力。但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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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部分学习者无法适应身份的转变，仍依赖于来自教师的支持；再次，教师不适应。不仅是学习者

不适应项目导向型学习，教师由于培训、经验和知识储备的匮乏，没有办法很好地准备和完成项目导向

型学习的教学任务[31]。再次，硬件不足以支持项目导向型学习的实施。项目导向型学习能够帮助学习者

掌握使用科学工具的技能，部分教学机构缺少资金和科技支持，使得项目导向型学习无法发挥全部效果。

最后，项目导向型学习本身的定义不明确。由于目前学界对项目导向型学习的定义具有的多样性，加上

缺乏普遍接受的项目导向型学习理论，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项目导向型学习的研究活动。 
通过比较问题导向型学习和项目导向型学习，发现两者在总体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在细节和范围上

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首先，问题导向型学习的时间范围短于项目导向型学习。前者关注现实世界中的

问题，主要是围绕一个问题进行讨论、思考和解决，而后者可能是由多个问题组成一个项目，学习者投

身在项目中，完成一系列问题，以培养自身能力；其次，问题导向型学习的空间范围小于项目导向型学

习。问题导向式学习的重点是各小组之间的相互交流互动，但是在项目导向式学习中，其活动范围可以

超出班级或学校，可以联合相关的企业或组织；最后，问题导向型学习和项目导向型学习在能力培养上

不同。在问题导向式学习中，通过团队协调活动实现信息的交流、分析、反思、共享，从而共同协作解

决问题；而项目导向式学习很难形成有机的团队运营，很难实现有效的成员管理。但在项目导向型学习

中，个体能力，例如：解决问题能力、工具运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等就业能力都会得

到较大提高。 

3. 实践中学习 

虽然实践中学习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其仍未普遍运用在相关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在概念定

义方面也尚未在学界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实践中学习是指在工作环境的机会中进行的学习活动，在

开展学习活动前，学习者必须处于一个具体的工作环境[32]。这种定义将实践中学习的概念过于具体化，

不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实践中学习是在专业实践中学习的全部领域

[33]。这一定义具有较大的可解释空间，使实践中学习在学术和实践教学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但是，如此宽泛的定义导致学术学习和实践学习在区别上出现过度泛化的问题。为了在概念的过于具体

和过于空泛中找到平衡，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知识能够在课堂中学习和了解，但实践中学习一定

是在实践中进行的[34]。在“情景学习”(situated learning)的概念中，知识的学习和使用是不能脱离实践

的[35]。基于此，虽然实践中学习在学校和社会实践中都能开展，但是由于实践中学习是一种伴随职业发

展而需要终身进行的学习活动，只有在参与实践活动后才能发挥出其全部潜力。 
组织情景对于实践中学习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了保证实践中学习发挥其效果，需要为学习者营造一

个具有良好氛围的学习型组织。其中，情景学习是这一领域中的经典研究，并以“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36]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和“实践社区”[37] (community of practice)为重点。“合法的边缘

性参与”是情境学习理论的中心概念和基本特征。根据这一特征，基于情境的学习者必须是共同体中的

“合法”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观察者，同时他们的活动也应该在共同体工作的情境中进行。“边缘性”

是指作为新手的学习者部分地、不充分地参与共同体的活动。“实践社区”是指将对某一特定知识领域

感兴趣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大家自愿组织起来，围绕这一知识领域共同工作和学习，并共同分享和

发展该领域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学习型组织定义为一种通过创建特定的实践社区或项目，

促进所有成员参与学习和自我发展的组织，并通过整体的组织学习，持续改善组织自身的组织。 

4. 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四个名词进行概念梳理发现，“实践中学习”是一个最广泛的概念，其认为与学习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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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运用相关的活动需要在实践环境中开展，强调知识在现实中的应用。“工作场所中学习”的重点在于

企业对现有和潜在人力资本的提升与发展，其中“正式学习”关注校企合作，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学

校方为企业方培养足够且适合的人力资源，企业方也将部分员工送回学校进行继续教育，其主要发生场

所在学校；“非正式学习”主要发生在工作的过程中，例如员工培训，教练导师带教，员工互相学习等。

“问题导向型学习”和“项目导向型学习”是“正式学习”中会使用到的教学方式，是需要教师提供支

持，企业负责配合，目的是提高学习者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四者关系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concepts 
图 3. 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5. 结语 

目前，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不光要在需求侧方面花心思，通过政策或经济手段，激发市

场活力，为大学生创造足够的优质岗位，满足就业需要。同时，高校也要在供给侧上下功夫。一方面，

要根据市场需求，要积极推动课程结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的转变，提升教学人员培养和开发学生就

业能力的水平，在学科渗透中的强化学生就业能力，重视实践环节。要强化高校学生的实习、见习环节，

增加学生的工作经验和实践的机会。充分发挥学校各类社团组织的作用，并予以适当的引导。通过开展

以提升和拓展就业能力为主题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另一方面，要在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

上改革，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为学习者选择合适的学习方式，因材施教，使知识在实践中应用，提

高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等就业竞争力。同时，要以积极展开产学研

结合，让更多的用人单位介入课程的设计过程，积极修订课程，以满足产业界和社会的需求。适时从工

商界聘请客座教授，让学生能够及时获得和掌握校园以外的专业动向。此外，高校还应该与本地的用人

单位建立密切的关系，让用人单位的需求及时地传递给学校，以解决高等教育迟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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