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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风险是最能反映当今时代基本特征的

两个概念。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它对于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同时，知识经过各个领域的

专家编码之后就会借助各种传播途径脱离产生它

的具体情境，而知识的有效性与产生它的具体时间

和空间具有密切关系，于是在知识的解码和应用过

程中就会存在一系列风险。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都要掌握知识、面临风险，而知识的获得和具体应

用需要通过学习，同时驾驭和规避各种风险能力的

增强也需要通过学习，学习能力的高低决定性地影

响着个人和组织的前途和命运。传统的关于领导者

学习能力的研究主要是从学习能力的重要性以及

学习态度、学习理念等方面进行，我们侧重于从领

导者学习能力的基本层面加以研究，着力说明领导

者学习能力的内涵、要素及培养途径。

一

学习和学习能力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

含义。学习活动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能发生，学

习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词汇。我们可以学习一

种技能，例如游泳、滑冰、打乒乓球等；我们可以

学习一个知识点，例如记住一个汉字或英语单词，

熟练应用一个数学公式等；我们也可以学习一种系

统的理论，例如哲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

等。可见，学习主要是与处于某一特定教育机构中

的主体活动相关，即学习主体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

从阅读、听讲、研究和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的活

动，相应地，学习能力就是指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

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学习活动是心理学尤其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

重要内容之一。在教育心理学中，对于学习的一般

定义是“凭借经验产生的比较持久的行为改变”。

学习主要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行为改

变，这里所谓的行为，不仅指外部可以观察到的外

显行为，也包括思维活动和认知活动中概念与表象

的变化那样一些内隐行为。其次，只有凭经验产生

的行为改变才能是学习，由于发育、成熟或发展产

生的行为改变则不能称之为学习。可见，学习的本

质在于反抗本能，例如学习游泳就是要克服人在水

中的本能动作，如果单纯依靠本能进行活动，那么

结果只能是溺死。第三，只有比较持久的行为改变

才是学习，由药物、疲劳和饱食引起的行为改变是

暂时的，这种行为改变不是学习。[1] 29-30 索里和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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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以及由机体损伤和生理变化引起的行为改变不

能称之为学习，他们还注意到通过学习获得的行为

改变绝非一经取得就成为终身保持不变的静止的

实体，由于遗忘因素的存在，它们经常发生改变，

只有相对的稳定性。基于此，他们在教育心理学领

域提供了关于学习的较为完善的定义，他们认为：

“那些不是由于成熟、损伤或机体的生理变化所产

生、而是由经验引起的比较持久的行为变化，一般

就被认为是习得的。”[2] 198 学习的含义一经确定，学

习能力的内涵也相应地得到确定，所谓学习能力就

是通过学习获得相对持久的行为改变的能力。

在组织行为学中，关于学习的界定一方面受

到心理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自身的发展和深

化。罗宾斯沿用了心理学中关于学习的界定，同

时强调了学习活动的四方面特征：第一，学习包

含着变化。第二，这种变化应该是相对持久的，由

反射引起的暂时变化不能称之为学习。第三，学

习的定义关注的是行为，只有行为活动发生了变

化，学习才会发生。如果个体仅仅在思维或态度

上发生了变化，而行为未发生相应变化，则不能

成为学习。第四，学习必须包含某种类型的经验，

这种经验可以是观察或直接经验，也可以是间接

经验（如阅读）。[3] 88 除了罗宾斯之外，彼得 圣吉

还为学习活动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意义，他认为学习

不仅意味着吸收知识或者获得信息，它的核心意义

是指心灵的根本转变和运作，“真正的学习，涉及

人之所以为人的此一意义上的核心。透过学习，我

们重新创造自我。透过学习，我们能够做到从未能

做到的事情，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及我们跟它的关

系，以及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4] 14 如果从圣吉关

于学习的界定出发，学习能力就是指通过学习实现

自我塑造和心灵的根本转变的能力。圣吉从创建学

习型组织的角度过于拔高了学习的意义与作用，从

而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

基于对上述理论的总结和提升，我们可以发现

界定学习能力首先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学与做之间的关系。学习一般发生在做事之

前，它们是两个过程，前者是一种知识储备，一般

不针对特殊的情境而展开；后者是知识应用，是在

特殊情境中对于问题的解决。除了二者分离的状况

之外，经常也会出现二者融合的情况，“学中做”

是在学习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掌握知识，主动地预设

情境解决问题的过程，模拟和实验是其主要手段；

“做中学”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对于实践方法和

内容的经验总结，其目的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处理类

似事务。（2）学习的主体、客体和中介。学习的主

体是人，但并不是只有各类教育机构中的学生才能

成为学习的主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学习

的主体，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学习的客体是知识

和技能，知识和技能既可以存在于书本之中，也可

以表现在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还可以通过自己

的实践得到总结提升。学习的中介是学习的方法和

手段，包括理论和实物两个方面。学习能力在很大

程度上表现为在众多备选项中选择有效的学习方

法和手段。（3）学习意味着一种改变，是对原有知

识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的学

习是没有效果的、消极的过程。学习的正确方向是

在学习之后主体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心理

学为了进行实证研究，强调学习行为的可观察性，

从而忽略了学习主体思想层面的改变，片面强调其

行为方式的改变，这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应该

从思想和行为两个层面研究学习活动。（4）学习的

时间效力问题。短暂的由人类反射本能引起的思想

和行为的改变不能称之为学习，例如由火灼烧手指

引起的痛感和缩手行为等。另外，由于生长（成

熟）引起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思想和行为的改变也不

能称之为学习，例如幼儿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改

变、成人的性行为等。学习必然带来较为持久的思

想和行为的改变。（5）学习的价值取向。一个人从

事抢劫、诈骗等具有负面价值的活动也需要有学习

的过程，但是对于这种学习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

坚决予以抵制，学习过程应该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

范围内进行。综上，所谓学习能力是指一个人运用

正确的方法获取积极的知识和技能，较为持久地改

变原有知识体系和行为方式的能力。

同一个学习主体对于不同的知识或技能表现

出来的学习能力也会有所不同，他或者具有较强的

运动能力，或者具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或者具

有较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同一种知识或技能，不同

的个体对它的掌握程度也存在差别。因此，不同的

工作领域要求不同的学习能力，领导者的学习能力

异于一般人的学习能力。毛泽东曾经高度概括了领

导者的两项责任，即“出主意”和“用干部”。[5] 527

“出主意”是计划、方案和路线的制定，领导者负

责单位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规划的制定；“用干部”

是激励被领导者有效地执行这些计划、方案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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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于领导者来说，做事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是

更重要的是做人；具体执行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是

更重要的是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伦理道德水平。

可见，领导者的学习能力是指通过系统学习相关的

思想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认知和认同党和政府的

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较为持久地提升自身的管理

和服务水平的能力。

二

在国外关于组织学习能力的理论中，一种主流

的思想认为领导者具有学习能力的表现是他必须

能够产生思想，同时能够使这些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扩散，在这些思想传播扩散过程中，它们能够产生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实际效果。[6] 145 领导者的学习能

力主要体现为具有影响力的思想的产生。基于此，

领导者的学习能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系统思考能力。一般人是从自己的生活

出发，以自我为中心，以片段、局部或碎片的形式

进行思考；作为一个部门或组织的领导者就不能这

样进行思考，他必须从全局或整体的角度进行思

考，这就是系统思考，也就是圣吉所说的第五项修

炼。圣吉认为，在构建学习型组织过程中主要包

括五项修炼，这五项修炼分别是自我超越、改善心

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以及系统思考。

其中，系统思考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整合的作用，“系

统思考是以上所提修炼中的第五项，它是整合其他

各项修炼成一体的理论与实务，防止组织在真正实

践时，将各项修炼列为互不相干的名目或一时流

行的风尚。少了系统思考，就无法探究各项修炼

之间如何互动。系统思考强化其他每一项修炼，并

不断地提醒我们：融合整体能得到各部分加总的

效力。”[4] 12-13 对于领导者来说，系统思考能力是学

习能力中的一项重要的要素，它关系到部门或组织

目标的实现，关系到领导者的思想能否全面系统地

反映组织与外部环境以及组织内部的需求和协调，

关系到领导者的思想以及领导行为能否产生实际

的效果和广泛的影响，一句话，系统思考能力决定

着领导者的成败。

第二，道德修养能力。道德力量是领导者感染

人、影响人的重要因素，政德是评价领导者行政行

为的重要维度，道德修养能力是领导者学习能力的

题中应有之义。孔子非常重视道德因素在行政行为

中的作用，他认为：“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领导者的道德力量直接影响着他所做出的

命令或计划的执行力和影响力。据有关调查显示，

当前我国的领导干部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却面临着道

德困境，一方面，政府公务员由于自身经济地位的

大幅提升以及公务员职位被青睐热捧，他们成为社

会所有群体中对自己生活满意（包括较满意）度最

高的群体；另一方面，政府公务员群体同时又是公

认的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满意的群体，以 74.8%的

比例高居各群体之首。[7] 8-9 政府公务员所面临的道

德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领导干部的贪腐行

为造成的，基于此，领导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能力

成为当务之急，廉政和为民服务的理念应该广泛地

树立起来，领导干部的学习能力建设主要应该是在

道德修养能力上下功夫。

第三，自我反思能力。“反思”包含两方面的

含义：其一是指“后思”，也就是在某一特定事件

完成其发展过程之后，在事件转化为概念和思想之

后，把事件的终点作为思考的起点，以这些概念和

思想为对象展开对于事件本身的思考，思考的结果

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结论；其二是“反复思索”，

“反思作用总是去寻求那固定的、长住的、自身规

定的、统摄特殊的普遍原则。这种普遍原则就是事

物的本质和真理。”[8] 76 我们对于事物的本质和真理

的把握不是依靠一次性思考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

对之进行不断地、反复地思考才能达到。“如果有

任何特征只是属于人类的，这就是反思性的自我意

识能力。这便使人能够分析自身的经验和思考自己

的思维过程。通过反思自己的不同经验以及他们所

知道的一切，他们能归纳出有关他们自身和他们周

围世界的一般知识。人们不仅通过反思获得理解，

而且他们评价和改变自己的思维。”[9] 28 可见，领导

干部通过自我反思，一方面可以达到对于自己行为

的充分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自己的行政实践中

建立有效的纠错和反馈机制，调节下一步的行动计

划。自我反思对于领导行为的成功与否发挥着重要

作用，我党在自身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非常关注党

员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能够不断地领导党

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四，创新和变革能力。创新和变革会带来一

定的风险，但是在急速变革的现代社会中，领导干

部如果不具有实现创新和变革的能力，那么他的执

政风险将会更大。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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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来自于创新和变革，而主要来自于保守和僵

化，因为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策略方针难以适应变

化之后的社会环境。我们经常所说的创新主要是

指科技创新，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社会创新要比

科技创新更为重要，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

克指出的那样，“创新不一定必须与技术相关，也

完全不需要是一种‘实物’。从造成的影响来看，

任何技术创新都不能与像报纸或保险之类的社会

创新相抗衡。”[10] 37“社会创新远比蒸汽机车和电报

更为重要。就如学校、大学、公职部门、银行和劳

工关系等机构的发展而言，社会创新的实现比制造

火车、机车和电报机要困难得多。 科技能够以

较低的成本进口，而且只需要冒最低限度的文化风

险。相反，机构却需要文化基础才能兴旺发达。在

一百年以前，日本人就慎重地决定，将资源集中于

社会创新，对科技创新加以模仿、进口和适应，结

果他们获得了惊人的成功。”[10] 39 领导干部是实现

社会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人类社会历史进

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领导干部的学习过程是一系列要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领导干部的学习能力除了包含上述四个主

要要素，还包括另外一些要素，例如理解能力、记

忆能力、说服能力等，领导干部在具体学习过程中

要注意这些要素综合作用的发挥。

三

领导者的学习能力在具体的行政实践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习能力强的领导者能够合理

高效地化解行政风险，解决行政难题，能够较为持

久地提升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学习能力较弱的

领导者在处理自己的行政事务时往往力不从心。但

是领导者的学习能力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可以通过

一定的途径得到培养和提升，这些途径主要包括三

种，即尝试—错误型学习、替代型学习和问题指向

型学习。

尝试—错误型学习活动是学习主体通过不断

的尝试对于各种错误的行为和反应进行校正，逐步

发现并保留正确的行为和反应的过程。教育心理学

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是尝试—错误型学

习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试误型学习的主要任务是

实现各种反应之间的连结，这种连结的建立遵循三

条学习定律，即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准备律

揭示出学习效果与心理准备状态具有直接关系，学

习主体准备接受的知识容易被掌握，而强行灌输的

知识则不容易被掌握。练习律揭示出学习主体对于

某种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它的应用频率存在关联，经

常加以应用，就会增强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反之，

则会减弱。效果律揭示出学习主体对于反应结果的

感受将决定个体学习的效果，在主体进行尝试的过

程中，相关反应如果引起个体的满足，则会增强行

为和反应之间的连结；如果引起厌烦，则会减弱这

种连结。可见，在尝试—错误型学习活动中，学习

主体对于某种知识和技能的心理准备状态、应用频

率和主观感受都对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尝试

—错误型学习活动是领导者学习能力得以提升的

主要途径之一，这就要求领导者在实践中学习，向

实践学习首先要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其次要注意理

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理论自

觉性；第三，对于自己在学习活动中的主观感受进

行监控，建立良好的情绪反应机制。

尝试—错误型学习强调学习主体在行动中学

习，从而具有直接性和有限性，替代型学习有效弥

补了这一缺陷。这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所指出

的那样，传统的心理学对于“通过行动的学习如果

不是赋予绝对优先权的话，也是给予了主要的优先

权。实际上，来自直接经验的学习现象都可以通过

观察其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替代地发生。观察学习

能力使人获得生成和调节行为模式的规则，而不必

通过冗长的尝试和错误逐渐形成。 可能的错误

代价和危险性越大，向有能力的榜样作观察学习的

依赖性程度越高。行为模式的先天性质越少，对于

行为功能的组织来说，它们对观察学习的依赖程度

越高”[9] 27。替代型学习活动重视间接经验，向书

本学习和向群众学习是替代型学习的两种主要形

式。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克服一

些不正确的观念，正像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有

的认为自己现有的知识差不多了，不用读书也能应

付工作；有的认为干比学重要，读不读书无所谓；

有的认为领导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顾得上读书；有

的认为社会上潜规则太多，需要的是关系而不是知

识，书读多了反而适应不了社会，照书上的道理做

会吃亏。正是这些‘差不多’、‘无所谓’、‘顾不

上’、‘会吃亏’的思想观念，影响了一些领导干部

的读书学习，对此应予高度重视。”[11] 这些观念是

错误的，与之相反，向书本学习是向相关知识领域

中的专家和权威学习，可以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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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专业知识，大大缩短和减少自己执政的风险和

代价，它是增强自己管理和服务本领的必要途径。

除了向书本学习之外，领导干部还需要向群众学

习。为什么要向群众学习呢？这正像东汉思想家王

充所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作

为受到政府政策广泛影响的老百姓对于这种政策

的得失最清楚，体会最深刻，评价最到位。鉴于

此，领导者除了需要向书本学习之外，还要向群众

学习，充分重视和广泛开展替代型学习活动，提升

自身的学习能力。

问题指向型学习活动不同于以上两种学习活

动，上述两种学习主要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

而问题指向型学习主要针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

问题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体现，是现有的知识

结构或技能背景无法加以解释和解决的情况或状

态。问题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它具

有客观性，即在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相关问题必

定会或可能会出现；其次它具有未解决性，即现有

的知识结构不能解释或不能完全解释事物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情况或状态；第三它具有迫切性，即学

习主体如果不对它加以解决就难以进行后续的工

作或学习。领导干部的工作需要预见性，首先他需

要见微知著，其次还需要未雨绸缪，这就要求领导

干部具有问题意识，发现一些尚未出现或正在形成

过程中的问题，针对问题及早开展相关的学习，掌

握应对时局和化解风险的知识和技能。

总之，领导者的行政工作是多项知识和技能的

综合应用，同时在行政工作中新情况、新变化、新

局势不断涌现，这就要求领导者不断学习、终身学

习，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信念要真学真懂真信真

用，不断增强学习能力。领导者的学习能力具有特

定的内涵，包含着一些基本要素，可以通过一定的

途径进行培养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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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notation, Elements and Training Methods of Leader's Learning Ability

ZHANG Yun-fei , LI Xiu-hong

, , 066004,

Abstract: Leader's learning ability is the ability that can lastingly promote their management and service level

through learning the system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guiding thought and administrative philosophy. The ability mainly includes four ba-

sic elements: the systemic thinking ability, the moral cultivating ability, the ability of self-examination, and

the creative ability. Leader's learning ability can be trained by three ways: the trail-and-error learning, learning

by observing other's behavior and question-orientation learning.

Key words: leader; learning; learning 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