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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聚焦于幼儿园如何依托园本课程开发实现组织转型，建立学习型组织的问题。运用嵌入型个案研究的方法，在

纵向上以园本课程开发的历史脉络为线索，回溯梳理了个案园课程开发中不同的探索阶段。在横向上以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

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心智模式改善、自我超越四个实践展开的维度下描述分析，并且以系统思考的方式

整合呈现了园本课程开发中学习型组织的动态发展路径。发现，园本课程开发是建构学习型组织的有效载体，学习型组织的

建构是园本课程开发中实现的一项隐性的正向功能，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以期为幼儿园课程领导力的提升和组织结构

转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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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Kindergarten Learning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ZHU Li-ying，GAO Xiao-q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to realize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establish learning organization by relying on the de⁃
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Using the method of embedded case study，longitudinally，the author tak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as the clue，and then reviews the different exploration stages in the
course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kindergarten. Horizontally，taking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theory of the five disciplines as the analyti⁃
cal framework，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path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in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
ulum development from four practical dimensions: shared vision，team learning，mental models and personal mastery. It also presents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in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by means of systematic think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an effective carrier to construct learning orga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is a implicitly positive function in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y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pro⁃
motive，which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ransfor⁃
mation.
Key words：learning organization;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ive disciplines; kindergarten

学校组织变革是一个独特的层面，是对微

观领域的统筹，也是与更大的外界系统交互作

用的界面，是课程改革由外部向内部、由宏观向

微观、由创造条件向改造实践转换的关键层面，

是课程改革走向升华和成熟的重要部分［1］。学

习型组织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基石，能有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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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组织中的个人学习。幼儿园作为知识型组

织，以园本课程开发为载体建构学习型组织具

有独特的意义，能有效推动教师专业发展，提升

课程质量，建设园本文化，进而促进幼儿发展。

已有的学习型组织的相关研究包括：通对学习

型组织的内涵的研究、对学习型组织特征的探

究、学习型组织结构的设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

障碍以及学习型组织的发展趋势等。目前对幼

儿园学习型组织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已有研

究主要聚焦在：第一、学习型组织对教师队伍建

设和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如《幼儿教师园本

专业成长支持体系初探》《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

幼儿园组织变革研究》等；第二、学习型组织对

幼儿园发展的作用。如《不一样的幼儿园，学习

从未停止》《以园为本建设学习型幼儿园》等；第

三、建构学习型组织的策略。包括在已有的某

种理论参照指导下的实践尝试和基于实践探索

基础上经验的归纳。通过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

已有的相关研究集中于通过理论分析对教师和

幼儿园层面的管理提出思辨性的建议，大多为

理念层面上的构想，而根植于基层民主自下而

上的实践性研究较少。

一、园本课程开发与学习型组织的契合

（一）个案研究的理论框架——五项修炼

1990年，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

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学习型组

织，并建立了“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心智模式改

善、自我超越和系统思考”五个方面的系统的修

炼方法［2］。学习型组织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和

不断生成的动态系统，通过组织成员的共同学习

和自我实现，达成组织的共同愿景。

自我超越

改善 个人 系统思考 组织 实现

共同愿景

团队学习心智模式

图1 园本课程开发中五项修炼的整合

在园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存在如图1所示

的五项修炼的整合。组织中的个人通过心智模

式的改善来自我超越，组织通过团队学习来实现

共同愿景。个人和组织由此构成了一个良性的

正向循环。共同愿景是人们内心所共同具有的

蓝图，积聚了人们内心的愿力，它贯穿于整个组

织，使得组织既有一致性也有独特性。团队学习

的过程是对团队成员能力的开发过程，团队学习

是组织学习的基本单位。心智模式是我们固有

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内隐的价值判断，却深刻地

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行动。自我超越的要旨在

于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塑造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

的过程。基于对生命的理解，系统思考构建了团

队、组织和更大系统的联动机制，充分展现了自

组织的复杂性、混沌性。五项修炼是学习型组织

的经典模型，为幼儿园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提供了

分析框架。

(二) 幼儿园学习型组织建构的有效载体——

园本课程开发

本研究中的园本课程既包括与幼儿园内在

精神与文化相适应的自己开发和建构的独特课

程，也包括在已有课程资源基础上选择、改编的

课程。学习型组织在制度、物质和精神层面均能

兼顾组织与个人的需求和发展，组织中每位成员

可以通过不断自我学习和向他人学习有效实现

发展目标［3］。就幼儿园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来说园

本课程开发是十分有效的载体。多样的课程形

态需要不同形式的课程开发团队，借由团队学习

这一途径能够达成教师心智模式改善的目的，从

而由内及外的推动其自我超越。一方面，教师在

园本课程开发中获取的专业发展，能够推动组织

变革，园本课程开发过程本身就是学习型组织建

构的过程。另一方面，学习型组织为教师个体提

供更有力的专业和平台支撑，从而有效推动园本

课程开发。可以说两者形成良性循环的闭环，紧

密共存，互相推动。

二、幼儿园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建构过

程——以H园园本课程开发为例

H园是浙江省某经济发达城市的一所公办

园，始建于2008年，是一所省一级园，办园质量优

良，在2011，2013，2020年分别开设了三所分园。

H园通过集团化办园，在区级学前教育指导中心

的支持下开发园本课程，打造幼儿园特色，具有

一定的典型性，是无数发展中的幼儿园的缩影。

研究者曾是样本园的一位一线教师，作为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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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园本课程的开发与探索。因此本研究基

于目的性抽样原则，选取了H园作为研究对象。

读研期间，通过对相关组织理论的学习和工作经

历的反思，逐步聚焦了园本课程开发中学习型组

织建构的研究问题。在研究开展的过程中，研究

者再次进入现场，进行实地观察，收集文本资料

（包括会议记录、园刊、文件、制度材料、公众号材

料等）；分别访谈了不同层级的个人（包括区级学

前教育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园长、中层管理者、

年段长和一线教师）；了解了在园本课程开发中

不同角色的工作变化，课程开发观念的变化，不

同个体的成长，幼儿园组织结构的变化和特征。

本研究采用嵌入型个案研究的方法，在纵向

上以园本课程开发的历史脉络为线索，通过回溯

性梳理的方式厘清了H园课程开发不同的探索

阶段。在横向上以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理论作

为分析框架，根据实践开展中自上而下的逻辑顺

序依次展开描述，由组织层面的理念转变（共同

愿景的修正）到管理变革（团队学习）再到个人层

面心智模式改善，实现自我超越，最后通过系统

思考整合凝练幼儿园学习型组织发展的系统性、

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指出个案园组织发展中

现存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如图2所示，H园具有相对完整的园本课程

体系，包括基础课程和特色课程。基础课程在课

程结构中占有较大比例。其来源于现成的教材，

具有相对完整成熟的课程体系，一般由年段组进

行主题审议，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通过增减优化

调整主题脉络。H园的特色课程开发经历了“以

绘本为载体的社会领域课程”“动画榜样课程”

“榜样共情社会性体验课程”三个探索阶段。这

类课程具有原创性，有较大的灵活性。譬如以班

级为单位的项目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是融合

在一起的过程，教师享有课程自主的权利，根据

幼儿的兴趣生成课程内容，根据班级实际来安排

课程进度，并通过学习日志的方式呈现活动的开

展。全园联动的活动主要与园本节日、各类活动

（老爸俱乐部、社区、春秋游、演习、运动会等）相

结合，渗透到游戏、五大领域、生活活动、区域活

动和家园合作中等。通过榜样择取、解读、模仿、

内化的实施路径，让儿童在知情意行不同的层次

中习得爱、乐、勇的核心品质。丰富多彩的园本

课程为不同孩子提供了学习的可能，一些游离于

*核心品质 小班：爱 中班：乐 大班：勇

温暖、付出、包容 快乐、积极、乐观 坚持、挑战、超越

*课程内容

园本化实施

基础课程园本化关联 教学活动优化 偶像动画游戏

特色课程研发

共情活动 主题及项目活动 园本偶像园本节日

*课程实施 榜样择取 榜样解读 榜样模仿 榜样内化

实践形式艺术形式符号化具体化生活榜样动画榜样

知 情 意 行

● 勇敢壮壮节
● 有爱暖暖节
● 快乐碰碰节
● 精灵萌萌节

幼儿、教师、社会

● H哥哥
● X妹妹

● 小班
● 中班
● 大班

● 穿越火线
● 解救爱莎公主
● 巴克消防队
● 鼹鼠工程师
● 猫鼠大战
● 建桥行动

图2 榜样共情课程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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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教学活动的幼儿，在项目活动的学习当中是

热情主动的，为每一位孩子提供适合的课程也是

教育公平的一种表现。

（一）共同愿景的形成与修正

共同愿景能够协同、凝聚、导向、规范和

引领组织工作，包含了目标、价值观和使命三

个要素。幼儿园园本课程是幼儿园文化的有

力体现，课程愿景是对园所文化的落实，是园

所发展愿景在教育活动层面的目标体现。H

园园本课程开发中，课程目标的不断完善构

成了课程愿景进而整个幼儿园组织愿景逐渐

清晰。

1.关注“人”的存在，共同愿景的起步

个案园共同愿景的建立是从组织领导的积

极倡议开始的，建园初期，第一任园长为整个幼

儿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有在企业工作的

经历，让她体会到“好的文化很有力量。因此幼

儿园一定要重视文化建设，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

是在动态中建设的，文化以及承载文化的行动路

线图应该是一致的，文化不仅仅是口号。”她为幼

儿园的发展规划了蓝图，提出了“眼中有人、心中

有善”的培养目标和“手拉手，我们一起成长”的

文化精神。因此，关注“人”的存在成为H园的园

本课程开发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导向。通过三条

路径，即打造教师团队的良好关系，建构有益于

儿童发展的课程体系，建设“合作分享”的家园共

育机制，来实现幼儿园的具体发展。第一任园长

营造了幼儿园教师间良好的关系氛围，同时也建

立了家园合作的“老爸俱乐部”，开始了“以绘本

为载体的社会领域课程”的探索实践，在她身上

具有与生俱来的“魅力型权威”。但这一阶段只

是一个宏大方向指引，园本课程的目标是什么尚

不清晰。

2.追求课程质量与特色，愿景目标的清晰

在区级学前教育指导中心的引领下，第二位

园长带领幼儿园将发展的重点转向了优质课程

体系的建设。在课程目标探索当中，将“人”的关

注具体转化为聚焦幼儿社会性品质发展的园本

课程目标。园本课程开发经历了从“动画榜样课

程”到“榜样共情社会性体验课程”的探索阶段。

如表1所示，呈现了H园在不同探索阶段的课程

目标。

表1 不同探索阶段的课程目标

探索
阶段

课程
目标

以绘本为载体的
社会领域课程

助力幼儿社会性
发展

动画榜样课程

建设优质的园
本特色课程

榜样共情社会性
体验课程

幼儿、教师和家
长共同成长

3.回归教师专业成长与儿童发展，共同愿景

的达成

课程目标从最开始致力于幼儿社会性发展，

到第二阶段关注课程质量服务幼儿园特色建设，

到第三阶段回归到致力于教师专业发展和幼儿

的健康成长，也逐渐达成了幼儿园从领导层到教

师层的共同目标追求。最终H园形成了“洋溢幸

福，平等和谐，充满童趣的园所氛围。在分享合

作中孩子、教师和家长携手成长的无墙幼儿园。”

的共同愿景目标，并得到组织成员的广泛认同，

课程目标、教师愿景、幼儿园发展愿景有机结合

起来成为幼儿园整个组织的共同愿景。

（二）团队学习的力量与支撑

团队学习是团队成员通过互动不断获取、整

合和分享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改善行为、优化团

队体系，提升组织适应性以达到组织目标的过

程［4］。学习的主体可以是人、团队和组织，对组织

来说个体学习是基础，团队学习是关键，承接着

个人和组织的学习。

1.从个体学习走向团队学习

在传统的组织架构中，教师的学习以个体学

习为主。而园本课程开发作为一项系统的专业

活动，课程审议、教师交流合作都必不可少，这也

为形成团队学习氛围提供了基础。在H园课程

开发的第一阶段“以绘本为载体的社会领域课

程”聚焦于一些教学设计优化和教学策略提升，

利用工作室研讨的形式，如图3所示，形成了H园

最初的问题解决型团队。在第二阶段“动画榜样

课程”为了将动画元素有效地融入集体教学活

动，如图4所示，形成了全园联动的问题解决型团

队。围绕不同领域课程中如何运用动画元素的

问题，教师自主报名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活动小

组。全园教师被分成：语言、社会、音乐、美术、健

康五种类型的研磨小组。每学期，各小组都会进

行组内老师上课和评课的多次研磨，其成果通过

全园性的期末考评进行展示。同时，如图5所示，

每个班级都开展具有班级特色的项目活动，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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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班级自我管理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自主自觉地从个体学习的状态融入团队中，形成

了全园团队学习的氛围。

如何提升绘
本教学？

青青
工作室

蓝蓝
工作室

如何
回应

环节如
何设计

图3 提升绘本教学的问题解决型团队

如何将动画
融入课程？

语
言

音
乐

健
康

美
术

社
会

图4 领域组问题解决型团队

班
级

班
级

班
级

班
级

班
级

图5 班级构成的自我管理型团队

2.外部力量介入支撑团队学习

H园的团队学习得到了专业和行政力量的有

力支撑。一方面有高校专家团队的介入，对幼儿

园特色课程的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予以专业性

指导，为团队学习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同时孕育

了跨职能型团队。另一方面，2016年，指导中心

构架了全区域覆盖的“一网四片十二格”的教科

研管理机制，将全区幼儿园都囊括其中，这为实

现区域内公办园和民办园、新园和老园、优质园

和薄弱园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成长，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有了区级教研体系的介入和支持，为H园

教师的团队学习提供了更广的平台。

3.多团队系统撬动幼儿园组织结构变革

（1）团队学习中的边界渗透

团队学习的边界渗透，为不同类型学习团队

的整合提供了条件，为多团队系统建立打下了基

础。首先是打破了班级团队之间的壁垒，全园性

的“教学活动考核”、不同的“领域活动组”“园本

教研”“年段教研”都有利于园内教师之间课堂与

思想交流的开放。其次，边界的渗透还在于幼儿

园内部学习团队与外部系统的相互联系。家长、

社区不同程度的参与到幼儿园的课程与活动中，

扩充了学习团队的类型。最后，在区级支持体系

的协助下，打破了不同类型幼儿园学习团队之间

的壁垒。

（2）多团队系统的建立

随着园本课程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个案园

形成了由多个团队组成的系统，也可以说是“团队

的团队”。如：专家支持团队、区域研修团队、园级

教研团队、年段教研团队、教师培训团队、领导团

队、宣传团队、老爸俱乐部团队、班级开发团队。

（3）团队系统推动H园组织结构变革

园本课程开发之前，H园的组织结构是由一

系列的工作职位所构成的科层制，是维护幼儿园

日常工作开展的架构。如图6所示，在园本课程

开发的过程中，团队系统结构与原有的层级结构

相结合，形成了刚柔相济的组织结构，条条框框

的层级组织维持组织工作有序进行，保持其稳定

性。圈层式的团队组织则搭建不同平台，

图6 H园刚柔相济的有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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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发展提供动力。幼儿园中每一个工作者

在实际的工作中都是身兼数职，在层级组织中拥

有位置的同时，她们还作为团队成员或者领导者

活跃于各种团队组织中。

（三）学习型团队带来的心智模式改善

当教师团队中发展出分享性较强的心智模

式时，团队成员对团队教学目标及任务的信念和

知识分享的程度就会较高，这样会对团队运作和

团队效能产生积极地影响，是建设学习型组织的

可行策略［5］。心智模式的改善是实现自我超越强

有力的内部动因，是整个学习型组织建构链条上

的关键一环。

1.教师对团队学习从抵触到依赖

教师普遍将自己定位为课程实施者，缺乏课

程开发的概念，而在园本课程开发中形成了新的

课程观。课程开发一开始是一项任务，团队学习

是一种形式，到最后是团队交流合作的必要常

规。一开始教师觉得放弃照着教参上课的捷径，

独自面对新的困难和挑战，各种形式的团队学习

是一项额外的负担。但是，踏实而曲折地走过探

索道路，更深刻地理解孩子，理解自己行为背后

所隐藏的理念，思想层面的变革使其感受到自己

的改变所带来的价值感与幸福感。团队学习成

了工作中自然而然的常规，教师也更确信团队学

习的必要性。

2.教师心智模式改善背后的负反馈

在H园教师的心中，“我是儿童研究者”的定

位已经十分清晰明了，园本课程开发更是深入到

教师每天的日常教学。她们忙于各种教研、探

讨、学习、交流，就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师幼互

动，家园合作，教学方式，环境创设都在不断的优

化和革新。

如图7所示，在园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存在

一个调节实践不足，使之达到平衡的负反馈过

程。着手点应当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即我是儿

童研究者的定位与实际的行动还有一定的距

离。接着来看为了弥补这个差距所采取的措施：

在园本化的探索中，教师对教育契机的捕捉越来

越敏锐，逐渐地课程也不仅限于课堂，开始认同

一日生活皆课程的大课程观。正是在这样的实

践探索中，老师们所“声称的理论”与“实行的理

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从而达到了心智模式

的改善。这幅图是一个不断追寻平衡的过程，它

总是将理想化的状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缩

小作为目标。

图7 园本课程开发中教师心智模式负反馈图

（四）从未知到否定再到融入的自我超越

自我超越的过程是个体修正明晰目标，作为

抽离的主体省察现实和自我的智力探险，是学习

型组织成长的精神食粮［6］。学习是反思与超越的

过程，学习型组织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组织中个体

的超越和团队超越的合力作用。

1.教师的认知转变与自我超越

在H园中有许多不同岗位上的成员都在不

断超越自我并寻找更好的自己。一线教师A凭借

自己在H园积累的经验创办了自己的美术工作

室，将自己的兴趣与工作实现了完美结合。回首

一路的困难与收获，她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了

对自己的挑战与突破。后勤领导岗位上的教师

B，在工作之初就参与了社会性情感课程的园本

课程开发，后来考编来到H园到了会计岗位（属

于领导岗）。在她内心深处，独特的教育情怀一

直在发酵，最终她主动要求回归一线教师工作。

教师C是H园的人事副园长，这个岗位最需要与

人协调沟通的技能，然而这却是她的弱项，通过

在实践中的突破弱项却变成了她所喜欢的。这

学期，她组织感兴趣的老师们参加自己“非暴力

沟通”的读书会。C教师所做的工作都是任务型

的，很多琐碎的工作不被看见。虽然没有其他岗

位拥有较高的成就感，但她依旧热爱这项工作，

并乐在其中。她们的故事只是H园很多教师的

缩影。

2.学习型团队性质的转化与自我超越

H园的学习型团队一开始是针对具体的教学

策略自发形成的小的问题解决型团队。随着园

本课程开发的深入团队类型更为多样，在运作的

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因为组织目标的

单一和结构的不稳定，这些团队是比较松散的，

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与区级的支持体系融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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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具有规模的团队系统，并与原本的层级结

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刚柔相济的组织

结构，促使H园的组织结构从机械结构向有机结

构变革，具有稳定性同时也不乏灵活性。

3.课程优化后的幼儿园发展与自我超越

园本课程的开发也是H园进行课程优化的

过程，其课程愿景、课程结构、审议模式、特色建

设、科研能力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首先，H案园逐渐形成了适宜的课程结构，

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课程审议模式。基础课

程审议以年段为学习团队，在审议前以幼儿经

验来源作为分析起点，以“学”定“教”。引领教

师溯源性思考“为什么学（主题来源）、学什么

（主题目标）、怎么学（主题脉络）、还有哪些要

学（主题资源）”。在审议中，以“分层推进法”

进行教研，职初型教师、成长型教师、骨干型教

师的任务各有侧重。其次，将“眼中有人，心中

有善”的培养目标有机地融入课程愿景。再

次，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园所文化。在继

承发展的基础上，将原来的两大社会性节日扩

展为四个，所关注的品质也由抽象逐步地具

体、细化。每学期一本的园刊已经成为H园的

传统，记录孩子们有趣的活动、幼儿园的大事

记、幼儿美术作品、童颜稚语等。除了纸质版

本，从2014年还推出了电子版本，在幼儿园的

微信公众号中进行推送。最后，科研成果丰

硕。个案园在区级的论文评比、课题立项、公

开课展示都能各项活动中兼具数量与质量。

三、结论与反思

第一，学校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空间性的复

杂动态系统，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

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教育功能的

有机整体［7］。基于家长式控制的碎片式工作无力

适应无常变化的世界，必须拥抱一种对学习的承

诺——通过培育教师，去培育一所幼儿园。学习

型组织发展的核心是人，人是组织中最具活力的

发展要素，人们的关注点会进一步扩大，不仅仅

是关注一个组织，而是从组织关注到组织以外的

东西［8］。腾讯模式是用好的团队来代替一个人的

领导，而H园学习型组织的建构也是从社会系统

的视角来理解组织和团队。关注组织中的人际

联通关系，培育更多跨越组织边界的合作，分享

信息和知识。同时，激发组织中各个层级中的集

体智慧和才能、承诺和投入，发挥“团队协作学

习”的效力。结构模式影响行为，传统的课程模

式与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是相适应的，而多样态的

课程开发必定需要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与课程

开发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闭环。单个人或是组

织在封闭的系统中，面对困境和曲折容易陷入学

习障碍，如果不跳出所在系统，看到更大的系统，

我们就会成为系统的囚徒。

第二，幼儿园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每一位幼

儿的发展，而优质的课程是其制胜法宝。高质量

课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管理制度的革新，

特别是幼儿园本身组织结构的优化和转型。事

实证明，建立学习型组织是幼儿园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合理途径。当然，幼儿园本身是一个复杂系

统，因为要关涉到多方的利益群体，所以如何平

衡各方利益并激励员工从而实现组织整体的发

展是学习型组织建立过程中的难点。在个案园

学习型组织建立的过程中，存在转移负担的模

式，即愿望良好的“解决方案”但实际效果不佳状

况。在园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经常有相关的专

家来帮助处理在园本课程开发中所遇到的一些

问题，这样导致幼儿园本身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就无法得到更大的提升。因为对外部专家的需

求越来越大，办园成本在上升的同时幼儿园内的

管理者学习动机会有所下降，进而建立系统思考

的能力也在下降。因此，在学习型组织建立后，

提升组织成员关于“学习型组织”的元认知，提升

其系统思考的能力，是学习型组织进一步优化并

实现自组织的有效途径。

总之，园本课程开发的过程是五项修炼的整

合。组织中的个人通过心智模式的改善来自我

超越，组织通过团队学习来实现共同愿景。个人

和组织则构成了一个良性的正向循环，只有通过

个人的学习才能达到组织的学习。个人心智模

式的改善必定会带来集体心智模式的改善，而一

个好的组织也会促进个人的成长。学习型组织

形面为扁平式的组织结构，学习与工作紧密结

合。建立纵横交错的沟通机制，成员间信息流

畅，形成整体互动思考，协同合作的组织文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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