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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分析了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可行性，并

对创建过程从动员阶段、构建组织的共同愿景阶段、团体学习阶段、维持阶段四

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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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创建高校体育学习型组织的理论依据  

  学习型组织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管理领域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理

念。加尔文(Garvin)指出：“学习型组织是指善于获取、创造、转移知识，并以

新知识、新见解为指导，勇于修正自己行为的一种组织”。  

  1、高校体育教育的性质  

  高校体育的本质是通过向大学生传授运动技术和健康理论，使他们能够掌握

健身方法和保健知识。高校体育面对的对象是已经接受一定程度体育教育、具有

独立个性的大学生，他们与中学生对体育课的被动接受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在

体育教学中更应当注重培养他们的协作性、创造性和自觉性。  

  2、“终身体育”思想  

  高校体育是向学生贯彻“终身体育”思想的最后阶段，对于培养学生的体育

意识，养成体育习惯至关重要。体育教学要担此重任，就需要有更好的教学形式

与手段来吸引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在体育教学中创建学习型组

织则恰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3、体育教学自身的需要  

  目前的高校体育课大多采用二节课连上的教学形式，在有限的 90 分钟里只

是让学生参加了体育活动，进行了效果微弱的身体锻炼，很难谈得上培养学生的

终身体育意识。采用一种恰当的形式，把课内与课外、个人与团体学习相结合是

当务之急。  

  4、现代教学的发展  

  现代教学理论强调教学群体的作用，主要对象是学习群体。在群体中人们可

以交流信息，相互学习，解决相互之间存在的问题。学习型组织建立，可以让成

员在团体中充分发挥自己、学习别人，这与现代教学理论完全吻合。  

  二、高校体育学习型组织的创建过程  

  1、动员阶段  

  欲创建学习型组织，教师首先要对学生宣传学习型组织，动员学生参与到组

织当中。因为在学习型组织中学生是主体，是完成教学任务的执行者。因此，拥

有相当数量的能够主动接受这一理念的学生是前提。另外，体育教师要转变传统

的管理方式和教学观念，要明确自己在组织中的位置。教师在组织中担任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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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者，担任执行决策的监督人，为组织学习提供空间和时间上的保障。他们

要确保组织学习信息的畅通，要尽力与学生沟通并促使学生之间的交流，对经常

对学生的进步提出表扬。教师要与学生一道对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质疑、

调查并寻找解决方式。 

2、构建组织的共同愿景阶段  
  共同愿景是学习型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共同愿景”就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特有

的意象或景象，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而使各种不同的活

动融汇起来。”共同愿景对学习型组织至关重要，因为它为学习提供了焦点和能量，使其成

员一想到它就充满激情和勇气。  
  共同愿景应该由组织的所有成员——体育教师和学生来共同构建。在体育教学中它主要

是指学生经过四年大学体育的学习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团体内的学生在互相

帮助下可以共同达到的。在共同愿景的制订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１）鼓励

学生表达自己的个人愿景。共同愿景是从个人远景汇聚而来，如果学生不表达出自己的愿景，

只是去附和别人，那么行动只能是顺从，决不是发自内心的意愿，对体育活动自然也不会表

现出积极的态度。（２）教师要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平台使个人愿景能够相互结合，创造共

同愿景。教师在鼓励学生表达个人愿景的同时要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使学生学会聆听他人

的意愿，学会包容，共同结合成“大家的”愿景。（３）共同愿景的制订要有一定的张力，希

望与现实的距离要适度。张力过大会使学生感到愿景难以实现时，便会变的沮丧，造成热忱

的消退。同样，张力过小会使学生感到索然无味，对共同愿景失去兴趣。  
  3、团体学习阶段  
   团体学习就是在共同愿景的引领下，团体成员积极努力、相互配合，实现团体目标的过

程；是在全体成员的努力下将共同愿景变为个人理想延伸的过程。  
  首先需要全体学生能够消除心中的习惯性防卫，将其他同学视为合作的伙伴，敞开心扉

进行深度汇谈。在深度汇谈时，大家以多样的观点探讨体育学习中遇到的复杂难题，并自由

交换他们的想法。在无拘无束的氛围中，使全体成员的心灵得到沟通，形成一种集体思维，

赢造团体的和谐环境。其次，教师在整个学习阶段要注意对全局的把握。体育活动中学生的

身心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一点小的磨擦就容易导致大的冲突，教师要善用冲突，让学生把

冲突转化对技术、动作的反思、探讨，把冲突巧妙的转化为学习的动力，转化为增进学生间

友谊的机会。  
  4、维持阶段  
  团体学习中全体学生共同参与到体育中，形成一种自觉的氛围，把体育作为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这便初步形成了学习型组织。但是学习型组织的创建成功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

它还需要全体师生的继续努力、励精图治、不断付出心血，随着时间、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  
  对学习型组织的维持可采用多种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有两种方式：一、建立评价奖励机

制。组织对个人的评价奖励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个人价值是否得到充分的肯定，

甚至关系到个人的去留，所以组织要善于利用评价奖励机制。但奖励谁，如何奖励则要求组

织，尤其是教师把握。二、消除创造性压力。学习型组织学习的核心任务是首先在学习者现

实与目标之间形成恰当的创造性压力，然后再消除它。消除创造性压力的方法有两种：第一

种方法是降低目标，这种方法在消除压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学习者的自信和自尊；第二种方法

是不断提升现实，使现实与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近。这种方法是创造性学习的手段，也是培养

学生终身学习持有的方法。  
  至此，一个学习型组织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当前，学习型组织虽在众多的领域已经得

到广泛应用，但在体育教学范围内进行实践仍处在理论探索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

们对学习型组织在体育教学中研究的不断深入，体育教学中的学习型组织会不断地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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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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