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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旨在解决学习型组织本土化实践问题的专业性书籍；一本可供跨入学习型组织之门的团队
及个人阅读的参考书；一本专供企业及其他组织培训师培训之用的通俗化教材；一门历经数百场培训
检验备受欢迎的精品化课程。 本书作者刘大星作为国内较早研究和推广学习型组织的学者，集研究者
、记者、培训者于一身，多年来潜心研究学习型组织理论，活跃于企业第一线，遍访学习型组织专家
和企业家，讲授学习型组织课程，著述颇丰，经验丰富，是一位勤于思考、见解独到的学习型组织的
传经布道者。在多年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他所编著的本书是为有志于跨入学习型组织门槛的个人和
团队提供了一本与众不同的实用教材和参考书籍。 该书结构严谨，逻辑分明，层次清晰，通俗易懂，
融学习型组织原理、五项修炼技术与案例、故事、游戏、工具于一体，既体现学习型组织经典著作精
髓，又融入作者多年积累的思考成果和经验，提出许多新颖的观点和见解，整理分析了大量生动典型
的案例，也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使用的工具，是不可多得的学习型组织指导书籍，可作为企业及其他
组织培训师的教学工具和员工培训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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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星，国内学习型组织型名专家，英国剑桥国际培训师（CTA）。现任《现代企业教育》杂志社社
长、山东创建学习型组织推进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企业教育培训，学习型组织的管理、研究和宣传工
作。在国内报刊发表著述60万字，著有《成人教育管理学》、《学习型组织与五项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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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会“心灵解套”　　青年时期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时期，往往有许多潜能，却被自己以各种理
由忽略和否定。假如一个人能干什么，却总认为“我不行”，那就说明他有一个“心灵之套”，需要
通过各种方式解除。　　让·多塞的父亲是一个出色医生，他认为儿子也能当一个好医生。但是，让
·多塞自己对行医有心理障碍，认为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他为此还挨过父亲一巴掌。但后来，一位
叫埃迪的医生常给他讲有趣的医学知识，讲医学上的科学探索和重大发现，讲医生们如何救死扶伤，
讲自己在病人康复之后感到的快乐。渐渐地，让·多塞对医学从感兴趣发展到了热爱，他逐渐发挥出
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1980年，他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永远都自命不凡　　这是所有伟
大成功者的共性。值得指出的是，这份自命不凡，并不是认为自己天生就高人一等，而是不管自己有
何弱点和缺陷，还是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取得非凡成就。　　罗莎琳·苏斯曼·雅洛在十多岁
时，读了《居里夫人传》，便认定居里夫人的路，就是自己要走的路。这一想法，当时在周围人看来
简直是天方夜谭。在她高中毕业时，母亲希望她当小学教师；大学毕业时，父亲希望她去当中学教师
。但是她说：“居里夫人也是女人，她做出了许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我相信自己也能像她那样度过一
生。”而且，她还保证：自己不仅要成为一个居里夫人那样的大科学家，也要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
亲。最终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不仅成为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而且还是有名的贤妻
良母。　　带上你的“职业导航图”　　职业生涯即事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一生连续担负的工作职业
和工作职务的发展道路。职业生涯设计要求你根据自身的兴趣、特点，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最能发挥自
己长处的位置，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一个职业目标与生活目标相一致的人是幸福的，职业生
涯设计实质是追求最佳职业生涯的过程，是一份个性化的“职业导航图”。心智模式的观念由来已久
，这个名词是由苏格兰心理学家克雷克在1940刨造出来的。这个名词从此就被认知心理学家和认知科
学家所采用，并逐渐为企业经理人惯用的名词。在认知科学中，这个名词一方面是指在人们的长　　
记忆中隐含的关于世界的心灵地图，另一方面也是指我们日常推理过程中一匣暂的理解。而这种短暂
的心智模式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后，会逐渐影响长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彼得·圣吉对心智模
式是这样分析的：“心智模式是深植于我们心灵之中，于我们自己、别人、组织以及世界每个层面的
形象、假设和故事。就好像一玻璃微妙地扭曲了我们的视野一样，心智模式也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
法。如没有认知上的心灵地图，人类无法探究这个复杂的世界，而所有这些心灵图在本质上都有其缺
陷。”　　所谓“心智模式”、“心灵地图’’这些令我们陌生的词语，其实就是一个人思维方法、
思考方式和思想观念，是一种隐含很深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同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离不开水，
但感觉不到水。人的思维活动、思想观念经常是习而不察，甚至是与生俱来的，但它却无时不在，并
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人对他人、对周围事物、对世界以及对自己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同样的人和事，用不同的心智模式去观察和对待，结果常常会大　　相径庭。　　在五项修炼
中，改善心智模式是一项非常重要但却十分艰难的修炼。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一个
思想观念、行为习惯都比较定型的成年人来讲，改变旧习惯尤其是改变心态绝非易事。改善心智模式
的任务，彼得·圣吉认为就是“找到改造玻璃镜片的方式，创造出更适合我们的新心智模式”。　　
一个人的心智模式的形成受到时间和空间、主观和客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一是环境因
素。包括父母、老师、朋友、书本、学校、社会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中国封建
社会长期传承下来的伦理道德中“忠孝节义”一类，都会从积极或消极的方面影响我们的观念和行为
。二是性格因素。“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多血质的性格比
较豪放外向，看问题比较乐观，但有时容易把问题简单化；胆　　汁质的性格比较稳健内向，考虑问
题比较周全，但容易过于谨慎；而抑郁质的性格看问题常常比较悲观，容易从事物不利的一面考虑问
题，等等。　　也有人把人的性格分为活泼型、力量型、完善型和和平型四种类型。如活泼型性格的
人比较外向，但对事物容易不专一；而力量型性格的人富于冒险性，但遇事常固执和急躁等等。这些
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格对心智模式的影响。要了解心智模式的形成，应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
深入地探讨。　　在心理学的表述中，知觉是根据感觉所获得的资料而做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代表
了个体已有的知识经验以及需要、动机、兴趣等因素，它是个体对环境事物的主观解释，所以，知觉
一词也常常被称之为知觉经验。知觉的特征是主体在知觉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一个概括。　　知觉的
选择性是指人体对外来信息有选择地进行加工的能力。由于人们各种感觉通道的感受能力不同，主观
内部的要求、兴趣等因素的差异，所以只能在面对众多信息时就其中一部分进行清晰的反映。于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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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知觉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常常会形成一个人的心智模式。　　在知觉的选择性中，对象与
背景的差别、对象轮廓的清晰程度以及对象的运动，会对知觉的选择性带来影响。　　这幅图叫花瓶
抑或对话者。这是一幅双面图，当我们把对话者的面孔作知觉对象时，花瓶形状的空间就成为了知觉
的背景；而当我们把花瓶作为知 对象时，对话者的面孔空间就退居到了背景的地位。看成花瓶还是对
话者， 到观察者当时的心智模式的影响。　　知觉的整体性是指人们在知觉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对客体
的各种属性和各 部分整体性的反映。知觉的整体性纯粹是一种心理现象。有时即使引起知觉 刺激其
本身是零散的，但由此所得到的知觉经验却仍然是整体的。　　从纯粹的意义上看，这三个图形均不
完整，但是每个人都会看出，各个 均明确地显示出整体的意义。上图的三角形(左)、方形(中)、和圆
形(右)虽然都没有边缘与轮廓，但是在人们的知觉经验上却都是边缘清楚、轮廓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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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学习·反思·行动　　吴兆颐　　学习型组织是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全球化趋势和知识经
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促进社会学习有以下一些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信息技术的应用
　　·市场需求的变化　　·客户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组织成员需求和期望值的变化　　·
生态环境和工作环境的变化　　·知识成为社会的主要资产　　因此，社会变革要求人们必须采用新
的学习模式。学习型组织的根本特点是通过自我超越、团队学习、改善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发展领导
力和系统思考的能力，全面开发人的才能；并在社会行动过程中不断学习，促进知识的创造，组织的
变革、创新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彼得·圣吉和他的合作伙伴组织和发展
了组织学习学会(SoL)。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由组织内成员自行管理的组织，主要是为了提升自我调
整的潜能，并进行持续的变革。它遵循以下的原则：　　·人类天生就有学习的欲望和学习的能力，
这是任何组织都应当给予加强的。　　·学习是全社会性的：人们最好互相学习，在任何工作场所参
加学习型组织对于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身体健康和愉快地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建立学习小组
：组织学习的能力、组织的成功与他们所建立的学习小　组的作用力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与自然为友：顺应人类的天性、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对于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学习的核心
是提升学习能力：组织必须提高个人和团队理解复杂事物的能力，树立相互依赖的理念，致力于思索
（反思），进行有助于提高认识的汇谈和交流，培养健全的人格，树立共同愿景。　　·组织间的相
互合作：学习小组之间的相互合作、交流能够极大地提高个人和组织进行变革的能力。　　今天，Sol
已经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学习型组织委员会或学习小组，主要是探讨全球性的持续发展
和进一步加强国际学习型组织的合作和信息交流。　　当前学习型组织研究和实践的主要课题包括：
　　·促进社会和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　　·提高组织和领导的核心能力　　·致力于人的才能的开
发　　·组建具有共同目标的高效项目团队　　·促进知识的创造和组织的变革创新　　近年来，国
际学习型组织普遍采用“社会行动研究法”(Social Action Research)和“应用学习”(Applied Learning)的
方法开展学习型组织的各项活动。这些方法的重点是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分析和解决组织在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提高组织领导的核心能力和开发人的才能。它强调通过深度汇谈和反思
，加强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在中国，学习型组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学习和了解“五项修炼”的理念和内容。　　2．政府和企业等各级机构组织了有关学习型组织
方面的培训及咨询。　　3．把学习型组织的理念与组织的创新和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提高组织的总
体业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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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目前专门讲述愿景的专业书籍还是比较少，这本其实不是专业讲愿景的，还是重在讲学习型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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