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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章讨论了美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与一个《对职业抱持好奇心态》的拟定框架，它可以用来帮助学生为 21 世纪快速发展

的数据工作环境做好准备。随着技术在工业中迅速发展，我们必须迎接挑战，让学生能够成为在日益数字化的工作场所

中茁壮成长的领导者。本章探讨了 21 世纪工作场所的特征、雇主在大学毕业生中所看重的技能，及提供一些关于职业

好奇心态的建议，以帮助学生和从业者接受正在改变人类日常生活与工作环境的新科技。想要保持在创新前沿的公司必

须采用以未来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激发好奇心。新常态包括鼓励冒险、灵活性、快节奏和精通技术的环境。高等教育必

须对变革保持开放态度，因为它是让学生、家长、雇主和校友们的关系相互牵引的高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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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许多原因，21 世纪的工作场所是独一无二的。 技术的采

用和快速发展改变了工业生产的方式并塑造了社会的各个部门。 

它还强调了工作偏好背景下的代际差异。 就在 20 年前，互联网

正在成为主流，家庭和工作场所都可以使用。 从那时起，技术一

直在以如此快速的速度变化，以至于它扰乱了我们创造和分享工作

的方式。 在当今超连接的世界里，这一章不是在雷明顿打字机上

打字并提交硬拷贝进行编辑，而是在两个国家和三个时区实时编写

和编辑，并保存在云端，这就是 目前工作几代人已经习惯了。根

据皮尤研究中心 （Fry， 2015），千禧一代在 2015 年占美国劳动

力的最大份额。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如今超过三分之一

的美国工人是 5350 万千禧一代劳动力中的一部分， 领先于随着

他们这一代人的退休而衰退的婴儿潮一代。年轻的员工正在为劳动

力带来技术技能，但这些技能并不总是在他们更有经验的同事身上

得到体现，他们可以记住没有电子邮件或台式电脑的工作场所

（Carnevale & Rose，2015 年）。 许多正在过渡到工作世界的大学

生可能更喜欢发短信而不是电子邮件，而一些劳动力老兵刚刚习惯

了有线通信的想法。 因此，越来越多的雇主、组织和机构正在花

费资源试图了解年轻的工人群体以及这些工人的需求、工作偏好和

技术能力。 

1  职业好奇心态 

提出的职业好奇心心态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如果个人充满好

奇心并愿意学习、应用和教授新概念，他们将作为有效的数字领导

者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成功。 思考分为三个阶段：学习、做事和

教学。 理论框架包括 Dweck （2006）、Kolb （1984） 和 Bandura 

（1986） 的研究。 从业者可以利用这项研究将思维方式与实践联

系起来，并将其应用于帮助学生接受技术、适应新环境并在他们的

第一份工作及以后的工作中引领变革。 

改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经历了改变，当他们

带领他人经历改变时也是如此。当中断发生时，可以通过固定或成

长的心态来解决。在新技术出现时持怀疑态度或害怕接受新技术的

员工可能表现出 Dwck （2012） 所说的“固定心态”。那些不愿改

变的人会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变得自满。但是，如果员工愿意学习

新技能、努力掌握这些技能并将其传授给他人，那么高等教育和工

作场所就会蓬勃发展。根据 Dweck 的说法，表现出成长心态的人

会受到挑战，因为他们明白技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决心来培养。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具有成长心态的个人被吸引到

学习如何使用新工具通过领导和参与不同的工作文化来提高生产

力的挑战。为了满足 21 世纪雇主的需求，教育工作者和管理人员

需要像在学术界以外的一些创业环境中一样灵活和反应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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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职业发展的背景下补充成长心态的概念，Kolb （1984） 

的体验式学习模型经常被引用为大学职业设置的先决条件，包括实

习、服务学习、工作学徒和其他应用学习经验。 为了给专业好奇

心的心态增加另一层，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1986）引入了自我

效能的概念，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在数字空

间导航中取得成功的能力。 如果个人相信他们可以在被破坏的环

境中取得成功，他们就更有可能冒险（Bandura，1986）。 这些职业

理论与适应性成长心态相结合，可以帮助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员工

快速适应并适应频繁的技术和社会变革。 

专业好奇心的心态旨在用于任何级别的个人或专业参与。 它

最初用于中学，学生注册个人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帐户，但它也可

以用作中年工人的框架——任何时候个人准备更充分地参与扩大

自己的发展和 数字身份。 对职业充满好奇的心态建立在学习、做

事和教学的三部分框架之上； 学生探索、应用和帮助他人获得领

导技能、职业知识或生活技能的地方。 

拥有职业好奇心心态的个人可能处于不同的技术领导水平。学

生和教师在课堂、学生活动和组织、他们所服务的社区、国外、通

过研究，以及通过工作和实习在工作场所培养好奇心。采用这种思

维方式来克服技术挑战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员工将开始体现雇主

正在寻找的技能：领导力、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甚至可能有能

力激励和领导那些害怕改变并在他们的环境中自满的人。 

第一阶段：学习 

这种心态的第一阶段是学习，学生表现出对技术的好奇心，与

专家用户建立联系，并培养信心，尝试将技术应用到他们的领导实

践中的新技能。 从根本上说，成功驾驭变革的毕业生必须表现出

通过尝试技术来学习新技能的愿望，即使成功并不能保证。 好奇

心有时会因反复试验而激发，通过体验式学习，学生将开始看到在

数字空间中学习和开展业务的好处和陷阱。 

第二阶段：執行 

心态的第二阶段是做，学生开始策划内容并创建自己的内容。 

通过策展，学生可以设计、捕捉和展示他们收集、筛选和选择的材

料，作为更广泛展示的元素。 Stephen Bell （2016） 写了学生成

为更有效的终身学习者所需的技能，包括建立和报告他们的经历。 

贝尔的立场是，需要实际的学习机会来补充课程或帮助学生成为更

好的问题解决者。 贝尔描述了一种渐进式学习系统，可帮助学生

发展雇主寻求的许多不同技能，同时成为终身学习者。 

第二阶段：教学 

思维方式的第三阶段是教学，学生通过教别人如何使用新技术

工具来展示他们对新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 在这一点上，有能力

的个人能够展示如何以有效、积极和可衡量的方式与他人一起使用

技术并为他人使用技术。 通过教学生为技术使用设定个人和职业

目标，它可以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影响职业行为。 例如，如果参加 

SUNY Oswego 的 Digital Dirt 计划的高中生展示了他或她的能力，

他或她可能会加入 Digital Dirt Squad 并成为年轻学生的同伴支持

者，作为领导者和榜样 

2  为未来做准备的现代工具 

传统课堂中使用的工具也是如此：使用它们的大多数任务没有

改变，但得益于新技术，完成这些任务的效率和效果大大提高。为

了创造精神魔术贴并实现数字沉浸感，我们需要考虑哪些设备和应

用程序需要像现代教室中的铅笔一样无处不在。 

在北卡罗来纳州坎纳波利斯中学 Ryan Graham 的 8 年级数

学课上，学生们被科技包围，他们可以从第一天开始展示他们的学

习成果。格雷厄姆先生知道，为了提高熟练度，学生不仅需要能够

解决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清楚地阐明解决问题所需的步骤。为此，

他让学生选择和使用交互式数字工具。虽然他没有花很多时间教授

任何一种工具的使用，但他确实定期向他的学生介绍新工具 - 有时

以关于该工具的迷你课程的形式，有时只是随便提到这是学生可以

使用的东西可能想自己去了解一下。 Prezi 就是一个这样的工具，

它是一个用于创建在线演示的虚拟白板：Graham 先生告诉他的学

生并分享 URL，然后让他们自己调查并决定它是否适合他们。工

具箱。 

Graham 先生的学生 Caroline 使用 Prezi 创建了一个关于求

解多步方程的演示文稿。 这个数字工具使她能够通过展示她的工

作并用文字来解释步骤来展示她的学习。 通过让 Caroline 自由地

使用她选择的工具来展示她的学习成果，Graham 先生帮助她对自

己的工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通过让 Caroline 可以在她的演示文

稿中添加视觉效果和动画的自由，Prezi 为她提供了一个创建心理

魔术贴的机会，帮助她将学习内容附加到她的大脑中。 最后，

Caroline 创造了一个有价值的产品，现在可以在网上供其他人查看

——也许是她的同龄人，甚至是在全球某处研究多步方程的学生。 

3  数据工作分配 

从简单的在线词汇练习到利用多个平台的复杂学习演示，数字

工具可以在课堂上以多种方式用于 21 世纪的工作。在决定是否在

课程中包含数字工具时，需要始终关注学习目标。 正如 Perry 

Marshall （2013） 所说，“买过钻头的人都没有想要钻头，他们想

要的是一个洞。” 手头的任务必须满足学习目标的参数，同时也为

学生提供一种展示学习选择的方式。该任务是否值得进行数字升

级？ 或者这只是 iPad 上的一张纸？ 简单的自动化不是我们想要

的——它只是将技术固定到现有的实践中（2010 年 11 月）。 数

字工作是关于互动和创造，而不仅仅是访问和消费。 我们希望学

生思考他们可用的资源，并以新的和令人兴奋的方式使用它们——

创造心理魔术贴的方式。数字工具会增加还是减少任务的认知严谨

性？ 根据诺曼韦伯的知识深度理论，与内容的交互主要有四个层

次。 按照认知严谨性的升序排列，这些级别是回忆、应用、战略

思维和扩展思维（Hess，2006）。 如果数字工具鼓励的召回级别没

有比预期的更严格，那么它们可能不值得使用。 数字工具应该让

学生更加严谨。 

在仔细考虑了以上问题后，这里有一个在课堂上有效使用技术

的例子。位于中国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斯蒂芬·威尔

马斯的教室——全国第一家推出“每个学生一个 iPad”计划的教室。 

使用 iPad，Wilmarth 先生极大地实现了教学现代化，有效地消除

了学生课桌前成堆的笨重材料的需要。 学生使用这些设备的一种

方法是使用诸如 Bookworm 和 Words with Friends 等文字游戏应

用程序来练习他们的英语流利程度——这些应用程序是学生自己

应 Wilmarth 先生的邀请推荐的。 这些游戏帮助学生以比传统练习

模式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实现提高流利度的学习目标——而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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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几乎总是一起玩游戏，因此他们对技术的使用是协作的。 

4  数据领导力 

他的社会变革模型为培养积极推动社会变革的领导者提供了

一个框架。 采用这种模式并应用对数字素养和数字公民的研究，

领导者拥有产生数字影响的工具。 数字技能的根源是一个被称为

“数字素养”的概念。 Ng （2012） 将数字素养描述为“快速适

应新兴技术并轻松掌握新的符号语言以在它们出现时进行交流”的

能力（第 1086 页）。其中包括数字素养在内的素养的技术（在线

界面、应用程序）、认知（批判性思维）和社会情感（网络礼仪、

安全）维度的交集（2012 年）。 

对于那些建立数字素养能力的人，有一门名为“数字公民”的

课程，以促进围绕数字技术的领导力发展。 Ribble、Bailey 和 Ross 

（2004） 提出了数字公民的九个要素，包括数字礼仪、通信、访

问、识字、商业、法律、权利和责任、健康和保健以及数字安全。 

使用数字素养和公民的概念，除了社会变革模型的价值观外，还提

出了一个具有 10 种数字领导能力的框架。 

社会变革模型的优势在于它包含有目的的自我反思和意识，以

及领导教育者可以应用的切实活动。 本着这种精神，我包括了数

字领导力教育的样子，它可以像基于模型和社交媒体的反思问题一

样简单。 例如，在一致性下，被定义为“对他人的一致性、真诚、

真实和诚实”，领导者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的社交媒体活动如何影

响你？ 您的评估是否符合您的职业目标？ 

当领导者在模型中移动时，Controversy with Civility 的价值被

视为“群体互动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它发生在文明氛围中，

它可以强化模型中的其他价值”（HERI，1996，p. 60 页））。 在粗

略考虑这一关键价值时，领导者可以考虑网络冲突解决和调解技

巧。 反思问题可以引导人们思考：您在网上观察或经历过哪些负

面行为？ 作为变革推动者，您如何在线干预？ 如果您看到同事、

同学、家人或朋友发布的内容，您是否有责任采取行动？ 

公民身份被定义为“社会或公民责任”。 负责任地将个人和领

导团队与更大的社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价值，挑战数字领导者制定

基于积极、真实和建设性活动的数字决策战略，以改善他们的社区 . 

领导者应该问问自己，我的社交媒体活动对我的公司、家庭或机构

有何影响？ 在使用社交媒体影响我的社交网络以赋予他人权力和

建立联盟方面，我的角色是什么？ 领导者能够在网上集体使用他

们的声音来影响变革是领导力的下一波浪潮和要求。 

5  结语 

使用像社会变革模型这样的领导力发展工具只是我们如何以

数字方式重组现有领导力教育资源的一个例子。随着技术的迅速变

化，这种方法使领导者和教育工作者能够解决直接的能力差距。该

模型的核心是变革，呼吁领导者使用创造性和协作流程来创造一个

更美好的世界。新兴技术对于领导者应对和拥抱变化的能力建设至

关重要。社交媒体可以响应社会变革模式的号召，助力社会变革。

但这并不像注册 Twitter 帐户、创建博客或在 Instagram 上分享照

片那么简单。使用该模型来指导数字决策和社交媒体如何提升对领

导力和全球影响力的认识。数字领导力现在是趋势；专注于如何在

社会理性的基础上注入领导力，借助社交媒体等沟通工具为社会变

革建立协作努力。确保你的下一条推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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