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总第 219 期） 

 48 

高教研究 

分团委学生会学习型组织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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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理学院  610400） 

 
摘要：学习型组织，简单来说就是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创造力，同时不

断学习，带动整个集体共同进步。将此运用于分团委管理中，部门与部

门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沟通，互相汲取对方工作的亮点。习总书记说
过，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只有全员不断学习、吸取

知识，在学习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使各个部门得到进步，使整个分团

委学生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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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研究现状： 
学习型组织的应用大概分为三个阶段：1996 年至 1999 年间

处于独自探索阶段、2000 年至 2003 年处于积极的创建阶段、2003
年至今，进入到了深入探索阶段。目前，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 

趋势：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知识经济迅速崛起，终身教育等当代社

会主流理念对组织群体的积极渗透，为组织提供了理论支持，使
建立学习型组织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且在网络信息技术快
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相互之间的合作
也越来越密切。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将使组织中的每一个人发挥出
最大潜能，进而使组织的工作效率达到最大化。 

二、学习型组织与分团委管理相关分析——以观察“反馈”
为例 

在分团委的建设方面，我们一直引领广大青年自主学习带动
组织学习。就青分队而言，它主要承担院内各项志愿活动。他们
成功举办多次学生讲课大赛、“小课堂 大智慧”之进社区和“让
共享单车不孤单”等活动。他们在每一次的活动中汲取经验，反
思自己。在这样的不断磨练中，他们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完成工
作。队员多次荣获“优秀志愿者”和“奖学金”等称号，部门多
次荣获“优秀团队”和“最佳组织奖”。这只是学习型组织管理
下分团委的一个部门。此外，秘书处也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
并多次攻克工作上的“瓶颈”。在组织部承办的团组织生活观摩
会中，取得了最佳策划奖。团组织生活会排名全校第一。在学习
型组织管理下的分团委最终荣获“五四红旗分团委”荣誉称号。
这一切都离不开分团委每位成员的辛苦付出。并且在这样的反馈
机制下，分团委的规划工作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平衡作用。学习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了让学习能力落到实处而非停留在口号
阶段，为了保证这种个人学习带动集体学习在分团委中很好的运
用起来。我们在探索和考察交流中发现需要一些实际操作的方
法。如下:①用制度规范学习和督促学习来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②标杆式学习，树立标杆，发挥看齐作用；③激励式学习，给予
物质和精神双重奖励；④用 PK 的方式进行竞赛，以赛促学。通
过这些实际操作的方法，及时反馈并改良不足。 

三、为什么要建立学习型组织呢？ 
一个团队想要长久不衰，离不开对自身建设的需要。所以建

立学习型组织是加强组织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并且整体实力的
提高离不开组织成员个人素质的提高。学习型组织的创建是一种
内化的行动，它能够有效的将组织的人才目标培养与人才的自我
发展相结合，从而有效促进组织成员的全面发展并找出适合团队
发展的方向。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此外，成功要素的
变化也说明人们是在不断的总结中不断的升华着成功要素。从而
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措施。在学习型组织的带领下，让组织在
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 

四、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几点思考：思想创新 管理组织创新 
管理文化创新 管理角色创新 

学习型组织的建立是迎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了让学习型组
织在人文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立足。就必须创新。若想让学习
型组织这种体系得以完善。思想必须得创新。思想创新就得实现
管理体系的创新。这套体系是适用于组织良性发展的，它可以促

进组织主动学习和创新。当然，管理文化也离不开创新。我们需
要充分考虑组织建设中的新突破与摆脱组织管理目的与实际脱
节的现状。打造出适合组织发展的文化氛围。在大多数组织内部，
非领导者的角色往往被弱化。组织的构建都是金字塔型的，每个
人都是金字塔上的一块石头。因此，我们要更强调个体的作用。 

五、方案落实问题以及对策 
今后的尝试，我们会注重方案的落实问题，切实按照方案计

划在本组织内更好地贯彻落实。利用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功能去消
除人性的弱点，增强自身行为能力和克服不良客观因素等。除制
度规范外，标杆学习也不可少。树立标杆学习也是一个持续系统
的学习过程。通过标杆式学习，对组织自身进行策略性定位，强
化组织的学习能力，最终实现持续改善、创造优势的目的。在树
立标杆式学习的基础上加以激励学习是一种科学的能够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的教学方式。这就好比我们分团委每月底会将各个部
门的总体表现以分数的形式公示出来，让他们发现不足并树立标
杆，让他们互相学习。一个团队是否能留存下来就好比自然法则
中的“优胜劣汰”，也就是一个 PK 的过程。当然， PK 的目的
不是为了留下强者，而是为了推动整个组织的学习。这一点与标
杆式学习的不同之处在于标杆式学习强调的是最终目标，PK 式
学习强调的是学习过程。 

以上是在初步建立学习型组织后，检验组织建立是否牢固的
关键。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收获经验与进步，改良其中的不足，
让建立学习型组织不再成为空洞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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