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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建设学习型社会离不开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ꎮ
学习型社会的实质是以学习求发展[１]ꎮ 党和国家

基于社会发展现状提出了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要求ꎬ
指出到 ２０２０ 年ꎬ 我国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２]ꎮ 在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ꎬ 党和国家起着重要的

领导和指挥作用ꎮ 所有外部条件将通过影响社会

成员的学习意愿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行为ꎮ 学习

型社会的具体建设者来自社会个体ꎬ 社会成员愿

意学习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根本前提[３]ꎮ 只有社

会成员具有内在的学习意愿ꎬ 外在因素才有可能

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发挥作用ꎮ
成长于社会发展和转型时期的 ９０ 后群体ꎬ 学

习已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ꎮ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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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发布的 «２０１８ 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

告» 指出ꎬ ９０ 后有很强的意愿不断学习不同领域

的知识ꎬ 提升自我ꎬ 开拓视野ꎬ 增加技艺ꎮ 以沪

江为例ꎬ 平台上 ９０ 后用户占比超过 ７０％ [４]ꎮ ９０ 后

群体一直是社会密切关注的群体ꎮ 他们出生于经

济腾飞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受益于改革开放ꎬ 有更

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ꎬ 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与日俱

增ꎮ 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ꎬ 更能感受到信息化

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ꎮ 要想在社会中保有竞争

力ꎬ 必须在自己的一生中抓住和利用各种机会ꎬ
更新、 充实和深化最初获得的知识ꎬ 使自己不断

适应变革的世界[５]ꎮ
建立一个满足人们终身学习意愿的学习型社

会ꎬ 是现代教育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６]ꎮ 目前ꎬ
对学习型社会的宏观设想比较多ꎬ 但从社会成员

个体入手的研究比较少ꎬ 更缺少对某一特定群体

的学习意愿的分析ꎮ 为此ꎬ 本研究将探讨影响 ９０
后学习意愿的因素ꎬ 分析不同个体特征下的 ９０ 后

青年学习意愿是否存在差异ꎬ 进而为建设学习型

社会提供些许参考策略ꎮ

二、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学习意愿表现为个体对学习行为的主动选择

倾向[７]ꎮ 意愿作为学习的动力ꎬ 具有倾向性ꎬ 影

响着个体能否主动开展学习活动ꎮ 同时ꎬ 学习意

愿本身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ꎮ
受教育程度与学习意愿之间的关系引起不少

学者关注ꎮ 有学者认为ꎬ 较高层次的教育经历可

能会阻碍学习者学习意愿的发展ꎮ 例如ꎬ 孙平认

为许多成年人可能由于以前学校课堂中的不愉快

经历而不愿意参加终身学习活动[８]ꎮ 一般来说ꎬ
学校教育应使得学习者走出校门之后还具备足够

的学习意愿[９]ꎮ 学习者具有较高层次的教育经历ꎬ
对今后的继续学习也会产生正面且持久的影响ꎮ
胡威认为ꎬ 不同学历层级的人有明显不同的感受ꎬ
高学历的人在学习意愿方面会更强烈一些[１０]ꎮ 那

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ꎬ 更具有内在动力保持对学

习的热情ꎬ 以至于在毕业后仍有持续学习的意愿ꎮ
如果进一步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解释学习

意愿ꎬ 那么在自由时间里拥有的持续学习意愿可

以视为一种阶层品味ꎮ 另外ꎬ 父辈的受教育程度

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意愿ꎬ 故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ꎮ

假设 １: ９０ 后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ꎬ
学习意愿越强ꎮ

假设 ２: 父辈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 ９０ 后群体

的学习意愿ꎮ
婚恋与学习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ꎮ 已有的研

究大多围绕着婚恋观、 婚恋与学业之间关系ꎬ 研

究对象集中于在校大学生ꎮ 例如ꎬ 有研究表明婚

恋状况和婚姻家庭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

科研能力以及学业生活等[１１]ꎮ 那么ꎬ 当人们真正

参与婚姻生活后ꎬ 其学习行为选择又会发生哪些

变化呢? 有研究曾统计过未婚者和已婚者平均每

天的学习时间ꎬ 指出 “不在婚者的学习时间长于

在婚者的学习时间ꎬ 两性皆是如此ꎮ” [１２]一般来说ꎬ
未婚群体与已婚群体相比ꎬ 在学习时间上更具有

优势ꎬ 或许更具有学习意愿ꎮ 因此ꎬ 本研究继续

提出一种假设ꎮ
假设 ３: 婚配与否会影响 ９０ 后群体的学习

意愿ꎮ
居住地区对于成人学习活动意愿的强弱有着

明显的影响[１３]２６ － ２７ꎮ 不同的居住地ꎬ 为普通民众

提供的学习条件、 学习资源存在差异ꎮ 有调查发

现ꎬ 教育资源的城乡分布差异严重ꎬ 具体表现在

教育经费以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１４]ꎮ 这些

由于居住地带来的差异影响着学习者的行为选择ꎮ
故本研究提出第四种假设ꎮ

假设 ４: 相比于农村 ９０ 后ꎬ 居住在城市的 ９０
后更可能选择学习充电ꎮ

大众传媒的演进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教育ꎬ 影响着人们的学习ꎮ 对于成人学习者来说ꎬ
接触媒体、 寻求有效的信息己成为日常生活和学

习的一部分[１５]ꎮ 近些年ꎬ 出现了以互联网和手机

为代表的新媒体[１６]ꎮ 新媒体的出现ꎬ 带来在线学

习ꎮ 网络学习以其便捷和丰富的资源获得大大降

低了学习时间和费用ꎬ 迅速获得了广大学习者的

青睐ꎮ 为此ꎬ 本研究提出第五种假设ꎮ
假设 ５: ９０ 后群体接触新媒体程度越高ꎬ 学习

意愿越强ꎮ
社会公平感反映人们对当前社会重要资源分

配状态的评价[１７]ꎮ 黄艳敏等研究者从机会公平这

一维度对学习意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ꎬ 认为 “机
会公平实现人群更容易产生学习充电的内源动机

与外源动机ꎬ 学习意愿因此突显” [１８]ꎮ 如果个体能

够建立起与回报对等的社会公平认知ꎬ 很有可能

会促使个体拥有更为强烈的学习意愿ꎮ 本研究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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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六种假设ꎮ
假设 ６: 社会公平认知会影响 ９０ 后群体的学

习意愿ꎮ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年

的数据为依据ꎬ 选择出生年份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间

的人群 (统称为 “９０ 后”) 作为研究对象ꎮ 主要

测量 ９０ 后群体在空闲时间放弃休闲娱乐、 选择学

习充电的行为倾向ꎬ 并分析影响 ９０ 后群体学习的

显著性因素ꎮ 在筛选样本时ꎬ 考虑到在校生的日

常生活与学习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ꎬ 常规性地

剔除对纳入变量模型涉及问题未做有效性回答的

个案ꎬ 进一步筛选最后学历早于 ２０１４ 年的样本ꎬ
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 ５４８ 个ꎮ

(二) 变量及界定

因变量是学习意愿ꎮ 本研究对学习意愿的描

述来自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对问题 “在过去一年中ꎬ 您是否

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做下面的事情—学习充电”
的回答ꎮ １ 到 ５ 分别表示从 “从不” 到 “非常频

繁”ꎬ 不同的频次选择反映着个体在空闲时间把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上的偏好差异ꎮ
自变量包括: 个人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居住地、 父辈受教育程度、 媒体使用情况、 社会

公平认知ꎮ
在个人受教育程度方面ꎬ 将它转换为 “教育

级别” 的类别变量ꎬ 重新赋值处理后ꎬ “１” 表示

“初中及以下”ꎬ “２” 表示 “高中、 中专及技术学

校”ꎬ “３” 表示 “大专及以上”ꎮ
在父辈受教育程度方面ꎬ 取自父亲和母亲受教

育程度的最大值ꎮ 受教育程度也是从 “１” 排列到

“３”ꎮ “１” 表示 “初中及以下”ꎬ “２” 表示 “高中、
中专及技术学校”ꎬ “３” 表示 “大专及以上”ꎮ

在婚姻状况方面ꎬ“１” 表示 “未婚”ꎬ“２” 表

示 “已婚”ꎮ
居住地分为农村和城市ꎬ 分别赋值为:“１” 和

“２”ꎮ
在媒体使用方面ꎬ 由题目 “在过去一年中ꎬ

以上哪个媒体是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来描述ꎬ
答案分为 “传统媒体” 和 “新媒体” 两类ꎮ 其中ꎬ

传统媒体以报纸、 杂志、 广播和电视为代表ꎬ 新

媒体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ꎮ 用 “１” 和 “２” 分

别表示 “传统媒体” 和 “新媒体”ꎮ 数值越高ꎬ 表

示受访者接触新媒体的程度越高ꎮ
公平认知是人们对努力和回报之间是否对等原

理的一个主观认知ꎮ 对应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中的 “总的

来说ꎬ 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 (１ ＝完全不公

平ꎬ ２ ＝比较不公平ꎬ ３ ＝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

公平ꎬ ４ ＝比较公平ꎬ ５ ＝完全公平)ꎬ 结果逐渐趋于

肯定ꎮ 表 １ 为样本各个变量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ꎮ

表 １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居住地 １ ６５ ０ ４７６ １ ２

受教育程度 １ ９４ ０ ８４５ １ ３

媒体使用情况 １ ８３ ０ ３７４ １ ２

婚姻状况 １ ３８ ０ ４８５ １ ２

父辈受教育程度 １ ３３ ０ ５８８ １ ３

社会公平认知 ３ ０９ ０ ９７６ １ ５

学习意愿 ２ ３８ ０ ９９ １ ５

四、 数据分析

(一) ９０ 后群体学习意愿的现状分析

从表 １ 和表 ２ 可以看出ꎬ 我国 ９０ 后群体平均

学习意愿为 ２ ３８ꎮ 其中ꎬ 居住于城市的 ９０ 后平均

学习意愿为 ２ ５１ꎬ 居住于农村的 ９０ 后平均学习意

愿为 ２ １２ꎮ 城市青年的学习意愿强于农村青年ꎬ
学习意愿存在城乡差异ꎮ ９０ 后群体所受的教育程

度不同ꎬ 具有的学习意愿也存在显著差异ꎮ 从初

中及以下的 １ ９１ 到大专及以上的 ２ ８９ꎬ 其学习意

愿越来越强烈ꎮ ９０ 后群体的学习意愿在父辈受教

育程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ꎮ 随着父辈的受教育程

度不断提升ꎬ ９０ 后群体的学习意愿也在增强ꎮ 另

外ꎬ 未婚的青年 (２ ５７) 明显比已婚青年 (２ ０６)
更有学习意愿ꎮ ９０ 后青年对社会公正的感知情况分

为五种ꎬ 从认为社会完全不公平 (２ ２４)ꎬ 说不上公

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２ ２８) 最后到完全公平

(３ １３)ꎬ 青年的学习意愿愈发强烈ꎬ 有着不同社会

公平认知的青年之间的学习意愿存在显著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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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９０ 后群体学习意愿的方差分析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Ｆ 值 ｓｉｇ.

居住地
农村

城市

１９０
３５８

２ １２
２ ５１

１９ ９２５∗∗∗ ０ ０００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中专及技校

大专及以上

２１３
１５５
１８０

１ ９１
２ ４１
２ ８９

５８ ３９３∗∗∗ ０ ０００

媒体使用情况
传统媒体

新媒体

９２
４５６

１ ７８
２ ５

４２ ７∗∗∗ ０ ０００

父辈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中专及技校

大专及以上

４０２
１１２
３４

２ ２６
２ ６１
３

１３ １７９∗∗∗ ０ ０００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３４２
２０６

２ ５７
２ ０６

３６ １３７∗∗∗ ０ ０００

社会公平认知

完全不公平

比较不公平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比较公平

完全公平

３３
１３０
１４５
２３２
８

２ ２４
２ ３
２ ２８
２ ４７
３ １３

２ ４５１∗ ０ ０４０

注: ∗∗∗ｐ < ０ ００１ꎬ ∗∗ｐ < ０ ０１ꎬ ∗ｐ < ０ ０５ꎮ

(二) ９０ 后群体学习意愿的影响因素

在建立模型之前ꎬ 本研究首先对变量之间进

行相关分析ꎬ 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对受教育程度等自变量与因变量学习

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检验

自变量
配对相关系数

(显著性)
偏相关系数

(显著性)

受教育程度
０ ４２

(０ ００)
０ ２８３
(０ ００)

居住地
０ １８８
(０ ００)

０ ０１４
(０ ７４６)

父辈受教育程度
０ ２１５
(０ ００)

０ ０４５
(０ ２９４)

婚姻状况
– ０ ２４９
(０ ００)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０１)

媒体使用
０ ２６９
(０ ００)

０ １３１
(０ ００２)

社会公平认知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６９

(０ １０９)

单纯计算配对相关系数ꎬ 诸如受教育程度、
居住地、 父辈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媒体使用、
社会公平认知等自变量和因变量ꎬ 学习意愿均呈

显著相关ꎮ 其中ꎬ 只有婚姻状况这一个自变量与

因变量呈负相关关系ꎬ 其余的自变量与因变量都

是正相关关系ꎮ 随后控制其他自变量ꎬ 实施偏相

关分析发现ꎬ 居住地、 父辈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公

平认知这三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几

乎没有了ꎬ 其相关系数 分 别 为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６９ꎮ 因而可知ꎬ 居住地、 父辈受教育程度、 社

会公平认知与 ９０ 后群体的学习意愿之间的相关关

系ꎬ 很大程度是依附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 婚姻

状况、 媒体使用等三个自变量ꎮ 因相关程度不明

显ꎬ 为获取最优模型ꎬ 需进一步实施共线性检验ꎮ
基于逐步回归后ꎬ 发现加入居住地、 父辈受教育

程度和对社会公平认知后ꎬ 均无法有效增强模型

解释力ꎮ 表明这三个变量是从属变量ꎬ 会随着其

他自变量的变动而发生变化ꎮ 于是ꎬ 剔除居住地、
父辈受教育程度和对社会公平认知三个变量后ꎬ
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达到最佳ꎮ 由此可得ꎬ 基于

本数据无法验证假设 ２ꎬ 即父辈的受教育程度会影

响 ９０ 后青年的学习意愿ꎻ 同时ꎬ 也无法验证假设

４ 和假设 ６ꎬ 难以得出城市 ９０ 后青年和对社会公平

认知感更高的人ꎬ 越有可能在闲暇时间选择学习

充电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 进一步对数据实施多元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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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如表 ４ 所示)ꎮ 用个体受教育程度、 媒

体使用情况、 婚姻状况三个变量来建立模型ꎬ 预

测个体在空闲时间选择学习充电的倾向ꎮ

表 ４　 关于 ９０ 后群体学习意愿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个体受教育

程度

０ ４９２∗∗∗

(０ ０４５)
０ ４３５∗∗∗

(０ ０４８)
０ ４０３∗∗∗

(０ ０４８)

媒体使用

情况

０ ３８６∗∗

(０ １０８)
０ ３３３∗∗

(０ １０８)

婚姻状况
－ ０ ２６４∗

(０ ０８２)

截距
１ ４２１∗∗∗

(０ ０９６)
０ ８２４∗∗∗

(０ １９２)
１ ３４７∗∗∗

(０ ２５)

Ｒ２ ０ １７６ ０ １９５ ０ ２１１

调整 Ｒ２ ０ １７５ ０ １９２ ０ ２０６

Ｆ 值 １１６ ９８４∗∗∗ ６６ １７４∗∗∗ ４８ ３６９∗∗∗

考察的个体数 ５４８ ５４８ ５４８

注: ∗∗∗ｐ < ０ ００１ꎬ ∗∗ｐ < ０ ０１ꎬ ∗ｐ < ０ ０５ꎬ 括号中是

标准误ꎮ

模型 １ 只考虑个体受教育程度ꎬ 数据分析结果

显示ꎬ 个体受教育程度对 ９０ 后群体的学习意愿有

显著正向影响ꎬ 即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ꎬ 在空闲

时间选择学习充电的可能性也越大ꎮ 模型 ２ 引入变

量媒体使用情况ꎬ 较大地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ꎮ
同时ꎬ 当控制接触大众传媒的程度保持不变后ꎬ
个体受教育程度对学习意愿的影响就降低了ꎮ 可

见ꎬ 在网络时代ꎬ 个体受教育程度与接触大众传

媒的程度之间存在相互作用ꎮ 模型 ３ 说明婚姻状况

对个体学习意愿产生显著影响ꎬ 且呈现为负相关ꎮ
表 ４ 的数据证实了假设 １ꎬ 即个体受教育程度越

高ꎬ 就会越倾向于在闲暇时间选择学习充电ꎮ 另

外ꎬ 也证实了假设 ３ꎬ 即婚配与否会影响 ９０ 后闲

暇时间的学习意愿ꎬ 且未婚的 ９０ 后青年比已婚的

９０ 后青年更具有学习意愿ꎮ 还证实了假设 ５ꎬ 即越

多接触大众传媒ꎬ 尤其是新媒体ꎬ 就越可能有较

强的学习意愿ꎮ

五、 发现和总结

根据实证结果可知ꎬ 受教育程度高、 越多接

触新媒体、 未婚是影响 ９０ 后群体学习意愿的显著

性因素ꎮ 更深一步分析后发现ꎬ 在学习型社会的

建设过程中ꎬ 可通过提升自我学习能力、 拓宽学

习资源获取方式以及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提

振社会成员的学习意愿ꎮ
(一) 发挥现有教育体系的作用: 培育学习者

的终身学习能力

个体原有的受教育经历会对成年后的学习产

生影响ꎬ 假设 １ 得到证实ꎮ 这说明 ９０ 后个体受教

育程度越高ꎬ 其学习意愿愈发强烈ꎮ 此外ꎬ 不同

等级的学校教育对 ９０ 后青年的学习意愿也存在影

响ꎮ 受教育年限越长ꎬ 其毕业后主动选择学习行

为的越多ꎮ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ꎬ 教育的侧重

点在发生变化ꎮ 基础教育更多在于知识的传授ꎬ
获取基本的生活常识ꎮ 而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

提升ꎬ 知识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ꎬ 就更加注重提

升人的思维ꎮ 由此ꎬ 可拥有适应环境的能力ꎬ 更

加主动地去获取美好生活ꎮ 人的心智趋向成熟使

得学习行为由自发走向自觉ꎮ 走出校门ꎬ 不是学

习的终点ꎬ 而是面向社会的起点ꎮ 现有的教育体

系仍旧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主力ꎬ 不过要从先前

的重教转向重学ꎬ 注重学习者的学习体验ꎮ
此外ꎬ 父辈受教育程度ꎬ 并不能对 ９０ 后群体

的学习意愿产生显著影响ꎮ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ꎮ 首先ꎬ 需要客观地看待 ９０ 后这一群

体的行为特征ꎮ ９０ 后群体个性丰富ꎬ 思想独立、
开放、 有主见ꎬ 能以更加平等和民主的观念对待

个人与父辈之间的关系ꎮ 相对于父辈ꎬ ９０ 后对一

些具体的事物、 切身的利益更加关注ꎬ 对生活的

认识更加现实ꎬ 对自身也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更

加明确的定位[１９]ꎮ 其次ꎬ 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环境

下ꎬ 父代家庭对 ９０ 后群体而言ꎬ 更多的是一种启

蒙环境ꎮ 学校教育造就了 ９０ 后群体ꎬ 他们的生活

世界、 成长经历基本与学校生活浑然一体[２０]ꎮ 学

校教育要突破传统理念ꎬ 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品

质和核心技能ꎬ 培养学习者的终身学习的能力ꎮ
(二) 利用新媒体的整合功能: 拓宽学习资源

获取方式

９０ 后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ꎬ 手机、 互

联网等新媒体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ꎮ 新

媒体技术所营造的泛在学习环境ꎬ 让任何人可以

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刻获取所需任何信息的方式

来进行学习活动ꎮ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ꎬ 可以十分

便捷地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源ꎮ 学习机会是多样而

开放的ꎬ 个体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兴趣爱

好ꎮ 因而ꎬ 接受新媒体的程度对 ９０ 后学习意愿具

８４



　
易小娟: 学习型社会中 ９０ 后学习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有重要影响ꎮ 除此之外ꎬ 新媒体给予人丰富的视

听体验ꎬ 吸引学习者的注意ꎬ 增强了学习意愿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时间、

空间的限制ꎬ 缩小了城乡之间信息资源的差距ꎮ
这也是为什么居住地对 ９０ 后群体的学习意愿影响

不显著的原因ꎮ 先前ꎬ 人们居住的场所不同ꎬ 其

教育资源的利用和信息的获得以及社会氛围就会

有一定的差异[１３]２６ － ２７ꎮ 而在新媒体时代ꎬ 学习时

空更有弹性ꎬ 学习者更能有效分享学习经验ꎮ 在

新媒体的环境下ꎬ 能够实现教育参与者的多样化ꎬ
教育信息资源来源的多渠道化ꎬ 教育内容更新的

常态化[２１]ꎮ 通过在新媒介的学习ꎬ 不受时空限制ꎬ
将各种资源整合起来ꎬ 可实现教育资源最优化利

用ꎮ 同时ꎬ 由于网络上的一些信息良莠不齐ꎬ 容

易对社会成员造成不良影响ꎮ 在利用新媒体便捷、
迅速的强大功能时ꎬ 国家要注意对网络环境的监

管ꎬ 尽可能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优质教育资源ꎮ
(三) 有效利用家庭时间: 营造生活学习化的

家庭氛围

９０ 后群体的学习意愿在婚配与否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ꎮ 从生命周期来看ꎬ 个体一旦步入婚姻ꎬ
必将付出一些时间用于家庭生活ꎮ 尤其是进入育

儿阶段ꎬ 挤压掉更多的自由时间ꎮ 未婚群体承担

的家庭责任要少一些ꎬ 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非

工作时间ꎮ 而已婚或已婚已育群体的闲暇时间相

对较少ꎬ 大部分时间要陪伴孩子或家人ꎬ 这是在

所难免的ꎮ
婚配与否与学习意愿之间的显著关系不只单

纯意味着两个群体在时间和精力上的差异程度ꎬ
更意味着个体的学习未能与家庭生活之间实现动

态协调发展ꎮ 在学习型社会中ꎬ 学习场域不再局

限于学校ꎬ 处处都是学习场域ꎮ 学习型社会也是

由一个个学习型组织构成的ꎮ 家庭作为社会的最

基本单位ꎬ 自然也应罗列其中ꎮ 在学习型社会构

建过程中ꎬ 创建学习型家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ꎮ
学者厉以贤认为ꎬ 学习型家庭是以终身学习、 终

身教育思想为指导ꎬ 通过家庭全体成员持续的、
终身的自我导向性学习、 互动学习及共享学习成

果ꎬ 实现个体和家庭动态协调发展[２２]ꎮ 以往ꎬ 只

是强调长辈对晚辈的影响ꎬ 如今ꎬ 越来越多的人

认为在家庭中应当相互影响、 相互学习ꎮ
营造一种终身学习的氛围ꎬ 强化家庭成员的

学习动机ꎮ 在家庭生活中ꎬ 夫妻之间、 家长和孩

子之间甚至是邻里之间都可以家庭小组的形式进

行学习ꎮ 一般学习的内容可以包括环境教育、 文

化教育、 亲子教育、 投资理财教育和人际关系教

育等[２３]ꎮ 家庭成员在彼此间的互动过程中ꎬ 逐步

养成共同学习的习惯和方法ꎬ 促进整个家庭的成

长和发展ꎮ
因此ꎬ 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ꎬ 受教育

程度高、 越多接触新媒体、 未婚是影响社会成员

学习意愿的表层因素ꎮ 实际上这些具体的因素将

与更为广阔的时间－空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ꎬ 为社

会成员的学习行为选择赋予一定的意义ꎬ 如学习

者的终身学习能力、 学习资源的获得以及生活学

习化的家庭氛围等ꎮ 这些都将有益于建成一个

“人人皆学、 时时能学、 处处可学” 的学习型

社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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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大的困难考验ꎬ 绝大多数都是按父母的期待按

部就班地成长ꎬ 逐渐缺少了自主意识ꎮ 来到军校

后ꎬ 学员们脱离了原本的生活环境ꎬ 学校在对他

们的管理中ꎬ 在可控范围内ꎬ 应有意识地做到

“放手”ꎬ 避免过分压制、 干预和指令性的指导ꎮ
有些本该学员自己考虑到的事情ꎬ 队干部就不必

主动督促提醒ꎬ 要让他们为此承担相应后果ꎮ 同

时创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ꎬ 不断增强他们

的自我效能感、 责任意识和自主意识ꎮ
(四) 立足岗位、 着眼能力ꎬ 探索逆商培养与

领导力结合的方法路径

军事任务多是艰巨的ꎬ 所以逆商对于军官的

领导能力至关重要ꎮ 作为准军官的军校学员ꎬ 应

对逆境的能力不仅关系到其未来的自身发展ꎬ 更

与部队的战斗力息息相关ꎮ 这就要求他们除了自

己具备高逆商外ꎬ 还要拥有带领部队抵御逆境、
战胜逆境的领导能力ꎮ 目前将逆商与领导力联系

起来的研究还很少ꎬ 与军校学员领导力培养结合

的实践则更是鲜有ꎮ 因此ꎬ 将逆商与领导力培养

有机结合ꎬ 创新探索培养的方法路径ꎬ 是对学员

逆商培养的有益尝试ꎮ
逆商是个体习以为常应付逆境的一种方式ꎬ

目前军校本科学员的逆商水平ꎬ 还远不足以支撑

他们肩负起强军兴国的重担ꎮ 但同时这种应对方

式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培养得到提升和改进的ꎮ
军队院校应看到逆商培养的重要性ꎬ 积极采取有

效的措施办法ꎬ 帮助学员在任职前增强应对逆境

的能力ꎬ 使他们在未来的任何困难挑战面前都能

履行好职责使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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