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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一个始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个体学习与群体或组织学习的关系。
这种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互缠绕的如此紧密。
显然，必须在方法论上转变原有的视角。
经过一段时间查阅相关文献，复杂性科学的思想方法凸显出来。
本书的第五章和第七章就是我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思考个人与群体学习相互作用的情形比较集中的
章节。
简言之，复杂性科学视野中的心理与行为世界，其本质是概率性的，而且确定性也是其概率性的一种
特殊表征。
　　人的任何时期的心理都包含了未来发展的所有可能。
这种可能性来源于主体与客体、主体内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源自这种复杂性导致的个体
心理始终处于有序和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反馈之中，处于暂时的心理与行为发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
。
例如艾里克逊（E.Erik Hombur.ger Erikson）人生八阶段理论，其贡献不在于划分了八阶段，而在于传
达了一个深刻的理念，就是人终其一生，其心理与行为将始终处于发生与发展之中，处于平衡与不平
衡、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轮回之中。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的主导心理与行为模式意味着人的心理和行为具有平衡性、确定性和有序性。
但是，这种平衡性、有序性和确定性一旦确立，就意味着不平衡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将要到来。
因此，当个体处于心理发展的各种对立因素势均力敌的时期，有序的、平衡的和确定的心理与行为就
被失衡、无序和非确定性取代。
此时，人的心理和行为发展就处于混沌的边缘了。
即我们常讲的关键期，这时，偶然的内、外因素就可能迅速决定个体今后发展的方向，个体心理与行
为的新质就会以突然的方式“涌现”出来。
这种现象在完形学习理论中早已得到验证。
也就是说，在心理和行为产生的混沌边缘，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个体的代表着不同方向的各类
心理与行为出现的概率理论上是一样的，它们具有同样权重的“心理与行为的态空间”或可能性。
这就决定了心理新质出现的偶然性。
那么，人的确定性行为，即能够使他人预期的行为，或者说人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环境中的强化物
与有机体、有机体内部各行为要素之间的相向作用，将赋予个体某种心理与行为以某种权重或偏好，
在多次反馈后，具有特定权重或偏好的心理与行为就作为经验知识保留下来，作为人的性格固定下来
，成为今后再次出现的“吸引子”。
“吸引子”这个概念虽说是物理学的，但是，在解释人类心理活动由无序的不确定性到有序的确定性
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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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　　从知识经济学角度看，组织学习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组织对其成员个人知识资源
的一种配置方式，是信息爆炸与信息稀缺矛盾的组织解决。
为赢得竞争优势，组织如何能够辨别、收集、整合、分配组织内部的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问题已经成
为组织学习理论研究的焦点。
　　第一节　组织学习的两个极端故事　　下述的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组
织中，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理解“组织学习”概念表征的现象。
根据现代交易成本组织理论的观点，与市场方式相对，军事组织是人类配置资源效率最高的方式。
军事组织依靠强制性命令而不像市场那样充分依靠人们的自由选择来配置资源。
但是，从技术角度看，正如市场也会失灵一样，如果没有良好的学习制度条件，军事组织也会像下面
的案例一样出现资源配置浪费，导致效率低下。
　　一　没有组织的个体学习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说的是苏联在与德国的情
报大战中败北的故事，究其原因是苏联情报机关的组织学习的失败。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按照事先制定的“巴巴罗萨”计划突袭苏联。
苏联军队几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遭受重创。
这个历史事实一直在拷问着历史学家：德国为什么能够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苏联情报机关难道对德军如此大规模的集结和进攻没有一点察觉吗？
是苏联派驻国外的情报人员没有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还是苏联情报机关没有采信准确的情报而导致
失败？
当时的苏联情报机关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使得苏联在与德国突袭前的两国情报大战中先输一局？
近年来通过对解密的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档案材料的分析，学者找出了苏联情报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这就是苏联各自为战的情报组织体制。
从现代组织学习的角度看，当时苏联情报机关是没有组织的个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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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组织学习动力研究》详细介绍了组织学习动力方面的知识，供相关读者阅读参考。
从知识经济学角度看，组织学习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组织对其成员个人知识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是信
息爆炸与信息稀缺矛盾的组织解决。
为赢得竞争优势，组织如何能够辨别、收集、整合、分配组织内部的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问题已经成
为组织学习理论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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