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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数据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不断加快，我国进入了知识

共享、技术共享、经验共享和信息共享为特征的学习

型社会状态，《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也提出了要构

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方针，更加注重面向人

人教育，更加重视终身学习[1-2]。随之而来的是，学习

环境更加优质，学习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机会更加多

样，学习形式更加便利，同时，人才市场竞争也更加

激烈，各行各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相应提高，持续学

习和不断创新的能力尤为重要。社会进步加速和变

革创新的常态化对工作、关系、地位、生活方式都会

产生重大影响，各类人群都要做好转型准备。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指出，知识的更新周期从18
世纪的80至90年一直在逐渐缩短，直到21世纪已大

幅缩短为 2至 3年，甚至更短，终身学习已经成为日

常工作和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活动。成人终身学习

必须注重学习的持续性和有效累积时间，注重学习

的全面性和知识范围，注重学习的深刻性和掌握的

深度[3-4]。终身学习能够不断提升个人的专业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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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综合业务能力，从而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源开发

深度，并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 [5]。 2020 年 8 月，

UNESCO终身学习研究所明确提出要把终身学习视

作一项新的人权，终身学习是每个人所拥有的基本

权利[6]。人类为适应周围环境变化的多样性，需要通

过持续学习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其中，终身

学习能力是重中之重和前提条件[7]。终身学习能力

的评估机制、影响因素、效应程度都需要进行全面深

入地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逐

步培育和不断提升终身学习能力就显得特别关键。

创建学习型社会既是一个理论话题，又是一个

复杂的实践话题。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根本保障在于

终身教育资源丰富、终身教育水平提升、终身学习动

机驱动和终身学习特征优化，但最终仍以终身学习

能力为核心驱动力[8]。充分利用周边环境和信息工

具，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认识到学习价值并保持不

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水平，最终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源

开发潜力和工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是关键核心因

素和基础条件。通常意义下的学习能力三要素是学

习动力、学习毅力和学习智力，而终身学习由于学习

范围更广泛、学习领域更复杂、学习过程更加漫长、

学习者差异性更大以及学习动机更加多样，因此，终

身学习能力评估更加困难，探索其影响因素和提升

路径也更加复杂。如何通过定性和定量手段对终身

学习能力评估和提升方法进行研究则具有较高的研

究价值。国内外学者对终身学习动机、学习特征、学

习能力等因素都做了大量研究[3，7，9-10]。但是，既有研

究成果表明，针对UNESCO提出的五大学习领域和

每个领域中的四类具体学习能力的研究仅停留在学

习能力的定义、差异比较和定性分析上，缺少问卷数

据实证和定量研究分析。再者，关于终身学习能力

的影响变量和影响程度以及各变量间的结构关系的

研究较少。通过终身学习能力的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进而探索和提炼如何不断提升成人的终身学习能力，

不仅需要研究和定义终身学习能力，也要研究和终身

学习能力密切相关的一些关键变量。UNESCO提出

终身学习的四类具体能力评估的重要因素是学习态

度、学习经验、知识积累和学习技能，学习态度最直

接的影响因素是学习动机，不同的学习动机可能会

影响学习态度等学习特征。学习经验也可能会受到

学习效能感的影响，但是，在终身学习实践中，学习

能力和学习动机、学习特征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关系，

各个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如何，提升学习能力除

了直接从能力本身出发是否还能从其他相关变量中

找到提升路径，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通过调查

问卷的形式开展数据收集和量化研究，全面深入分

析终身学习动机和学习特征对学习能力的具体影响

路径和影响程度，定量分析如何通过灌输学习意识

以强化学习动机和优化学习特征，从而提升学习者

终身学习能力，培育学习型社会生态。

二、研究背景和变量提取

基于问题和变量关系的假设，终身学习能力评

估和提升路径研究是核心，因此，围绕终身学习能力

进行建模，研究模型选取终身学习动机作为独立变

量，终身学习特征为中介变量，主要研究二者对终身

学习能力这个从属变量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探索终

身学习能力提升的具体方法。

图1 研究模型

分析相关研究变量，以提炼问卷所需的观测变

量和相应问项。

(一)终身学习动机

终身学习是一种非正式、非常规、自主化的学习

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现阶段的成人教育

中，越来越多的在职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借助于网络

或移动平台开展自主的、非正式的、独立的学

习[11-12]。学习者具有不同的基础、环境、目标和需求，

其学习动机多种多样，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基础和

前提。动机 (Motiv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运动 (to
move)”，在心理学中引起某种行动的因素叫动机，其

中，激活人类行动、设定行动的方向或目标导向、持

续化地保持行动这三个要素可以看作是动机的基本

属性[13]。大量研究者对终身学习动机都有过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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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分析。Houle研究芝加哥地区

22名学习者，首次将学习动机分为目标导向型、活动

导向型和学习导向型。Sheffield深入研究了Houle
的成果，总结了学习动机因素，将目标导向细化为个

人和社会目标导向，重新划分为5个测量变量，形成

继续学习导向量表CLOI(Continuing Learning Orienta⁃
tion Index)。Burgess融入了社会、宗教和社交因素，

将成人参与终身教育的动机构成因素扩大到7个变

量，形成了教育参与理由量表REP(Reason of Educa⁃
tion Particiation)。Boshier总共列举了 40个题目，将

目标导向和活动导向更加具体化，学习导向也细分

为兴趣和职业发展所需，一共提出了6个变量，提出

教育参与量表 EPS(Education Particpation Scale)。另

外，还有Morstain等学者提出了其他量表。各量表核

心变量的关联和区别总结如表1所示[14-15]。

综上，终身学习动机都是以Houle的导向论为研

究基础，“目标”“活动”和“学习”构成了终身学习动

机的三个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根据研究

需要对组成要素进行细分。成人终身学习动机无论

是工作需要、社交需要、生活需要还是自我价值实现

需要，也都是围绕这三个核心要素展开，而本研究主

要目的是学习动机对终身学习能力的影响和提升，

所以选用Houle基本测量表，一共14道题目。

(二)终身学习特征

终身教育的实施对象是学习者，教育的核心和

关键是学习过程要满足学习者的根本需要，学习成

果要达到学习者的预期目标。除了教育者、教育环

境和教学工具外，学习者自身稳定的特点和学习者

的行动特征也非常关键。Houle介绍，具有学习内在

动机特点的学习者把学习的乐趣归结到学习本身的

价值上，越是重视学习价值的学习者就越倾向于探

索知识。Guglielmino认为，学习者对教育课程和项

目体现出不同的学习热情，产生不同水平的学习欲

望，在学习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

学习效果也会存在差异。Blunt等把影响学习参与

持续性的因素归结为内在价值、学习享受和重要度

认识等。韩国学者任淑卿对成人学习者终身学习的

参与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模型分析，认为终身

学习特性由学习价值、学习效能感和学习热爱度等

组成[16]。各量表核心变量的总结以及变量之间的关

联和区别总结如表2所示[16-17]。

终身学习者所存在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相

似性和差异性、本质特征和可变特征，都要以学习价

值的判断为前提，以学习热爱度为动力，以学习效能

感作为学习持续性的保障，才能将终身学习持续有

效地进行下去。本研究采用韩国学者任淑卿使用过

的测量表，以学习价值、学习效能感和学习热爱度构

成终身学习特征的测量变量，一共11道题目。

(三)终身学习能力

终身学习能力是整个终身教育事业的基石和落

表1 终身学习动机测量变量对比表

Houle, 1961
以目标为导向

以活动为导向

以学习为导向

Sheffield, 1965, CLOI
个人目标导向

社会目标导向

活动欲望导向

活动需要导向

学习导向

Burgess, 1971, REP
个人目标欲望

社会目标欲望

顺从外界要求

社交活动导向

求知欲望

宗教目标导向

逃避欲望

Morstain, 1976, Smart
提高职业水平(专业素质提升)

外界期待

参与社会福利活动

现象的逃避与刺激

知识的好奇心

Boshier, 1971, EPS
社区服务

外界期望

社交接触

社会刺激

认知兴趣

职业发展

表2 终身学习特征测量变量对比表

Houle, 1961
学习价值

学习效能感

Guglielmino, 1977
学习价值观

学习热情

学习态度

Blunt等，2002
内在价值

学习享受

重要度认识

任淑卿，2007
学习价值

学习效能感

学习热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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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点，是学习型社会生态培育和体系搭建的核心因

素。由于终身学习本身的灵活性和学习者的复杂

性，终身学习能力的界定、逻辑和评估机制一直是学

界见仁见智的研究热点。

Cropley对终身学习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给出

终身学习能力的一般定义：第一，在不同情况下制定

和采用不同的学习战略的能力；第二，有基本的思想

意识，有学习和思考的能力；第三，有创造的能力。

Felder等提出终身学习能力的体现：第一，查找专题

信息；第二，确定自己的学习方式，不断总结优点和

弱点，具有不断改进的能力；第三，有效参与团队学

习项目，总结自己和团队的长处和短处，不断发挥改

进的能力。于莎等探讨了终身学习能力的内在机

制，以感知、记忆、思维为核心的认知机制能力为基

础，以自主学习、体验、控制为核心的调节机制为保

障，以社会学习、合作学习为核心的互动机制为促

进，并进行了问卷调研和实证分析 [9]。陈海明从 16
种与终身学习相关的能力调查入手，通过分析和总

结得出成人终身学习能力包括学习认知能力、信息

素养能力、知识内化能力和可持续学习能力等[10]。

终身学习重要性不断提升，学习能力的评估和

提升也备受关注 [18]。欧盟(UN)、经合组织(OECD)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组织也总结提炼了

不同终身学习能力在宏观意义上的评估量表。UN
认为，以提高知识、技术、能力为目标，持续地以任意

教育形式形成的所有有目的的学习活动统称为终身

学习。针对终身学习关键能力，UN希望广泛培养欧

洲人成为终身学习者并发布《终身学习关键能力：欧

洲参考架构》报告，明确界定终身学习的八大关键能

力：母语沟通能力、外语沟通能力、数学及基本科技

能力、数字化能力、学会学习的能力、人际交流能力、

跨文化与社会融合能力、创业精神和文化表达能力

等。OECD将一生学习视为“学习者从出生到死亡为

止所经历的所有学习，通过一生学习和熟悉的总体

经验”。OECD自 1997年开始积极推动学习能力的

定义与选择，陆续建立了基本的理论与概念基础，涵

盖了运用互动工具(Using Tools Interactively)、异质性

集体互动(Interacting in Heterogeneous Groups)以及自

主行动(Acting Autonomously)三项关键能力层面，每

一项层面亦涵盖了三项具体能力内涵，包括语言、符

号、资讯、科技、人际与社会等。UNESCO称终身学

习是21世纪的一个重要线索，能够应对个人生活和

职业中发生的新情况，提升特定的能力，增进自信、

自尊、固定的认同意识[22]。研究能力的意义在于，通

过各种手段提高能力的各种关键因素，最终提高组

织的整体成果。UNESCO(1996)和UNESCO(2010)以
终身学习理论为基础，将终身学习能力划分到五个

领域——学会认知的能力(learning to know)、学会发

展的能力(learning to be)、学会做事的能力(learning to
do)、学会相处的能力(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以及学

会创新的能力(learning to generate)。每个领域的学

习能力中，又都包含了态度 (attitude)、知识 (knowl⁃
edge)、经验(experience)和技能(skill)四个基本要素。

该终身学习能力的定义从两个维度出发，一个是学

习领域，另一个是不同学习领域下的具体学习能力，

如图2所示。

UNESCO全面诠释了终身学习能力，五个领域

总结制定十分全面，可以覆盖所有学习类型和所有

学习需求，是终身教育和学习的五大支柱。从理论

学习、工作实践、个人发展、集体协作和改变创新等

多个方面覆盖了人的一生中所涉及的关键事项，针

对每个领域，又从学习态度、知识储备、经验积累和

学习技能等方面分解。学习态度是开展全面学习的

前提，而学习态度会因事、因人、因时而异；既有知识

的储备是能力体现的基础，只有具备足够的基础知

识，学习能力才更具专业性；学习经验是能力拓展和

图2 终身学习能力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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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发展的效率保证，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学习经验

也是不同的，只有具备充分的经验积累，学习能力才

更具高效性；学习技能是学习能力的核心体现，信息

获取、思考、分析、总结、提炼、转化也会因不同学习

领域而不同。本研究选用的是UNESCO终身学习能

力简化版测量表，一共15道题目。

三、实证调研与数据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分析终身学习动机、学习特征和

学习能力之间的建构关系，证明变量之间的假设成

立，同时分析不同背景下的学习者之间的差异化，

本研究基于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选定了相应

的背景变量、独立变量、中介变量和从属变量，如图

3所示。

根据以上变量分类与题项策划，编制了成人终

身学习调查问卷，选取其中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

学习特征作为研究变量。问卷共计46个题项，其中

有 6个题项为基本背景信息，其余 40个题项采用李

克特五分制量表法，将每个问项的答案划分为5个不

同等级：5代表非常符合、4代表比较符合、3代表不

确定、2代表不太符合、1代表完全不符合。

研究对象通过网络平台从我国各省市选出 887
名成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网上问卷调查发布历时 5
周左右，从网上搜集和筛选问卷资料，并对问卷数据

进行初步分析。共回收了有效问卷720份，回收率为

81.17%。收集的资料中，对答题时间、答题完整率、

答题前后一致性等判断，又删除了96份问卷。最终

对624份资料进行了分析，如表3所示。

从研究对象的特点来看，女性略多一些。从年

龄段来看，25-29岁占比最高，各年龄阶段分布比较

均匀。在教育水平方面，具有专科大学背景的成人

学习者比重最高，该群体对终身学习有一定的认识，

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和价值。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对所有数据进

图3 结构变量研究分类图

表3 调研数据分类统计表

分类

性别

年龄

学历水平

职业分布

生活城市

总计

男

女

25—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以上

高中及以下

大学

研究生以上

自由职业

事业单位

公司职员

其他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县城以下

数量

303
321
182
174
130
83
55
64
406
154
47
193
245
139
239
248
137
624

比例(%)
48.6
51.4
29.2
27.9
20.8
13.3
8.8
10.2
65.1
24.7
7.5
30.9
39.3
22.3
38.3
39.7
21.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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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技术统计，数据内部一致性以及研究变量的相关

性分析，使用SPSS 25.0软件。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

使用AMOS 25.0软件。数据信赖度分析如表4所示。

总体来说，所有的测量变量和题项都是基于既

有的研究成果，数据信度在 0.724-0.891之间，满足

数据分析的要求。

为确保问卷调查数据适用于进一步的统计和分

析，对所有数据的正态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其中，偏度最大为 0.656(≤2)，峰度最大为

2.396(≤5)，满足数据分析的要求。

为便于后续的结构化搭建，以及聚合效度和区

分效度分析所需，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

析，如表 6 所示。其中，各变量之间相关性处于

0.328-0.816之间，具有路径分析的基础。

利用AMOS对模型的拟合度、效度进行了计算

分析，其中AVE都在0.5以上，CR都在0.7以上，满足

模型聚合效度的要求。另外，分析了相关性系数和

AVE数值，区分效度也满足要求。

表4 测量变量数据统计信赖度

潜变量

终身学习

动机

终身学习

特征

终身学习

能力

测量变量

目标导向型

活动导向型

学习导向型

学习价值

学习效能感

学习热爱度

学会认知

学会发展

学会做事

学会相处

学会创新

题项数量

4
5
5
4
3
4
3
3
3
3
3

信赖度

(Cronbach's α)
0.777
0.852
0.839
0.870
0.781
0.862
0.891
0.809
0.825
0.724
0.832

表5 测量变量数据统计正态分布性

潜变量

终身学

习动机

终身学

习特征

终身学

习能力

测量变量

目标导向型

活动导向型

学习导向型

全体

学习价值

学习效能感

学习热爱度

全体

学会认知

学会发展

学会做事

学会相处

学会创新

全体

M
3.77
3.51
3.82
3.70
4.02
3.90
3.99
3.97
3.97
3.70
3.79
3.72
3.77
3.79

SD
0.66
0.72
0.62
0.58
0.63
0.63
0.63
0.54
0.63
0.68
0.65
0.65
0.64
0.58

偏度

-0.298
-0.211
-0.391
-0.073
-0.656
-0.402
-0.494
-0.546
-0.479
-0.316
-0.293
-0.120
-0.282
-0.254

峰度

0.885
0.351
0.983
0.994
2.024
1.167
1.337
2.396
1.568
0.935
1.064
0.697
1.290
1.573

表6 测量变量相关性分析

注：1.目标导向型；2.活动导向型；3.学习导向型；4.学习价值；5.学习效能感；6.学习热爱度；7.学会认知；8.学会发展；9.学会

做事；10.学会相处；11.学会创新。**p＜0.0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0.650**
0.548**
0.362**
0.393**
0.509**
0.471**
0.490**
0.434**
0.458**
0.469**

2
1

0.672**
0.328**
0.416**
0.483**
0.478**
0.551**
0.498**
0.502**
0.525**

3

1
0.483**
0.568**
0.655**
0.678**
0.630**
0.638**
0.533**
0.648**

4

1
0.581**
0.586**
0.484**
0.425**
0.431**
0.413**
0.439**

5

1
0.676**
0.605**
0.512**
0.585**
0.537**
0.575**

6

1
0.677**
0.582**
0.668**
0.562**
0.636**

7

1
0.726**
0.744**
0.634**
0.723**

8

1
0.771**
0.708**
0.772**

9

1
0.752**
0.816**

10

1
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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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AMOS对终身学习动机、学习特征和学习

能力进行了模型路径分析(如图 4所示)，经过修正，

模型拟合度指标(如表8)能够满足模型路径分析的要

求。表9为各研究变量之间的路径影响效应系数。

(一)学习动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终身学习能力

背景差异性分析表明，年龄小、学历高的终身学

习者，学习动机普遍较强；生活在城市的学习者学习

动机比县城以下的学习者要强；不同收入水平的学

习者其学习动机没有明显差异。年龄小和学历高的

群体对工作能力的要求和面临的工作挑战较大，以

学习和目标为导向的学习动机较强，只有通过不断

的学习才能提升自身人力资源竞争力和水平。

结构模型数据表明，学习动机对学习能力的直

接影响系数为 0.41，说明具有一定的直接影响作

用。通过定向细化目标、丰富活动类型和灌输学习

理念等途径能够提升学习动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

图4 变量数据路径分析

表7 测量变量数据结构效度分析

变量

终身学习动机

终身学习特征

终身学习能力

目标导向型

活动导向型

学习导向型

学习价值

学习效能感

学习热爱度

学会认知

学会发展

学会做事

学会相处

学会创新

β
0.631
0.737
0.900
0.671
0.793
0.874
0.899
0.832
0.898
0.858
0.831

C.R.
16.475
20.242

-
18.428
23.289

-
29.117
25.584
29.009
26.885

-

P
***
***
-

***
***
-

***
***
***
***
-

AVE

0.720

0.801

0.875

CR

0.883

0.923

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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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优化学习能力。

(二)学习特征作为中介变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背景差异性分析表明，终身学习特征体现为越

是学历高、收入高的调查对象，学习特征分值就越

高，居住在城市的学习者分值明显地优于县城以下

的学习者。上述分析表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域和

行业领域，竞争也比较激烈，学习价值的体现较为明

显，并且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保持高效的学习效能感

也能够促进学习特征提升。

为了验证中介效应，分析“学习动机→学习特

征→终身学习能力”路径，通过分析Bootstrapping的
中介效果的作用，从p值显著表现来看，学习特征起

到了中介作用。学习动机对终身学习能力的直接效

用为0.41，间接效用为0.39，总效用为0.80，对终身学

习能力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显著影响。

(三)不同背景下的终身学习能力差异性

背景差异性分析表明，终身学习能力在月收入

(p＜0.05)统计上出现了显著差异，在性别、年龄、教

育水平、职业类别和居住地没有出现显著差异。具

体来看，月收入 10000元以上的学习者呈现最高水

平，月收入 3000元以下学习者的平均水平最低。由

于高收入群体学习目标较高，应对更高挑战工作性

质的学习能力总体要求较高。学习能力的提高与收

入情况是一种正相关，收入越高，学习者对学习能力

的重视程度和评价越高。城市学习者的学习能力高

于县城以下的学习者，但由于本次县城以下的调查

对象较少，差别性未达到显著水平。硕士以上平均

分数较高，说明高学历者的学习能力也较强。从年

龄段来看，25-29岁人群的学习能力较高。男性终身

学习者的学习能力略高于女性，但没有显著差别。

四、成人终身学习能力培育和提升建议

(一)终身学习动机精细化引导和针对性培育以

促进学习能力提升

终身学习动机是基础和前提，不同的学习动机

形成不同的学习特征，不同的学习态度和精力投入

也体现了不同的学习经验和既有知识积累。经过实

证分析，终身学习动机直接影响学习能力，也可以通

过学习特征间接影响学习能力，因此，提升学习能力

的一个关键基础是引导激发和培育强化学习动机。

同时，不同的学习动机类型培育和挖掘侧重点也应

有所差异，学习导向型的学习动机更加注重学习本

身价值和长远收益，能够形成显性的学习特征，对认

知、发展、创新能力帮助更大；活动导向型的学习动

机更加注重学习活动类型，对相处能力影响较大；目

标导向型的学习动机更加注重实用性，对做事、发展

和创新能力帮助更大。

除了针对不同学习动机类型分别进行培育之

外，不同年龄和教育阶段也可进行差别化引导，比如

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可以有意识地灌输终

身学习理念，培养终身学习兴趣，提升终身学习的一

些基本技巧，加强学习导向型和目标导向型培养，教

育和学习都能做到有的放矢，既注重知识教育，更注

重自主化学习的培育。在成人阶段，针对不同人群，

学习动机引导的侧重点也要有所差异，如身处县城

表9 终身学习能力影响路径分析

变量路径分析

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

学习特征

学习特征 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

直接效用

0.80
0.49
0.41

间接效用

-
-

0.39

总效用

0.80
0.49
0.80

表8 变量结构拟合度数据

参数

指标

参数

指标

χ2(p)
185.124***

CFI
0.972

df
38
TLI
0.959

χ2/df
4.872
RMR
0.013

GFI
0.950

RMSEA
0.079

NFI
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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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村的学习者可以通过举行特色学习活动、科普

培训等激发培育学习者的活动导向型心理，不断培

养和提升学习动机。终身学习动机以内在动机为

主，无论是学习、活动还是目标的导向，最终都是以

工作能力提升、生活质量改善、自我价值实现为核

心，因而，可以从这些方面引导、提升和强化学习动

机，以拓展和提升学习能力。

(二)终身学习特征全局优化和细节改善以促进

学习能力提升

终身学习特征一般受到学习者的基础、经验和

个性等影响，也受到学习活动的目标、收益和迫切度

等影响，还受到学习动机的影响，故而很难直接对学

习特征进行改善，只能从终身学习全局上进行优

化。学习价值的认同和学习热爱度的体现，从学习

活动筹划阶段就要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设计，以学

习者的需求和目标为导向，以学习者的最终收益和

满意度为准绳进行优化。学习效能感需具体到学习

课程和考核机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既

有基础，逐步提升学习目标和考核要求。

学习优势有累积效应，义务教育和过渡教育等

国民教育阶段会持续影响终身学习能力[20]。需要在

培养挖掘学习动机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分享学习价

值的真实体现，以优化学习者对学习的认同感，从而

优化学习价值的思考空间。学习价值培养从个人、

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21]。课程设计和学习资源

的推广需要以学习者需求为中心，结合成人学习的

时间、空间和实践需求，提升学习热爱度。学习效能

感的提升需要考虑学习者的精细化需求，考核考验

也要以此为中心，让终身学习者既能从学习中获得

知识技能的成就感，也能从学习中获得提升工作能

力的成就感。建立健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模

式，以学习者能力提升绝对值作为考察依据，以提升

学习者学习效能感为准绳，最终实现学习特征的持

续改善。

(三)终身学习类型全方位强化和持续提升以促

进学习能力提升

终身学习虽然区别于国民基础学习，但最根本

核心的能力因素还是以既有知识基础为学习前提，

以学习经验积累为效率基础，以学习态度为持续保

障，以学习技能为突破。只有在某一方面和领域具

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才能有针对性地收集学习资

料，更好地进行自主学习；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是学

习能力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能够提升学习效率和

有效性，起到较好的辅助作用；学习态度是学习能力

的前提条件，较好的学习态度才可能不断提升学习

能力；能否有效使用丰富的学习资料，学习工具和技

能起到关键作用，继而基于较好的分析总结和转化

能力，自学探索和吸收能力才能保持不断完善。

学习能力最终的体现和落脚点是每个人终身需

要解决的问题——认知、做事、发展、协作和创新等

方面的困难和挑战。首先，与认知相关的学习能力

贯穿人的一生，应从小抓起，因势利导，不断强化学

习认知能力，认知包括感知觉、记忆、思维、言语、想

象等，从初等教育开始就需要不断强化，除了养成好

的学习态度之外，还要不断总结和提升学习经验和

学习技能。其次，与做事相关的学习能力体现的是

一个人的实践动手能力，包括对事情的策划、实施、

分析和总结等，需要从理论上的认知转变为实践中

的实施，考虑到国民教育的客观实情，需要在高等教

育阶段加大投入力度。再者，人的一生是不断发展

的，终身学习者需要具有较好的规划和执行能力，既

要培养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又应注重个人发

展和社会发展的协同统一。与协作相关的学习能力

体现了每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需

要在大学阶段不断加强培养，基于不同的工作环境，

在终身学习阶段针对性地强化训练，达成合作共

赢。与创新相关的学习能力需求也更加迫切，高等

教育阶段是关键，建立创新的意识和理念以及信心

和能力。通过终身学习可以不断挖掘学习价值、培

养学习效率、强化学习热忱，从而不断提升学习者的

终身学习能力。

五、结语

终身教育体系的升级优化、学习型社会的生态

建设、终身学习能力的强化提升以及产教融合劳动

教育模式创新是一项复杂宏大的系统工程，综合了

经济基础、政策引导、学习修养、国民素质、文化生

态、国际交流以及人力资源深度开发等各种因素。

要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让学习者有资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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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有途径去参与终身学习；要顶层设计宏观政策

和因势利导，让学习者既能热衷于学习又能学以致

用，投入学习还可得到社会支持和全方位收益；要以

全民既有的学习修养和素质的有效积累作为依托，

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学习经验；要以文化生态培

育为背景，建立便利化的学习机构、学习资源和学习

方式，让大家充分融入到文化交流和学习中，上述问

题仅凭定量分析调查对象不能得到完全有效的解

决。纵观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民生现状，已经

发展到了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全面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全面建设新时代，只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将终身教

育和国民教育、过渡教育全面结合起来，新时代学习

型社会建设也将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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