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7卷 第5期

2019年9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ofHenan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Vol.47 No.5
 Sep.2019

  文章编号:1000-2367(2019)05-0050-05 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19.05.008

Web2.0环境下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研究

林萍1a,b,c,陈青兰2,邱寿丰1a,b

(1.闽江学院a.新华都商学院;b.华商创业研究中心;c.海西财政与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福州350108;2.厦门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361024)

摘 要:协同创新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创新团队成员不断学习,获得创新性知识和结果.不同于传统的、面

对面工作和学习模式,Web2.0使团队成员乐于接受新想法,探索交互学习的新方法,促进创新团队的出现和学习.
基于此,首先分析基于 Web2.0应用的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模式,之后构建投入、过程和结果的生成性过程框架,

以期为支持创新团队持续学习提供研究方向和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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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随着《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的颁布,中国掀起创新创业的高

潮,协同创新是当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创新团队是保证协同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协同

创新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团队成员不断学习、交流,获得创新性知识和结果.创新团队学习是相互依赖

的个体通过互动、体验和思维碰撞,获得新知识、创新思维和卓越能力,是集体协作过程.
然而,创新团队学习中的个人往往分散在不同部门、地理和公司边界,虚拟团队是指大部分成员通过沟

通来联结的团队,例如,通过Email、声音邮件、电话等,而不是面对面联系.Web2.0应用为团队成员在面对

面以外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便捷途径,促使地理分散的团队,以同步或异步相互影响的模式,动态和自我指导

的方式,在团队边界内或跨团队进行工作,因此避免了早期电子通讯的局限性,改变了组织学习的方式,为团

队生成性学习提供了新机遇[1].生成性学习源于成员开放的新思路和流程,成员自发的,而不是领导驱动的

探索和试验,以及新的工作结构、方法和过程[2].该学习过程导致自适应生成的学习结果,例如形成共享心智

模式,出现团队心理安全,试验新的共同工作的模式,或者建立共同的习惯或惯例.Web2.0技术和过程包括

一系列流行的社交媒体、维基、搜索引擎、文件和书签共享网站、自制视频、互动网络研讨会,以及众包、虚拟

世界、远程呈现、IP音视频、RSS订阅相关的网站等.它们创建了大量的用户自创及用户自我引导的应用,帮
助团队成员进行信息搜寻,相互互动及知识管理,并探索共同合作,形成实践社区和创新的新途径.

学者们对web2.0技术对团队学习的影响进行研究,Driskell等[3]认为 Web2.0应用摆脱了单向、中心控

制技术,使用用户控制,自我管理和自我调控技术,克服技术沟通对团队成员互动的抑制作用,扩大了个人学

习和团队发展的机会.Mavromoustakos等[4]提出了一个 Web2.0环境下学习模型,该模型研究 Web2.0技

术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社会和协作方面作用,认为各种 Web2.0技术为学习和交流思想提供了一个开放源

代码,使用直接交流、协作学习以及社会网络提高了学习结果,如博客、维基、播客和混搭等工具为学习提供

交互性,通过同伴的社会交往和集体智慧,融合了混合内容消费者和提供者的作用,从而增加学习者的学习

动机、兴趣和参与.但学者们并没有对web2.0应用如何促进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

  收稿日期:2019-01-13;修回日期:2019-06-20.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8B019);福建省教育厅教学改革项目(FBJG20180152);海西财政与金融发展

中心(闽江学院)开放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林萍(1971-),女,福建福州人,闽江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和技术创新.

  通信作者:陈青兰(1971-),女,福建莆田人,厦门理工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和战略管理,E-mail:blue777@

163.com.



将对这一过程进行探讨,以期为企业改进创新团队学习提供研究方向和方法指导.

1 从 Web1.0到 Web2.0的转变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改变了组织学习的方式,如表1所示,传统时代以个人学习

为主,依赖翻阅纸媒资料、邮局信函、研讨会、查找数据库等方式,Web1.0时代主要以社区为主,通过网页、
即时聊天和专家库等获得知识,web2.0时代以平台为主,在此平台上达到自主学习、协作学习,这与创新团

队生成性学习的自主学习、团队合作的观点不谋而合,以下从知识管理的知识获取、积累和共享阶段进行

分析.
表1 组织学习方式的改变

Tab.1 Changeoforganizationallearningways

传统 Web1.0 Web2.0

学习平台 个人 社区 公司内外平台

学习工具
书刊杂志、数据库中的信息、电话/传

真、邮件、教室/会议

Web和客户端、即时聊天、小组讨论会、

网络论坛、专家库

在线评论、RSS、即时聊天、专业搜索引

擎、博客、维基、社会化书签、标签等

1.1 用户参与的知识获得和积累阶段

在知识获取阶段,学习者感兴趣的知识内容,通过学习书签(bookmarking)的设定进行保存获取,也可

以进行评价、标识、评论和收藏或者分享给其他学习者,学习者不仅是知识的接收者,也可以是知识和内容的

参与者和开发者,促使学习的自主性和互动性.RSS信息推送、专业搜索引擎、维基的权威索引等手段,方便

了个性化特定信息的获得,也简化了学习资源获取的步骤.
在知识积累阶段,互动标签的分类管理、网摘的收藏分享和维基,便于寻找知识资源之间的潜在关系,打

造专属的个人知识管理,让知识积累条理化、系统化,以供未来使用.
1.2 协同合作的知识共享阶段

Web2.0下软件与硬件无关,软件与数据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之间无障碍转移,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Web2.0的协同工作平台,为学习者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提供深层次的技术支持.维基支持动态多人协同写

作,学习者在分享成果的同时,相互之间还可以深入探讨,交流沟通以修改文本.即时通信工具,学习社群、各
种社交媒体等有利于知识交流的工具,也都成为构建StanleyMilgram的六度分隔理论中社会化网络的一

个重要工具.

2 Web2.0应用促进创新团队出现和学习

2.1 Web2.0使虚拟团队成为可能

虚拟团队与传统团队的区别,不在他们的目标和任务,而在于完成的方式和团队边界、时间、规则以及成

员等特征区别,Web2.0使这种区别成为可能[5].首先,虚拟团队边界是可渗透和灵活的,Web2.0技术允许他

们跨空间边界,跨组织和跨文化机构工作,成员的位置和背景都不是一个问题;第2,从时间上,Web2.0技术

允许采用同步和异步通信媒介来促进团队协作,并在执行复杂任务时密切配合,不依赖给定时间内所有成员

的可用性,第3,从规则上看,领导者创造结构和程序以分配团队中的领导作用,从而促进了团队自我管理.
Web2.0技术允许成员处理多个角色,这些角色可以为复杂的任务明确定义,也可以在不太复杂的任务中留

给成员松散和可变的角色.最后,成员资格是灵活的,在处理复杂任务时,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稳定的

成员资格,在处理不太复杂的任务时,允许保持动态的成员资格.
2.2 Web2.0促进创新团队的出现和学习

Web2.0为团队成员共同探索新方法、形成实践社区并创新提供机遇,以帮助他们自我引导与调节,这
使创新团队更可能出现.Wilkins认为在下列情况下,web2.0促进创新团队出现:当组织需要新思想、新方法

和新产品;当组织面临新挑战或新问题;当组织依赖不同团队共享或工作整合.在下列情况下,Web2.0还会

促进创新团队作用:当任务需要多样化的视角或专业知识时;当领导者因同行的钦佩和尊重而出现时;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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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通过网络团队或个人的非正式集合而不是正式的层次结构来解决时.
2.3 Web2.0促进团队合作

在当前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组织往往需要依赖合作来驱动关键绩效指标.任务依赖分布式知识的共享和

协调,最佳实践将从团队共识出现,成员的价值和影响力是社会认可的专业知识的结果,也是社会认可的关

键知识驱动的绩效指标的结果.因此,应用 Web2.0技术,团队会变得更加合作.

3 基于 Web2.0应用的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模式

Web2.0环境下创新团队学习的目标是生成性学习,具体特征为团队成员代表不同的部门、职能、专门

知识或公司,成员利用社交媒体的交互能力至关重要,学习与工作是一体的,学习是在寻找信息和集思广益

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生的.不同于传统的,面对面的工作和学习方式,Web2.0技术可以促进团队成员

接受新思想、探索新的交互方式和应用学习,从而促进生成性学习.根据Kolb’s(1984)的生成性学习的4个

模式: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化,积极实践,本文分析基于 Web2.0的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模式[6].
3.1 具体经验

学习的起点来自于人们的经验.Web2.0环境下,创新团队成员的经验产生具有以下特征:(1)自我控制

决定什么时候他们需要学习什么来解决问题,团队成员在学习和工作展开过程中成为自己进程的观察者;
(2)团队是非结构化的和流动的,团队内外成员彼此合作与沟通,一起讨论广泛的想法和主题;(3)团队成员

不确定需要做什么或学到什么;(4)团队成员在一起讨论他们正在处理的问题的各个方面.
3.2 反思观察

反思观察是对经验过程中的知识归类、整合、条理、保存和分享.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过程中反思观察有

以下特征:(1)团队成员对所讨论问题的看法可能不一致,团队成员或领导者认识到他们所处理的问题的模

糊性;(2)领导者帮助团队成员认识到他们从互动中可能产生的协同作用;(3)团队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相似点

和不同点,他们相互了解每个人对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贡献;(4)团队成员对他们自己和领导者的设

想进行讨论和提问.
3.3 抽象概念化

抽象概念化是归纳学习,理解观察的内容并吸收为合乎逻辑的概念,是对经验的升华和理论化.Web2.0
环境下,领导者和团队成员共同工作以产生理论,他们形成并尝试新的行为模式和相互作用模式;团队成员

互相给予改进导向的生成性反馈,领导帮助成员认识冲突并形成解决方案.
3.4 积极实践

积极实践是对已获得知识的应用.Web2.0环境下,创新团队成员探索共同工作的新方法,并把它们运用

到制定策略、解决问题之中去,体现为:(1)通过反复试验,找到有效的工作流程或解决问题的方法;(2)团队

成员将学习结果同预期相比较;(3)检查意外的结果,讨论进一步探索的需要,认识到学习和绩效改进是持续

的过程.

4 Web2.0环境下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框架

Web2.0应用体现在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的投入、过程和结果3个方面,据此,本文构建创新团队生成性

学习过程框架:投入要素是团队特征、Web2.0技术及领导者,设计 Web2.0沟通技术,并促进生成性学习的

在线过程,最后产生人际洞察力,实践社区以及创新的结果[7].
4.1 投 入

4.1.1 团队特征

在 Web2.0环境下,创新团队开放于各种可选目标之下,他们不是从固定结构开始的,而是使用社交媒

体的交互作用表达并探索各种想法;他们超越自己边界限制寻找资源,征求别人的意见,学习是在寻找信息

和集思广益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生的;当团队成员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为团队做出贡献时,团队职能可以

由正式领导或其他成员制定,随着互动的展开,他们的个人特征变得明显,例如,他们的热情、尽责、外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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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对新思想的开放、乐于欢迎和聘用新成员等特征.
4.1.2 Web2.0技术

Web2.0提供交互作用的界面,允许媒质一对一以及一对多自由交互流动[8],建立相互依赖的协作,以实

现团队的目标.不仅用户在发布内容过程中实现与网络服务器之间交互,而且也实现了同一网站不同用户之

间的交互以及不同网站之间信息的交互.多种通信联络方式,包括结构化的机会,如讨论板,调查,计划同步

会议等以及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开放给任何人的站点.站点开放性越高,会员扮演角色、自愿参与任务、创造

一个流动的环境的机会就越大,这促进了生成性.随着成员围绕工作方法、资源探索、实验和问题形成单独的

讨论论坛,相互作用也逐步加深.
4.1.3 领导者角色

领导者在创新团队中的角色包括指令、控制,到建议、促进、跟踪和报告.首先,当领导作为主持人,为演

示和讨论搭建论坛,总结和整合结果,提供学习机遇,并沟通和确认成绩的时候,Web2.0技术就具有更大的

生成性,帮助留住和激励成员,培养他们参与团队的价值感,并提高绩效果.其次,Web2.0技术允许跨越边

界,为团队以外的其他人参与开放机会.生成性的在线体验,包括:头脑风暴法以产生想法,批判性思考和分

析,探索行动和决策备选方案的应用,对内容和过程的反应,以及对得出结论并创建新的应用的方法的概念

化.最后,Web2.0技术还可以通过宣传成绩,持续有效互动,沟通并评估团队努力的结果,从而带来累积性

学习.
4.2 过 程

表2描述了 Web2.0环境中生成创新团队和学习过程,即在 Web2.0在线环境中引入、展开、处理和生

成结果过程.在此过程中,Web2.0技术提供了大量的人际交往的过程:相互介绍使参与者了解彼此的能力和

贡献、分别承担适合的角色,提供信息、协调、数据,推荐系统、流程和方法,以及激励他人,鼓励参与,并明确

愿景等;通过在线沟通,成员们描述自己,识别任务;成员积极参与并承担各种角色,获得了参与感和凝聚力.
通过透明的和数据驱动的工作方法,成员们在系统里跟踪成绩,感受到被欣赏和被认可,并开始与团队成员

互动,通过各种交流方式聚在一起以探索共同利益.当团队成员开放于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交互关系时,生成

性学习过程产生.
表2 Web2.0环境下的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过程

Tab.2 GenerativeLearningProcessofinnovativeteaminWeb2.0

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过程 Web2.0活动

团队形成与工作引入 论坛上的帖子和反应;分享文件、网站和照片.

适合于任务的人才———自荐或任命 同步在线讨论(视频和音频)以相互讨论;邮件以寻求反馈.

初步分享任务的背景和看法;领导结构性过程和角色 通过调查投票,挖掘深层次的矛盾以寻求可选择选择,以便领导或成员达成共识.

共同构建关于成员、目标和运作的共享模型
建立虚拟工作环境和在线社区空间,探索门户网站、维基、文档分享网站以及网站

工具等.

通过虚拟团队和实时协作来完成工作
召开在线会议;建立和实施程序,例如定期在线会议,虚拟会议空间,虚拟世界允

许自我表现和出现个性,迭代修改文档和产品.

知识管理

互动规范,如头脑风暴程序,即时聊天的消息在整个小组或不同小组成员之间传

递;每个成员完成相互依存的任务的一部分;成果共享,跟踪成果.
程序和成果都是公开可见.

4.3 结 果

基于 Web2.0应用的生成性互动学习可产生下列结果:人际洞察、社区实践和创新.
1)人际洞察:成员对自己的了解以及他人对自己的反应.生成性学习的结果是成员互相之间非常了解,

包括对方的个性、专长和对团队的价值,以及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有效沟通的方式.当他们看到别人自我表达

并表达自己时,他们会测试在网上公开的反应.他们寻求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并可能学到一些他们自己以前

没有意识到的能力,在人际能力方面有所提高.
2)实践社区:团队可能成为持续不断的实践社区.这些人有共同的激情和兴趣,通过邮件、博客、在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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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小组,社交网络等保持沟通.实践社区里,成员们了解他们能提供给对方的价值,询问和回答问题,帮助大

家解决问题,分享解决方案和经验.实践社区可以公开给新成员,承担起领导作用,构建更为正式的联系方

式,分享思想和信息,例如在线会议、网络会议、虚拟小组讨论等.这种亲和群体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亲密关系,
促进了团队凝聚力和归属感.
3)创新:Web2.0环境下生成性互动学习中成员互动、主动参与及分享知识,为发现和创造新知识产生了

契机,并最终产生创新的结果.

5 结束语

团队学习是创新活动的本质和必要过程.不同于传统的、面对面工作和学习模式,Web2.0技术下,团队

成员开放在新思想下,探索相互作用的新方式并应用与学习中.本文在分析Web2.0在促进创新团队出现、团
队合作和团队学习的基础上,分析基于 Web2.0的创新团队协作的价值在于促进生成性学习,产生生成性的

结果,提出生成性学习模式为: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化,积极实践.最后从投入、过程和结果3个方

面探讨web2.0应用下创新团队生成性学习过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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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ollaborativeinnovationisadynamicprocess.Itrequiresinnovativeteammemberstoconstantlylearnandac-
quireinnovativeknowledgeandresults.Unliketraditional,face-to-facemodesoflearning,Web2.0technologiescanpromo-
tetheemergenceandlearningofinnovativeteamsinwhichteammembersareopentonewideas,explorenewwaysofinterac-
tinglearning.Firstly,thispaperanalyzethegenerativelearningwaysofinnovativeteamsbasedonWeb2.0,andthenbuilds
frameworkofinput,processandresultofgenerativeprocess.Itoffersdirectionsforresearchaswellaswaystosupportcontin-
uouslearningforinnovative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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