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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年教育群体中的非正式组织广泛存在,组织内存在着活跃的隐性知识共享活动。为揭示隐性知识共享

对老年教育教学的影响,对1500余名老年教育学员进行实证调查,构建并验证老年教育中非正式组织隐

性知识共享路径模型。结果发现凝聚力、影响力和价值规范等变量对隐性知识共享有正向影响作用,隐性

知识共享在非正式组织对老年教育教学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应积极关注老年教育群体中

非正式组织的作用,持续激发隐性知识共享,提升老年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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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
四五”以来,“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发展对老年教育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群体多元化的学习需求日趋

旺盛,与当前现有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渠道

等资源供给能力不足的现状产生冲突,出现了供需差

距大、学习机会少、教学质量差、发展不均衡等现象,
严重制约了老年教育教学效果。有研究表明,非正式

组织的隐性知识共享广泛存在于各正式组织中,并发

挥积极作用。本研究以老年教育群体为研究对象,探
索非正式组织的隐性知识共享对老年教育教学的影

响,尝试通过发挥该群体自身作用,改善老年教育教

学,为老年教育事业发展开拓新思路。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非正式组织与隐性知识共享

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了“非正式组织”的概念,
他认为人们会在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形成自发、多
样、难以管理的各种群体,这些群体会对正式的组织

关系产生巨大影响[1]。Barnard等认为,随着正式组

织的建立,总是会产生非正式组织[2]。李德民认为:

非正式组织的影响力和行为会对正式组织的工作和

活动产生作用,能够帮助正式组织弥补管理缺陷、改
善沟通效率、反映成员诉求等[3]。

非正式组织的普遍存在有利于成员彼此间分享经

验和智慧,为隐性知识传播提供了组织保障。波兰尼

认为:隐性知识是“一种很有价值,但难以传达、记录,
且没有编码的知识”[4]。隐性知识共享会随着互动群

体的差异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知识传播的速度、质量和

数量。谢荷锋等认为,在良好的组织氛围内,成员之间

知识分享频率会增加,其中也包括不易获得的隐性知

识共享。因此,发掘隐性知识共享的作用,应结合群体

自身特质开展研究[5]。
随着老年教育的不断发展,非正式组织的作用日

趋明显。学员中出现了包括自发的交流小组、发烧友

群体和活动团队等各种组织,从不同角度促进老年教

育教学目标的实现。这其中,隐性知识共享作为非正

式组织最具特色的核心内容逐渐壮大,成员间知识交

流变得便捷和频繁。非正式组织影响隐性知识共享

的因素较多,国内学者大多从氛围、结构、文化等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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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究。曹杨等从生物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

三个维度描述了老年人参与正式组织的影响因素[6]

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结合已有研究,通过访谈老

年大学教学管理人员和学员,最终确定从凝聚力、影
响力和价值规范三个角度,研究老年教育非正式组织

对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
凝聚力是联结非正式组织和成员的各种引力,使

之固定在群体内,这种基于学习和生活而产生的强烈

情感依附改善了非正式组织环境。影响力是组织内

各种行为对成员产生的作用。影响力越强,组织的权

威、认同感和效率就会越强,成员行为类似程度也就越

高。价值规范是成员约定俗成、自觉遵守的某种行为

准则、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成员间共同的人际要求、社
会需求、活动目标,催生了特定的群体结构形式和交流

网络。以上三种影响因素会有利于非正式组织的产生

并形成隐性知识共享,因此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H1:凝聚力对隐性知识共享具有正向影响;
H2:影响力对隐性知识共享具有正向影响;
H3:价值规范对隐性知识共享具有正向影响。
(二)非正式组织与老年教育教学

学界普遍认为,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会对组织目标

的实现产生正向影响,能够弥补正式组织管理上的漏

洞,完善正式沟通渠道,提高组织目标效率,反映成员

心理诉求等。WrightBessie更是主张一切正式组织

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非正式组织[7]。现阶段,对于老

年教育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参与教育的影响因素、实施

路径与融合发展等方面,鲜见非正式组织对于老年教

育教学作用的相关研究。
我国目前老年教育教学形式包括老年自主学习、

团队学习、线上学习。教学内容包括保健运动、文化

娱乐、仁德哲理和信息技术等。教学载体包括老年大

学、老年开放大学、社区学习点、乡镇学习中心等。李

静认为:长期以来,各国老年教育教学的理念存在差

异,英国侧重帮助老年人快乐学习,重新认知自身社

会价值[8],日本侧重保障老年教育福利,在全社会认

可老年教育学习成果,帮助老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美
国侧重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我国将老年教育

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中,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实现健

康、参与、保障的教育目标[9]。在国内学界,邵晓枫等

提出了从理念贯彻、政策保障和供给增加等方面实现

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胡国华等认为学习满意度和学

习效果是衡量老年教育教学成果的重要指标,可以通

过老年人在学习中获得的社会文化资本、个人资本和

人力资本增益来衡量。综上,老年教育教学的改善,
大致可以从形式、内容、载体和教育效果四个角度来

进行测评,本文结合非正式组织影响因素做出以下

假设:

H4:凝聚力对老年教育教学具有正向作用;

H5:影响力对老年教育教学具有正向作用;

H6:价值规范对老年教育教学具有正向作用。
(三)隐性知识共享与老年教育教学。
隐性知识共享隐含在个体的经验和行为中,包括

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领悟的技能,不易于口头

表述和传播,传播的过程中需要跨过不同的知识储备

体系。在融洽的交流氛围中,老年人兴趣、爱好、阅历

和心态的那部分知识,更能够帮助其他群体成员改善

学习和生活状态。这种舒适环境下的积极沟通,本身

就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特征。隐性知识共享作为

推动正式组织发展的核心资源,在老年教育教学中也

应扮演同样角色,因此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H7:隐性知识共享对老年教育教学具有正向作用。
(四)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按照中介变量选取的原则,中介变量必须与自变

量和因变量有较强的相关性。老年教育中的非正式

组织产生了隐性知识共享,并且通过隐性知识共享改

善了老年教育教学;隐性知识共享是非正式组织和老

年教育教学之间的中介变量,因此提出了以下假设:

H8:隐性知识共享在非正式组织和老年教育教

学之间起中介作用。
(五)模型构建

通过上述的文献研究和调研,本文根据假设初步

形成了总体构想,并建立老年教育中非正式组织隐性

知识共享初始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老年教育中非正式组织隐性知识共享路径模型

模型将凝聚力、影响力、价值规范作为核心变量,
将隐性知识共享作为中介变量,将老年教育教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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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变量,模型假设核心变量能够分别影响中介变量

和结果变量,并通过中介变量影响结果变量。
二、研究方法

(一)量表设计

各维度题项均借鉴已有相关研究。凝聚力借鉴

费斯廷格、沙赫特和巴克等人在研究群际情绪与归属

感和凝聚力测量所采用的量表,共计5个题项;影响

力借鉴了王正东、琚向红在老年人参与社区教育影响

因素相关研究编写了老年受教育影响力量表,共计5
个题项;价值规范借鉴了蒋传和在安徽省老年人群体

生活状态的评价和分析,编写了老年受教育群体特征

量表,共计7个题项[10];隐性知识共享借鉴了邹淑远

非正式组织隐性知识共享量表,共计6个题项;老年

教育教学效果共计7个题项。
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评分,内容如表1

所示。
表1 量表题项

变量维度 观测点 编码 题项

凝聚力

氛围感 Q7 同学之间能够深入交流并彼此关心

归属感 Q8 学校生活是我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感 Q9 我愿意参加校内外各种类型的团队活动

责任感 Q10 我愿意主动承担学校安排的各项任务

协同感 Q11 我乐于配合活动组织者开展活动

影响力

组织权威 Q12 同学中有固定的人负责组织和联络活动

组织认同 Q14 我乐于接受组织者安排的课堂内外活动

组织效率 Q13 我对参加的各类活动安排非常满意

组织沟通 Q15 我能够及时准确收到活动信息

组织培训 Q16 活动组织者会经常开小会

价值规范

观念认同 Q17 我认为老年人继续学习很有必要

社交认同 Q18 我认为老年人扩大交际范围很有必要

价值认同 Q19 我认为老年人有很重要的社会责任

能力认同 Q20 我认为老年人掌握当下的各种新技能很有必要

背景认同 Q21 我和要好的同学有类似的工作、教育、收入背景

规则认同 Q22 我认为学校制定的规则合理

群体认同 Q23 我和同学们对于老年教育的看法相同

隐性知识共享

共享动机 Q24 我喜欢同学们夸赞自己能力卓越

共享意愿 Q25 我乐于在各方面力所能及地帮助同学们

共享内容 Q26 我乐于分享和传授自己所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

共享对象 Q27 我乐于在同学们面前展示自己的特长

共享方式 Q28 我更愿意在学校传授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共享效果 Q29 我分享的内容经常受到众人的称赞

老年教育教学

形式 Q30 我接触到的老年教育活动种类繁多

内容 Q31 学校经常开设新的课程

途径 Q32 我能便利地参与各种老年教育活动

健康 Q33 参加老年教育令我充满活力

参与 Q34 我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学习活动中

参与 Q35 我乐于邀请同事、亲戚和朋友一起参加学习

保障 Q36 我所在的地区老年教育发展态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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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效度分析

选取我省各地老年教育学员1500名,回收问卷

1480,回收率为98.67%,其中无效问卷16,剩余有

效问卷1464,有效率为97.60%。收集后,将数据整

理导入SPSS进行分析。使用了Cronbach’sα来检

测问卷的可靠性。如表2所示:各变量维度的Cron-
bach’sα均在0.95以上,说明问卷内部稳定性较强,
可信度较高。

表2 样本信度

维度 Cronbach’sα 题项数

凝聚力 0.973 5

影响力 0.973 5

价值规范 0.970 7

隐性知识共享 0.971 6

老年教育教学 0.968 7

  如表3所示,KMO值为0.897,且P<0.001,表
明研究具有良好的效度,问卷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真

实情况。
表3 样本效度

Kaiser-Meyer-OlkinMeasureofSamplingAdequacy 0.897

Bartlett’sTestof Approx.Chi-Square7978.138

Sphericity df 560

Sig. 0.000

  通过相关分析,能够得出各个维度变量具有显著

相关,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三、建模与模型分析

(一)模型构建

利用AMOS28.0构建老年教育中非正式组织

隐性知识共享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检验凝聚力、影响

力和价值规范对隐性知识共享、老年教育教学的影响

路径,结构方程共计包括5个潜在变量和30个观测

变量,其中涉及3个影响因素潜在变量、1个中介变

量和1个结果变量。图2中e1-e32为各因素残差

项,Q7-Q36为题项代码。

表4 样本相关性

维度 凝聚力 影响力 价值规范 隐性知识共享 功能改善

凝聚力 1

影响力 0.851** 1

价值规范 0.903** 0.897** 1

隐性知识共享 0.909** 0.866** 0.885** 1

老年教育教学 0.887** 0.916** 0.909** 0.920** 1

Pearsoncorrelationcoefficient

Sig.(双侧)**.在0.01级别

相关性显著

图2 老年教育中非正式组织隐性知识共享路径模型

  (二)模型修正

模型进行适配度分析后得出GFI=0.823,说明

拟合标准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可以针对具体指标

通过修改路径来改善整体拟合度。
如表5所示,价值规范、凝聚力对于老年教育教

学的路径显著值 均 超 出0.050,因 此 要 予 以 删 除

路径。
为了进一步提高GFI值,删除路径后重新拟合,

参照修正指数 M.I.进行路径调整。如表6所示,在
调整的时候,综合考虑题项1、4、6、10、12和题项13、

14、26、29、30之间的实际意义,进行了路径增加。
完成上述步骤后,再次进行拟合,如表7所示,可

以得出各项指标都达到了预定目标,评价标准合格,
说明老年教育中非正式组织隐性知识共享模型符合

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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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初始路径系数

初始路径 EstimateS.E. C.R. P Label

隐性知识共

享←凝聚力
0.550 0.061 9.048 ***

隐性知识共

享←影响力
0.098 0.031 3.124 0.002

隐性知识共

享←价值规范
0.382 0.054 7.051 ***

老年教育教

学←影响力
0.298 0.040 7.532 ***

老年教育教

学←价值规范
0.135 0.070 1.918 0.055

老年教育教

学←凝聚力
0.058 0.095 0.607 0.544

老年教育教学

←隐性知识共享
0.529 0.075 3.030 0.002

表6 修正项目

修正项目 M.I. ParChange

e12↔e29 35.019 0.739

e6↔e30 22.920 0.196

e4↔e14 16.712 0.205

e10↔e26 6.135 0.257

e1↔e13 4.157 0.214

表7 模型拟合关键指标

X2/df RMSEA GFI AGFI NFI IFI PGFI

2.865 0.072 0.934 0.938 0.966 0.912 0.569

  (三)模型结果分析

1.非正式组织的不同维度对隐性知识共享均有

影响

根据表5可知:通过对非正式组织的三个特征维

度(凝聚力、影响力和价值规范)对隐性知识共享影响

的数据分析中发现,H1、H2、H3均成立。这说明老

年教育轻松和谐的沟通环境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成员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提升了交流的频次和深度。
基于成员之间社交态度和情感体验高度趋同的前提

下,组织的权威、效率和效果得到了成员的高度认可,
获得了成员较高的忠诚度,从而进一步激发成员的隐

性知识共享动机和意愿,这与其他学者关于非正式组

织的相关研究结论是相吻合的[11]。

2.非正式组织的不同维度对老年教育教学有不

同影响

根据表5可知:非正式组织的影响力维度对于老

年教育教学影响显著,假设 H5得到了验证;凝聚力

和价值规范的影响不显著,假设 H4、H6未能得到验

证。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老年教育的教

学管理人员较少,生师比严重不达标,需要学员积极

承担组织内的各种任务,完成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所以非正式组织的影响力高低直接影响了老年教育

教学。凝聚力和价值规范可能更有利于非正式组织

的建立,并通过隐性知识共享来影响老年教育教学,
这也为接下来验证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提供了

依据。

3.隐性知识共享对老年教育教学有显著影响

根据表5可知:隐性知识共享对老年教育教学作

用明显,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隐性知识在

老年教育教学体系中占有较大比例。成员在接受隐

性知识共享时,提高了参与教育的次数,提升了个人

声望,扩充了知识储备,改善了学习体验,更激发了学

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初步达到了“健康、参与、保障”
的积极老龄化目标。因此,假设H7得到了验证。

(四)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拟合完成后,采用Bootstrap方法进一步验

证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设置95%的置信区间,
如表8所示,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说明隐性知识共享

的中介作用显著。

表8 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效用

路径
直接效应

值 效应占比 95%置信区间

中介效应

值 效应占比 95%置信区间

凝聚力→老年教育教学 - - - 0.038 100% 0.010~0.088

影响力→老年教育教学 0.132 75.43% 0.020~0.132 0.043 24.57% 0.018~0.112

价值规范→老年教育教学 - - - 0.214 100% 0.12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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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表5和表8可以得知:凝聚力、影响力、价值

规范均可以通过隐性知识共享发挥间接效应,进而改

善老年教育教学,假设 H8得到验证。从数值来看,
价值规范的效应力度最大。

四、对老年教育与教学的启示

(一)高度重视老年教育中非正式组织的作用

研究表明:非正式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价值

规范是形成隐性知识共享的前提条件(路径系数分别

为0.550、0.098、0.380)。比如:老年人认可的线下

教育更有利于产生凝聚力;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发现,
使用手机浏览问卷并准确应答问卷的学员远远超出

预期,可见学员对待正式组织的包容性和规范性较

强,对待非正式组织的态度更加积极和主动;老年大

学的入学率高、到课率高和参与度高均反映了价值规

范对成员的普遍约束。
因此,要积极开发老年教育中的非正式组织。注

重培养老年人积极健康的心态,让学员乐于融入学校

内外的各项活动;加大兴趣小组和学习团体的开发组

织力度,围绕优秀学员、学员代表、课代表等推荐评选

活动建章立制;积极开展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尝试

翻转课堂在老年课堂中的应用;让学员走上讲台,在
展示自我的同时开展交流[12];选拔乐于奉献、有责任

心和专业特长的学员承担教学管理工作,逐步实现从

观望者到组织者、从参与者到管理者的身份转变,为
隐性知识共享创造条件。

(二)充分利用隐性知识共享的功能

研究表明:隐性知识共享在非正式组织对老年教

育教学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其中凝聚力对老年教育

教学的间接影响效应值为0.038,说明非正式组织的

良好氛围能够促进老年人参与教学活动,但对老年教

育教学的直接作用有限,可以通过提高老年人的归属

感、参与感、责任感来培养良好的隐性知识共享环境,
改善老年教育教学;影响力对老年教育教学的间接效

应值为0.043,影响力较低,但直接效应值为0.132,
说明应该直接从学校管理层面提供帮助,鼓励和引导

影响力发挥,树立其组织权威,激发成员主观能动性,
为老年教育教学助力;价值规范对老年教育教学的间

接影响效应值为0.214,说明可以在老年人自我效

能、思想观念和情绪态度等方面进行积极引导,通过

政策宣传引导,提高老年人对老年教育教学的认同;
可以在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上加强推广,提升

全社会对老年教育教学的认可;可以通过扩大办学渠

道,开设老年开放大学等新型办学载体;提升老年教

育的社会影响力。
(三)逐步增加老年教育教学供给

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在缺乏师资和管理人员的

情况下,学员中的非正式组织为老年教育蓬勃发展提

供了很大的助力[13]。接下来,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

社会老龄化挑战,我们要积极利用政策红利,增加老

年教育教学供给,保障老年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兴办

更多的老年教育机构;应当明确各级政府在老年教育

经费使用中的比例,支持和鼓励各种社会资本参与老

年教育,进一步完善老年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形
成政府、有关部门、学校和社会各界齐抓共管新格局。
可以组织有老年教育教学经验的专业师资,开发老年

教育课程,细化教学实施方案,量化教学标准,也可以

通过开拓线下教学场地和实践基地的方式,多方位提

升老年教育教学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老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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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TacitKnowledgeSharinginInformalOrganizationson
EducationandTeachingfortheElderly

WANGWentao,MAChenchen
(Lu’anOpenUniversity,Lu’anAnhui237000,China)

Abstract:Informalorganizationsexistwidelyintheelderlyeducationgroup,andthereareactivetacit
knowledgesharingactivitiesintheorganization.Inordertorevealtheinfluenceoftacitknowledgesharingon
educationandteachingfortheelderly,thispapercarriesoutanempiricalstudyonmorethan1500elderly
educationstudents,constructsandverifiesthetacitknowledgesharingpathmodelforinformalorganizations
inelderlyeducation.Theresultsshowthatthevariablessuchascohesion,influenceandvaluenormshave
thepositiveimpactontacitknowledgesharing,andtacitknowledgesharingplaysanintermediaryroleinthe
impactofinformalorganizationsoneducationandteachingfortheelderly.Inaddition,theresultsindicate
thatweshouldactivelypayattentiontotheroleofinformalorganizationsintheelderlyeducationgroup,

continuetostimulatethetacitknowledgesharing,andimprovethequalityofeducationandteachingforthe
elderly.

Keywords:informalorganization;tacitknowledgesharing;educationandteachingforthe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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