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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团队生态环境型领导力理论和团体动力学理论为基础，使用大学生领

导力问卷、团队效能问卷和团队氛围量表，基于 425 名大学生的调查数据，以结构方

程模型( SEM) 探索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氛围及团队效能的显著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并检验团队氛围在领导力与团队效能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 大学生领导力、团
队效能、团队氛围的整体水平较高; 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效能、团队氛围显著相关; 大

学生领导力正向影响团队效能; 大学生领导力正向影响团队氛围; 团队氛围正向影响

团队效能; 团队氛围在大学生领导力对团队效能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提高大

学生的团队效能，需加强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创设良好的团队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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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领导力是新时代青年核心素养的重要元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 41 届大会期间，面向

全球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 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中，强调勇气、领导力、

抵抗、创造力和关怀的行为，推动重新构想成为现实。由于历史文化不同与社会体制制度差

异，我国新时代大学生领导力的内涵与结构具有明显不同于西方大学生领导力的显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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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1］。因此，结合我国新时代青年历史使命与中国社会制度文化特征，开展扎根本土的大学

生领导力研究，并探讨领导力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推进符合青年群体特征与成长规律的大

学生领导力教育是亟需关注的重要时代命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学生领导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大学生领导力的概

念内涵探讨与模型建构［2－3］; 二是大学生领导力影响因素分析［4］; 三是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策略

探讨［5－6］。已有研究极少涉及“领导力对团队氛围的影响”，以及“团队氛围对团队效能的影

响”。鉴于此，本研究以团队生态环境型领导力理论和团队动力学理论为基础，立足于新时代

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的特点开展研究，以团队效能为落脚点，以团队氛围为重要变量，探讨大学

生领导力在团队中的作用方式，对加强大学生领导力培养、促进大学生团队建设、全面发展新

时期大学生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大学生领导力的概念内涵和理论模型

大学生领导力是领导力要素在大学生身上的体现，表现为大学生所具备的与领导力相关

的素养。对于大学生领导力，研究者有不同的定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院提

出社会责任型领导力理论，认为领导力包括八种价值观: 自我认知、言行一致、承诺、合作、共同

目标、礼貌地解决争论、公民责任感、改变。该理论是当前美国高校大学生领导力教育中最具

影响力、应用最广泛的模型理论［7］。我国学者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

生领导力是大学生已经具备或需要掌握的一系列特质或能力［1］。但具体是哪些特质和能力，

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结论: 如翁文艳等认为大学生领导力包括自知的能力、有效处理人际关系的

能力、灵活的适应能力、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承诺服务的能力、把握公共政策的能力［6］; 黄宏强

等认为大学生领导力是信息处理能力、任务执行能力、合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3］。第二种观

点认为大学生领导力是大学生利用自身和周围的资源，最终实现自我和团体目标的过程［8］。

简单来说，前者是基于领导能力的研究，后者是基于领导过程来研究领导力。

大学生领导力因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存在明显的国别性。通过查阅中外有关文献，

系统梳理领导力理论，深入分析中国新时代的社会特征和中国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借鉴中国大

学生领导力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大学教师和大学生对我国大学生的“领导”和“领导事件”的

认知、理解，本研究认为大学生领导力是指大学生带领团队完成任务、实现目标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能力。这个定义的关键词是“大学生”“带领”“团队”“目标”“过程”。其中，“能力”作

为该定义的上位概念，大学生的“能力”是指管理学生团队的能力，与行政管理领导者所强调

的“工作能力”是有区别的。大学生领导力更加强调带领团队完成任务，强调团队管理的活动

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一定的特征，除指导和引领团队建设的能力外，还包括提出完成任

务的希望、采取一定方法或措施带领团队践行、利用自身的人格影响和人际关系三方面营造团

队氛围的能力。大学生领导者在带领团队的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规划能

力或决策能力、执行力或影响力、合作能力或交往能力。因此，本研究将大学生领导力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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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认定为领导者、团队、规划或决策、执行或影响、合作或交往。

为了探索中国大学生领导力结构，笔者自编大学生领导力问卷并实施调查，通过对问卷进

行检验，得出大学生领导力的五维结构模型［9］: ( 1) 构建愿景。愿景是指团队中所有成员共同

的、发自内心的意愿，这种意愿能够激发所有成员为之努力、奉献。构建共同愿景能够使全体

成员紧紧地连在一起，淡化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 2) 战

略决策。决策是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根据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若干对应方案，在实现目标的

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来选择相应的方案或制定新方案，最终实现目标。团队成员在实

现目标过程中各抒己见，提出不同策略，领导者需要确定团队采用的最终策略。( 3) 工作实

践。工作实践是在实际工作中按照团队既定的目标和策略去实施的过程。领导者也是团队中

的一员，需要和团队成员一起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完成团队任务。( 4) 人格影响。大学生领导

者与职业场所中的行政管理者不同，大学生领导者领导权的获得，一般来自指导教师的授权、

同学的推选或学生的自荐。团队领导者和团队成员都是同校大学生，年龄相差不大，各方面能

力也相差不大，因而领导者需要依靠个人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团队成员，以身作则，在团队中起

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在团队成员中建立威信，实施领导力。( 5) 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是人们在

生产或生活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大多数大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学友( 同学) 关系，或

有同地域的乡谊关系，或恋爱关系。在大学生团队中，没有很严重的利益冲突，人际关系的处

理比职场中容易。但人际关系对每个人的情绪、生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对团队氛围、团
队沟通、团队运作、团队效率及个人与团队之关系均有极大的影响。大学生领导者同样要处理

好团队中的人际关系。

( 二) 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氛围与团队效能的关系

大学生团队是学生组织活动的常见形式，大学生领导力主要体现在团队活动中。团队生

态环境理论指出，生态型领导力的核心是对生态环境营造的领导能力。近年来关于大学生领

导力的研究，经历了从身体力行型领导力研究到规则制度型领导力研究，目前进入了团队生态

环境型领导力研究的新阶段［10］。生态环境型领导力的核心是对生态环境营造的领导能力。
1866 年德国海卡尔( Haeckel) 的生态学认为，生态是指有机体同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1］。

据此本研究认为，从生态学角度来看，团队生态是指团队成员与团队共同体环境的相互关系。

人们对团队共同体环境创造的领导能力，就是团队生态环境型领导力。与此相似的是早期德

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 Kurt Lewin) 的研究。库尔特·勒温是团体动力学的创始人，早在

1935 年就开创了领导者风格对组织氛围与工作绩效影响的研究，发展了团体动力学理论［12］。

团体动力学理论揭示了客观环境对事件的动力的影响，以及心理环境对个体状态的影响，也为

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1． 大学生领导力会影响团队效能

团队效能是团队生存、适应、维持和发展的能力。团队效能的高低关系到团队目标的实现

和团队成员的关系。Gladstein 认为，团队效能即团队绩效和成员满意度［13］。Cohen 等认为，团

队效能包括团队绩效、成员态度、成员行为［14］。Hackman 认为，效能在于满足接受者要求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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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果，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团队结果的最终产出; 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任务所带

来的影响; 团队任务给团队成员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满意度，能够影响团队成员对今后工作的认

识［15］。同样，在大学生团队中，团队效能是指团队实现预定目标的实际结果以及团队任务给

团队成员带来的满足感。这里的“实际结果”即“团队绩效”，而“满足感”即“团队满意度”。

团队效能的影响因素包括团队凝聚力、团队冲突、团队创造力、领导力等［16－20］，其中领导

力是重要变量。不同类型的团队领导对团队绩效有不同的影响［18］; 转换型团队领导行为中的

动机激励、魅力领导和个别关怀三个维度对团队效能影响显著［19］; 变革型领导行为中的愿景

激励、德行垂范、个性化关怀、领导魅力四个维度对团队效能的两个指标( 团队绩效、团队满意

度) 都有显著影响［20］。大学生领导力作为一种特殊的领导力，虽然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但也

具有领导力的一般特性。大学生领导力发挥作用的目的是带领团队完成任务、实现目标，这个

“任务”和“目标”，即体现为团队效能。大学生领导力越强，越有利于实现团队效能的最大化。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 大学生领导力正向影响团队效能。
2． 大学生领导力会通过团队氛围影响团队效能

团队氛围是团队成员对团队活动情境的感知和理解［21］。根据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 Jean
Piaget) 发生认识论的观点，团队成员对团队氛围的感知和理解是由个体在团体活动中与情境

交互作用产生的。正如杜威( John Dewey) 所说，“个人生活在世界之中，就是指生活在一系列

情境之中”［22］。这里说的“情境”主要指团队成员群体之间的互动，包括领导者与团队成员的

互动和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情境对团队成员个体具有反作用———对情境产生感知和理解，

即在脑子里生成“团队氛围”。所以说，大学生团队互动的情境就是团队氛围。根据团队生态

环境型领导力理论，对大学生团队而言，团队氛围就是团队共同体的生态环境。大学生能够营

造和谐宽松、积极向上、勤奋读书的团队氛围，这体现了大学生对团队生态环境的领导能力。

大学生营造团队氛围的能力，即为大学生团队生态环境型领导力。这种领导力越强，越有利于

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 大学生领导力正向影响团队氛围。

已有研究表明，团队氛围和团队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且在团队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23］; 团

队的创新氛围、知识共享都对团队效能有影响［24］。在关于大学生团队氛围的研究中，徐艳等

认为团队氛围是工科大学生创新团队建设的关键，并从创新团队建设的现状、创新氛围对创新

绩效的重要作用、创新氛围营造的具体措施等方面探讨如何营造工科大学生团队创新氛

围［25］。邹霞研究发现，大学生团队异质性中的年级异质性、专业异质性、认知异质性都分别对

团队氛围产生正向影响; 团队氛围也分别对创新绩效和成长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团队氛围是团

队异质性影响团队绩效的中介变量［26］。这些研究发现，团队氛围和领导情境对团队效能有一

定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 大学生团队氛围正向影响团队效能。

库尔特·勒温的团体动力学理论中提到了“领导者风格”“组织氛围”“工作绩效”三个概

念［27］，本文提出的“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氛围”“团队效能”与这三个概念对应。本研究将“团

队氛围”作为大学生团队共同体的生态环境去研究，这是在勒温关于“组织氛围”研究基础上

的创新。团队氛围既是大学生领导力作用的结果，亦是影响大学生团队效能的因素。作为领

导力作用的结果，它由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而生成。由于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团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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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因而“团队生态”生成“团队氛围”。同时，从生态学上说，由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而生成的

团队氛围就是团队成员个体的生态环境。作为影响团队效能的因素，良好的团队氛围( 生态

环境) 能有效提升团队效能。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 团队氛围在大学生领导力与团队效能

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氛围、团队效能的关系模型( 见图 1) 。

图 1 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氛围、团队效能的关系模型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来自广东省大学生群体。调查对象以滚雪球抽样方式获得，问卷调查以纸质问

卷与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获得 490 份问卷。剔除其中明显不合理、填写时间过短等

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425 份，问卷有效率为 86．7%。男性被试 113 人，女性被试 312 人。调

查对象都有参加班级团队活动的经历。此外，绝大部分大学生还有参与院、校级学生团队活动

的经历。在团队规模方面，参与30 人以上规模团队的学生最多( 181 人) ，占有效问卷数的

43．5%; 规模在 11～ 30 人团队的为 108 人，占比 26．0%; 规模在 6 ～ 10 人团队的为 95 人，占比

22．8%; 参与规模在 6 人以下团队的学生人数为 32 人，占比 7．7%。

( 二) 研究工具

1． 大学生领导力问卷

采用自编《大学生领导力问卷》测量大学生领导力［9］。该问卷共五个维度 35 题: 构建愿

景5 题、战略决策 8 题、工作实践 9 题、人格影响 8 题、人际交往 5 题。问卷题干的内容是询问

大学生所在的某个团队的领导具备某种领导特质或能力的程度如何。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

法，从 1 到 5 依次为“非常弱”“比较弱”“一般水平”“比较强”“非常强”。分数越高表示大学

生领导力越强。在本研究中，五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7、0．87、0．88、0．88、0．86，

总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9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χ2 /df= 3．05，CFI= 0．87，TLI = 0．86，

SＲMＲ= 0．05，ＲMSEA= 0．07。信效度指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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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团队效能问卷

本研究将团队效能的测量维度定为团队绩效与团队满意度，以这两个维度测量大学生对

自己所处团队的团队效能的感知。其中，团队绩效维度的测量采用戢兵编制的《团队绩效问

卷》［23］，包含团队创新、任务完成、成员成长等方面共 17 题。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法，从 1 到

5 依次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不确定”“符合”“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示团队绩效越

好。团队满意度维度的测量采用 Brayfield 和 Ｒothe 编制、吴铁钧修订的团队总体满意度

( Overall Satisfaction) 问卷简化版，共 7 题［28］。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法，从 1 到 5 依次为“非

常不符合”“不符合”“不确定”“符合”“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示团队成员的满意度越高。

在本研究中，团队绩效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93，团队满意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83，团

队效能总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93。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χ2 /df= 3．32，CFI= 0．89，TLI
= 0．87，SＲMＲ= 0．06，ＲMSEA= 0．07。信效度指标良好。

3． 团队氛围量表

本研究使用戢兵编制的《团队氛围量表》测量团队氛围［23］。该量表包含六个维度 38 题:

团队目标 6 题、创新支持 5 题、任务导向 4 题、参与安全感 4 题、人际关系 7 题、沟通协调12 题。

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法，从 1 到 5 依次为“非常不符合”“较不符合”“不清楚”“较符合”“非

常符合”。分数越高表示团队氛围越好。在本研究中，六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 0．
87、0．82、0．77、0．66、0．83、0．91，团队氛围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97。除了“任务导向”

和“参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因为题目太少导致信度偏低外，其余四个维度的信度都较高。验证

性因素分析结果: χ2 /df= 2．91，CFI= 0．87，TLI = 0．86，SＲMＲ= 0．05，ＲMSEA= 0．07，效度指标良

好。

( 三)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问卷回收后，对调查问卷资料进行检查核实，根据研究目的对问卷资料进行分类。采用

SPSS 21．0 和 Lisrel 8．7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相关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

型分析法。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6 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36．5%，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

法偏差。

四、研究结果

( 一) 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效能、团队氛围的整体水平较高

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效能、团队氛围的整体性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其中平均数表明，大

学生参与团队中领导者的领导力( 3．61) 、团队效能( 3．75) 和团队氛围( 3．76) 的整体水平较高。

三者的标准差较接近，分别是 0．55、0．51 和 0．54，团队成员之间差距不大。大学生领导力五个

维度的均值比较，最高均值是“人格影响”( 3．92) 。团队效能两个维度比较，最高均值是“团队

绩效”( 3．83) 。团队氛围六个维度的均值比较，最高均值是“沟通协调”( 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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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效能、团队氛围的整体性描述统计( n= 425)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大学生领导力总分 3．61 0．55
构建愿景 3．39 0．70
战略决策 3．50 0．61
工作实践 3．57 0．60
人格影响 3．92 0．61
人际交往 3．57 0．69

团队效能总分 3．75 0．51
团队绩效 3．83 0．52
团队满意度 3．53 0．66

团队氛围总分 3．76 0．54
团队目标 3．79 0．59
创新支持 3．74 0．58
任务导向 3．61 0．68
参与安全感 3．69 0．60
人际关系 3．76 0．62
沟通协调 3．80 0．57

( 二) 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氛围、团队效能之间显著正相关

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效能、团队氛围各维度的相关系数见表 2。由表 2 可知: 团队效能的

两个维度( 团队绩效、团队满意度) 分别与大学生领导力的五个维度( 构建愿景、战略决策、工
作实践、人格影响、人际交往) 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大学生领导力的五个维度与团队氛围

的六个维度( 团队目标、创新支持、任务导向、参与安全感、人际关系、沟通协调) 存在非常显著

的正相关; 团队效能的两个维度与团队氛围的六个维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大学生

领导力、团队效能、团队氛围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为研究团队氛围在大学生领导力影响团队效

能的中介作用奠定了基础。

表 2 大学生领导力、团队效能、团队氛围的相关系数( n=425)

变量 构建愿景 战略决策 工作实践 人格影响 人际交往 团队绩效 团队满意度

团队绩效 0．55＊＊ 0．55＊＊ 0．65＊＊ 0．66＊＊ 0．64＊＊ — 0．64＊＊

团队满意度 0．49＊＊ 0．45＊＊ 0．51＊＊ 0．49＊＊ 0．56＊＊ 0．64＊＊ —
团队目标 0．50＊＊ 0．50＊＊ 0．59＊＊ 0．57＊＊ 0．57＊＊ 0．74＊＊ 0．68＊＊

创新支持 0．47＊＊ 0．47＊＊ 0．55＊＊ 0．54＊＊ 0．51＊＊ 0．70＊＊ 0．62＊＊

任务导向 0．43＊＊ 0．43＊＊ 0．52＊＊ 0．51＊＊ 0．55＊＊ 0．65＊＊ 0．64＊＊

参与安全感 0．46＊＊ 0．44＊＊ 0．52＊＊ 0．53＊＊ 0．54＊＊ 0．63＊＊ 0．61＊＊

人际关系 0．50＊＊ 0．49＊＊ 0．57＊＊ 0．54＊＊ 0．58＊＊ 0．69＊＊ 0．66＊＊

沟通协调 0．49＊＊ 0．49＊＊ 0．59＊＊ 0．59＊＊ 0．59＊＊ 0．75＊＊ 0．66＊＊

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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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团队氛围在大学生领导力与团队效能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大学生领导力与团队效能的关系模型( 见图 2) 。由图 2 可知，自

变量领导力对因变量团队效能有显著影响，其路径( 用 c 表示)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79，p＜
0．01，总效应显著。数据结果验证了假设 1。

图 2 大学生领导力与团队效能的关系模型

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团队氛围在大学生领导力与团队效能之间的关系。图 3 模

型的拟合指数为: χ2 /df = 4． 36，CFI = 0． 98，NNFI = 0． 98，NFI = 0． 98，ＲMSEA = 0． 094。除了

ＲMSEA 稍大外，其他拟合指数都达到好模型的要求。根据中介作用原理［29］，本研究的假设模

型是 c( 总效应) = c＇( 直接效应) +ab( 间接效应) ( c 指图 2 中领导力到团队效能的路径，c＇指图

3 中领导力到团队效能的路径，a 指图 3 中领导力到团队氛围的路径，b 指图 3 中团队氛围到

团队效能的路径) 。由图 3 可知，领导力到团队氛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a = 0．69，p＜0．01，达

到显著性水平; 团队氛围到团队效能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b = 0．75，p＜0．01，也达到显著性水

平。路径 a 和路径 b 的系数都显著，即中介效应显著。领导力到团队效能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 c＇= 0．29，p＜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团队氛围在领导力对团队效能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数据结果验证了假设 2、假设 3 和假设 4。

图 3 团队氛围在大学生领导力与团队效能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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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讨论

( 一) 大学生对所参与团队领导者的领导力、团队效能、团队氛围总体评价较高

学生团队是大学生主动参与的组织。在团队中，大学生通过互相协作，共同完成各项团队

目标，提高自己的能力。同时，在团队活动过程中，学会做人和处事的方法，培养了自己的人际

交往能力，因此大学生对于所参与学生团队的团队氛围和团队效能评价较高。我国学者关于

大学生团队效能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大学生团队的学习效能［28］，较少研究团队活动的效能。
因此本研究结果是大学生团队效能研究的补充。

( 二) 大学生领导力正向影响团队效能

大学生的“构建愿景”和“战略决策”能力越强，越容易建立起清晰且富有吸引力的奋斗目

标和充满信心的战略蓝图，激发团队成员的斗志，成为团队成员发奋学习的最佳外部动机，从

而形成浓厚的、自觉的团队氛围，促进团队效能。此外，“工作实践”“人际交往”“人格影响”等

维度对团队效能亦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团队中的大学生个体“工作实践”能力越强，越能让

团队成员信服，且可促进团队内积极竞争，提高团队成员的工作实践能力，在竞争中进步，形成

积极向上、实干苦干、任劳任怨的团队氛围。在团队成员工作实践能力提高的同时，团队效能

自然会提升。具有良好“人际交往”与较强“人格影响”力的大学生，在团队中更容易与其他成

员融成一片，使其他成员自动地认同其领导地位，形成团结友爱、合作互助的团队氛围，从而增

进团队效能。因此，大学生领导力对团队效能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 三) 大学生领导力正向影响团队氛围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领导力正向影响团队氛围，这一结果验证了 Anderson 和 West 的观

点。Anderson 和 West 认为，若要在团队群体水平上，使团队成员对团队外部工作环境拥有共

享的感知和氛围，至少存在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共同的目标和足够多相互依赖的任务这三个因

素［21］。显然，他们认为这三个因素是领导力的重要表现，同时又认为团队的个体间互动( 即领

导者与每位被领导者之间的互动，以及每位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 、团队目标、团队成员

的任务是影响团队氛围形成的三个因素。大学生领导力的五个维度，与这三个影响因素是密

切关联的。“构建愿景”就是“共同的目标”; “战略决策”确定“团队成员的多种任务”; “工作

实践”践行“多种任务”，并体现“团队成员的多种任务”;“人格影响”和“人际交往”表明“个体

间的相互作用”。大学生领导力越强，越有利于促进优良团队氛围的形成。大学生领导力五

个维度的整体运作，包括确立团队目标与任务，有效决策，领导者的实践与领导方式，领导者的

人格影响，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沟通、交流、合作水平等，决定了领导力对团队氛围影响力的

大小。

( 四) 团队氛围正向影响团队效能

徐艳、邹霞从不同视角去探讨大学生团队氛围对团队绩效的影响［25－26］，均得到团队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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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团队绩效的结论，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团队绩效是团队效能的一部分。团队氛围影响团

队效能。“氛围”凸显团队的气氛和情调，它对团队成员产生凝聚力，是影响团队效能的重要

因素。就某一团队而言，影响团队效能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团队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

景、团队的活动环境等; 内部环境是指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环境。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包括团

队领导与一般成员之间的互动，团队一般成员之间的互动。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团队

的氛围，同时影响着团队效能。此外，团队氛围作为一种团队动力，对团队个体成员亦有影响。

团队氛围作为团队内部情景较为稳定的特性，当团队成员对团队氛围感觉良好时，对团队满意

度也会显著提高，会更愿意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达到提高整体团队效能

的效果。

( 五) 团队氛围在大学生领导力与团队效能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团队氛围在大学生领导力对团队效能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大学生领导力，

尤其是构建愿景和战略决策，确定了整个团队的目标以及发展前景，影响了团队氛围的外部环

境。人际交往是成员间关系的基础，人际交往能力会影响成员之间相互理解与合作的意愿，是

影响团队氛围的软性条件。拥有和谐人际关系的团队在团队氛围上有明显的优势。而个人工

作实践能力与人格影响力则是领导者最能让其他成员认可的基本素质，有助于构建团队合作

氛围。良好的团队氛围能促进团队成员满意度，从而提高团队工作绩效。

由于团队氛围在领导力影响团队效能中起重要作用，为了有效发挥团队氛围的作用，需要

深入了解大学生团队氛围是如何形成的。“沟通协调”是团队氛围的其中一个维度。据本研

究问卷资料统计，在团队沟通互动方面，有 287 人( 占总人数 68．3%) 使用微信作为主要沟通互

动方式，另有 63 人( 占 15%) 采用微信及其他方式作为主要沟通互动方式。微信之所以在营

造大学生团队氛围上作为主要沟通互动方式，是因为微信具有沟通快捷方便、传输信息丰富、

沟通成本低等优点。

五、研究建议

团队氛围在大学生领导力与团队效能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要提高大学生的团队效能

需关注团队领导者领导力的培养和创设良好的团队氛围。

( 一) 加强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

大学生领导力培养的基本途径包括课程教学、团队活动、学生组织参与、社会参与等。高

校开设的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课程应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理论教学中，开设大学

生领导力通识课程，课程内容包括构建愿景与确立目标的方法、决策力的培养、执行力的培养、

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等，让大学生理解领导力; 实践教学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如学习共同体、团

队导师制、专业实习、“三下乡”活动等。与此同时，学生组织是大学生领导力培养的重要场

域。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组织活动的指导，引导大学生积极组织和参与学生组织的活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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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区要加强与高校合作，为大学生创设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包括大学生参与社区活动、

就业前培训、求职指导与创业实践等项目。大学生个人要积极主动参与学生组织和社会实践，

在团队活动中培养大学生领导力。

( 二) 创设良好的团队氛围

领导者明确团队目标，协调团队内的人际关系，以及增强团队成员的沟通协调，都有利于

团队氛围的建设。“团队目标”是指团队成员了解并认可团队目标。建立明确且得到团队成

员认可的目标，更有利于提高团队成员的积极性，集中所有资源解决问题。维持良好的人际关

系有利于减少团队成员之间的矛盾，提高团队成员在工作过程中的满意度和团队绩效，促进团

队目标的实现。“沟通协调”能调动每位组员的积极性，给团队带来活力，使成员团结合作、优
势互补，更好地完成团队的各项任务。

在大数据时代，人与人的交往已经从以往单纯的行为方式转变为行为方式与信息化手段

相结合的方式。大学生领导力已从传统的“行为领导”转变为行为与信息化手段相结合的领

导。大学生领导者要学会熟练使用微信布置团队工作，明确团队成员的任务，协调团队成员的

关系，从而促进团队氛围和提高团队效能。但是，在团队工作过程中大学生也逐渐发现了以微

信作为主要互动方式的一些弊端，如由于网络原因导致信息发送的延迟或丢失，由于个人理解

方式不同导致双方沟通过程中出现误解等。因此，也要配合运用面谈、电话、短信等多种沟通

互动方式，才能有效地营造团队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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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on
Team Effectiveness: The Mediating Ｒole of

Team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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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am ecological leadership and group dynamics，this study
utilized questionnaires on college students ＇ leadership，team effectiveness，and team atmosphere．
With a sample of 425 college students，the study employ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 SEM)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 leadership，team
atmosphere，and team effectiveness，as well as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am atmospher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and team effectivenes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exhibited high levels of leadership，team effectiveness，and team atmosph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 leadership， team effectiveness， and team
atmosphere．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positively influenced team effectiveness，and it also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eam atmosphere． Team atmosphere， in turn， positively affected team
effectiveness． Furthermore，team atmospher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
leadership and team effectiveness． To enhance team effective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it is
crucial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leadership skills and foster a positive team atmospher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team atmosphere; team effectiveness; team ecological
leadership theory; group dynamic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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