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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教练员领导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目前关于领导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领导的定义、内涵，不同情

境下领导对组织任务、绩效，以及有效的训练领导行为等方面。领导从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含义。本文

对教练员领导力、领导方式及中国式的特色领导方式文献进行梳理及解析，以期丰富领导理论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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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coach leadership. At present,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leadership focus on t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leadership, leadership’s im-
pact on organizational tasks and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s well as effective training 
of leadership behaviors. Leadership means different th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der-
ship style involves personality, style, behavior, influence, role and relationship, etc. Different lea-
dership styl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eams and organizations. Leadership style and the cha-
racteristics of excellent leaders can affect team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training level of 
sports teams.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literature on coaches’ leadership, leadership 
style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leadership style, in order to enrich and synthesize leadership theo-
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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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优秀的教练员在体育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管是以获得良好的运动表现为主要目标的高水

准的球队，以增进身心健康为宗旨的学校运动，抑或以增强体能为主要目的的大众健身，无不如此。随

着我国各项政策的颁布和执行，我国的体育竞技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对高水平的教练员的需求量也

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加强对教练员的培养。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教练员领导行为和领导力的研究已成为

提高教学管理水平的一个关键环节，国内有不少学者将国外的领导理论引进到国内，对其进行了一些初

步的探讨，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其对运动队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源头上看，教练员的

领导力来自哪里，对其对运动队发展的影响，都需要深入思考。教练是竞技运动发展的中心环节，它的

领导作用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包括引导、组织等活动。教练的领导力是指导、影响和达到运动目的的

运动过程。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对教练员的领导力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也不够

深入。本文从回顾中外教练员的发展过程入手，归纳比较各个时期的特征，并从整体上剖析了教练员领

导力的产生方式和作用机理，从而厘清目前的研究缺陷，了解我国教练员领导力的发展趋势，为更好地

理解和提高其在运动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教练员领导力概述 

运动员的身体、技术等许多方面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来自社会、自身、家庭的压

力都会影响着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可见领导运动队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教练员能够随机应

变[1]。教练员在运动训练管理的过程中，不仅应具备深厚的运动训练管理的理论知识，还需具备足够的

领导力，真正为运动员服务，创造优异的竞技成绩。 
学界对教练的领导力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对教练的领导力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丹尼尔森和泽

尔哈特等提出了一种基于领导力的领导者行为特征调查表(CBDQ) [2]。在影响因子的基础上，发现 8 项

影响最大的运动是竞争式的培训、制度建设、人际互动、社交、目标典型、组织沟通、激励认可以及每

日的行政管理。Smith 等通过观察、编码和记录教练在训练和竞赛中的表现，构建了一个基于 CBAS 的

教练行为评估体系[3]。Smoll，Smith 和 Curtis (1978)对此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调查，开发了一套认知领袖

行为评估量表(CBAS-PBS)，并在实际中加以验证[4]。菲德勒的研究表明，领导者的能力有两个重要的影

响。领导方式(任务导向和关系导向)和环境要素(领导下属关系、任务结构和职务权利)。在运动方面，丹

尼尔森(1975)在分析运动员的领导环境特性时，引入了环境因素的差异[5]。Chelladurai 和 Saleh 从竞技体

育的观点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权变理论的理论模式在体育领域中仅具有一

定的应用价值[6]。Chelladurai (1989)将费德勒权变理论、赫尔塞和布兰查德的情景理论、对教练与选手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分析，从而形成了多维度的领袖模型理论(MML) [7]。这一学说着重于体育健美

操和健美操的联系。目前，对体育领域的领导力的研究大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基于情境领导的理论，人们对其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先后推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领导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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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领袖人格(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8]、转变式的领导力(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9]；领

袖吸引力理论[10]、策略领导力(Strategic Leadership)等[11]。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均以全新的视角探讨了

领导能力，并且强调了领导与部属的互动作用。其中 Burns 的“转变领导方式理论”[12]和 Bass 的“改

革”领导理论[13]在领导力研究领域占有重要位置。 

3. 教练员领导方式概述 

领导力是指通过对个人或机构的影响和制约，从而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的过程。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初期，出现了许多以“人”为视角，特别是以领袖为视角的科学管理学的研究成果。20 世纪六十年

代产生了一些知名的领袖权力学说，菲德勒模式和通路理论对领导者权力的影响最大[14]。随着组织行为

学中大量的管理学思想的产生，迅速引起了体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在体育团体中，大部分时候，运动

员都扮演着“受领导”的作用，而作为领队的“核心”，教练就是球队的核心。在国内的职业体育队伍

中，大部分的教练都是从上级机关任命的，他们既要承担起管理团队内部的工作，又要为运动员处理与

外部的各种关系；威廉姆斯(2012)说：“有许多原因导致了球队的变化，而教练是最重要的[15]。”根据

教练在球队中的主导地位，Chelladurai (1993)对教练和运动员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多维度的领导力模型。这一学说不但总结了众多的影响因素，而且还提出了教练应当具备

的素质[16]；三种领导力的偏好和实际的表现，共同影响着运动员的运动绩效和满足程度。基于多维领导

力的研究，Chelladurai 和 Carron (1981)以原来的领导者行为调查表(LBDB)为依据，编写了《体育运动领

导行为量表(LSS)》[17]。这一量表是当前有关体育领袖行为的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但后来的数据显示，

在这份调查中，专制行为维度的信度和效度一般较低。“领导模式”是指在实施领导活动的动力转变中，

对受试者的行为产生的一种影响。从五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都从领袖的行为和风格出发，对领导力的

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Lewin、Lippitt、White 将其划分为专制型、民主型和放

任型型，其特点分别是：专横、尊重平等、无为而治[18]。李克特将领导方式划分为四大类：利用式集权

领导、慈善式集权领导、协商式民主领导、参与式民主领导这四种领导模式[19]。费德勒(1962)经过十多

年的潜移默化地探索，最终形成了一个著名的情景模型。在此模型中，不同的领导方法没有优劣之别，

应根据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个性特点和运动环境灵活地进行决策和选用[20]。 
当前，我国教练员的领导力评价量表分为三类：LSS (Chelladurai, 1981)；《运动领导行为量表(修订

版)》[21]，《教练员领导方式量表》[22]。第一类量表分五个量表，总共 40 道题目。运用利克特式 5 分

值法，由一级(从不)逐步向第五(始终)转变，这一量表在外国体育心理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地运用。第二个

量表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由马红宇修改后完成，其测验的量度和评分方法和以前一样，但题目减

少到了 30 个。第三个测验是杨勇在原测验题库的基础上修改而来，共分两个维度：“民主领导模式”和

“专制领导模式”，共 5 个问题，共 10 个问题。思维是教练在实施其领导活动时所具有的个性。相对于

领导者的表现，其总体上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更能从根本上反映出教练的领导进程。在 LSS 中，

Chelladurai 和 Carron 将领导者的行为分为 5 个层面[17]，Levin 等将其分为 3 到 4 种[18]。通过对两种分

类方法的对比，可以看出，前者的分类更具有典型和明显的特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不同的层

面来反映不同的领导风格，比如民主型、专制型、放任型等。在计量上，因其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

LSS 在国内的应用是有争议的。通过比较马红宇《运动领导行为量表》和杨勇《教练员领导方式量表》

的比较，发现前者在测试的目标、维度和题目上都更适合于青年运动员的相关调查。 

4. 中国特色的教练员家长式领导方式概述 

一系列研究表明，不同的领导方式对个人和团体的作用，以及在体育教学中如何充分利用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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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民主性，以及培养和引导，通过对政府的支持与激励，可以减少政府对体育教学的独裁，从而实现

对政府的有效引导[23] [24] [25]。已有的关于教练的 5 种不同的领导方式的综合分析，提出了教练应该采

用适当的“严厉”和“专制主义”的方式来改进其独裁的表现[26]。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正确地区别各

种领导的行为是困难的，这就导致了领导行为的研究很难有效地应用和发挥其功能。与国外相比，中国

的选手们与教练们在一起训练、比赛、生活，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和信任的需要。

体育锻炼培养出的信任是非常深刻的，教练的行为会对运动员造成一定的冲击，寻找符合中国文化和人

际关系的地方教练的领导力就变得更加紧迫，而带有东方色彩的父权领袖则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27]。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前任教练刘国梁经过调研，确认了家长式教练在体育队伍与组织业绩方面的正面影响，

并指出实施“仁爱”与“德行”是获得优秀运动员的重要因素[28]。这项调查也被其他水平的体育团队所

证实。另外，在家长式的领导力型领导下，其友善与美德的领导力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品德领袖则能

有效地提高运动员的主观能动性[29]。父权制的领导方式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与中国人民的道德和

文化习俗相适应，并将其融入到每个人的行为之中，因此，教练必须遵循“传道授业解惑”的理念，以

充分发挥教练的主导性作用[30]。 

5. 目前不足与展望 

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十分注重领导力基本原理的革新与实际应用。而国内对教练的领导力的研究相

对滞后。本文从中国和国外两种不同的领导理论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比较，得出如下结论：1) 我国教练

领导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普通的领导理论的发展与成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教练员的领导理论

发展必须沿着其发展轨迹，在指导思想下，坚持以指导思想为基本模式，紧密结合其自身的特征，寻找

更多的途径和行之有效的执教方式。2) 价值观的转换。教练员的领导力要通过对运动队的贡献来促进教

练员、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发展，促运动员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从而达到提高运动员水平和运动员水平的

目的。3) 在领导力的实施中既要注重主体和主观活动，又要注重引导，要做到互相交融、互相促进。应

该从非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待领导者的行为，并注意到他们的认识与身份在领导能力建设中的作用。4) 
要意识到，每一种领导学说都有其应用领域，具有一定的逻辑系统和内涵。领导力的学说并非是独立的，

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学说相互影响的。 
经上述研究成果的总结可发现，对于教练员领导力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对教练领导力中的各

个方面都有所涉猎，包括影响力、组织协调能力、实现目标的能力、决策能力、合理的用人能力、吸引运

动员跟随的能力、专业能力等。但是过于混乱，繁杂没有形成一定的模型，没有系统化地把各个因素清晰、

准确的展现出来。总之，在对教练的领导力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将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相结合；运用统计

学、决策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工具，对教练的领导能力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归纳和总结，构建了与之对

应的教练领导能力的相关理论。其次，对学者进行了详细而细致的实证分析，把理论运用到了实际工作中。

教练的领导能力研究是一个多层次、多学科的研究课题，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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