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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初中生自尊、自我同一性和班级环境对领导力的影响。方法：采用高中生领导力量表、自尊

量表、自我同一性危机量表、我的班级，对某市某中学以班级为单位的156人进行调查。结论：1) 初中

生领导力、自我同一性、班级环境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2) 在初中生班级环境对领导力的影响中，自

我同一性有着完全中介作用(p > 0.05)；3) 班级环境对领导力有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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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elf-esteem, self-identity and class environment on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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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156 students from a middle school in a certain city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leadership scale, self-esteem scale, self-identity crisis scale and my 
class. Conclusion: 1)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adership, 
self-identity and class environment; 2) Self-identity played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
flu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lass environment on leadership (p > 0.05); 3) Class environ-
ment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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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领导力是指领导者向追随者表达意愿并要求服从、尊重、忠诚及合作的能力(Ciulla, 2003)，打破以往

关于领导力培养的狭隘认知，领导力培养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少数领袖人物，而是扩大化到每个青年和

儿童。领导力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后天培养和教育的(李改等，2013)。研究表明，领导力起源于个

体发展早期，最早源于初高中阶段(Gardner, 1987)。 
基于青少年发展理论，青少年阶段是培养领导能力的关键时期。目前关于青少年领导力的定义有多

种，杨桂萍(杨桂萍，2009)将青少年领导力定义为处于领导地位或担任领导职位的青少年已经具备的或需

要掌握的一系列能力。此定义偏向于青少年个体视角。与此相对的视角，Edelman et al. (Edelman et al., 
2004)发现青少年的领导力应包含多项内涵，在个体领导能力的基础上，也存在领导他人，或鼓动其他人

进行相互配合从而完成目标与愿景的能力。黄国琼(黄国琼，2017)指出青少年领导力是指在人际互动中，

围绕共同愿景，引导群体达到共同目标行为的品质。而国外学者 Townsend 和 Carter (Townsend & Carter, 
1983)则从更加广泛的技能层面出发，认为青少年领导力囊括团队合作、理解自我、沟通、决策和领导等

技能。关于青少年领导力的定义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此基础上领导力教育研究也正如火如荼的进

展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自我同一性和班级环境的视角提升青少年的领导能力。相较于其他青少

年领导力评估工具，戴冕(戴冕，2016)编制的测量工具基于个体的连续性发展，适用于国内青少年的领导

力情况，更能够客观准确的测量出研究对象的领导能力，是较为理想的考察青少年领导力的工具。 
班级环境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环境之一，Fraser (Fraser, 1986)认为其来源于班级中学生在社

会、心理层面对于班级气氛的一般知觉。从社会生态论来看，班级环境与青少年生存与发展密切联系，

也是核心的微系统其一(Bronfenbrenner, 2011)。与西方的课堂结构相比，中国的班级授课制源远流长，

在此历史背景下班级逐步成为具备极大稳定性的基本构成单位。因此，班级环境是一个具有中国特点

并且具有重要心理学意义的概念(江光荣，2004)。其在青少年个人成长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

成为许多学者关注并加以研究的课题。在过往，有关班级环境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班级社会心理环境与

学科成绩，以及学习态度的相关内容上。近年来，已有学者更多的考量班级环境与其他方向的结合，

例如学生情绪和社会性发展(屈智勇，2004)。梳理以往研究发现，班级环境影响学生的行为、知识水平、

学业成就、动机、自我形象和对某一学科、班级和学校、学校和教育整体的态度个体的发展。积极的

课堂气氛提高了学生的自尊，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当课堂气氛充满竞争、敌对和不支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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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出现焦虑、不安和怀疑情绪，从而导致智力和认知抑郁(Fraser, 1994)。另一方面，在温暖和支持的

课堂上，高自尊和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屈智勇，2004)。班级环境已被证明会影响中学生的自

尊，减轻自我批评的负面影响，并影响广泛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结果(张向葵，2013)。研究还揭示了班级

环境与学生自我概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祁畅，2006)。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班级环境与各种各样的

现象相互关联，这些现象有助于个体在文化领域以及学习领域的个人发展。在个人能力的发展中，处

于青少年阶段领导力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江光荣(江光荣，2004)研究表明由于文化环境和教育体制的

不同，直接套用西方的班级环境测量工具显然是不科学的，据此编制了适用于中国中小学班级环境的

结构问卷。相较于其他班级环境的评估工具，此工具更适用于本研究对象的心理和年龄特点，使研究

者更精确的了解班级氛围和班级内人际关系的现状。便于研究班级环境和领导力之间的相关关系。综

合而言，本研究提出假设 1：班级环境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领导力。 
班级环境是如何影响个体领导力的？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中个体与环境因素相结合的多元研究，在有

关班级环境和个人能力的研究中必须考虑个体特征的作用。 
自我同一性作为个体特征的重要表征，源于 Erikson 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明确自我同一性，防止

角色混乱，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人格发展的同一性渐成理论中，自我同一性有着丰富的

涵义。简言之，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整合(Erikson, 1986)。除此，Marcia (Marcia, 1966)
认为自我同一性发展良好的个体能对自身产生正确的认知，从而顺利的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定

位；若结构发展不良，则个体更依赖外在评价来确定自己与他人异同(Marcia et al, 1993)。Erikson 认为

自我同一性是由个体的生物、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三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三个因素的变化伴随

着个体一生的发展，因此，同一性的形成和发展持续于个体的一生，但青少年期是建立自我同一性的

最关键阶段(张建人等，2010)。研究表明，初中阶段是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快速而重要时期，它可

能是个体开始强烈探寻与整合自我的第一个主要阶段(安秋玲，2007)。因此，本文选取青少年作为研究

对象，符合发展心理学中依据年龄对发展阶段作出界定中的青少年期(11~约 20 岁)。目前关于自我同一

性与领导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教师的领导力培养研究，对于初中生的研究很少。青少年

时期是自我同一性和领导力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由此可见，探讨初中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及其与领

导力的相关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综合所有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2：班级环境可通过自我同一性的

中介作用对领导力产生影响。 
综上，本研究将采用更为全面和具针对性的领导力测查工具，旨在探讨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和班级环

境对领导力的影响，构建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型，以期为一线教学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某市某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共发放问卷 312 份，回收 296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266
份，有效率为 85.3%；其中初一年级被试 144 人，初二年级被试 122 人；其中男生 122 人，女生 144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高中生领导力量表》 
对高中生领导力进行测量所选用的工具是由戴冕(戴冕，2016)编制的量表，该量表共 23 道题目，采

取五点计分，共 5 个维度，分别为“组织协调、理解尊重、时间管理、问题解决、任务执行”。该量表

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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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自尊量表》 
由 Rosenberg 于 1965 年编制，自尊量表共 10 题，采用四点计分。量表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818。 

2.2.3. 《自我同一性危机量表》 
自我同一性危机量表，由郑涌及其同事于 1998 年编制，而后学者林秀珍于 2014 年针对初中生进行

修订，修订后的题项共 30 个，采用五点计分。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866。 

2.2.4. 《我的班级》 
对班级环境进行测量所选用的工具是由江光荣(江光荣，2004)编制的《我的班级》量表，原量表共有

38 道题，采取四点计分，共包含“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秩序和纪律、竞争、学习负担”，5 个维度，

量表各维度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分别为 0.93、0.83、0.89、0.79、0.80。 

3. 研究结果 

3.1. 初中生领导力的性别与年级差异分析 

根据表 1 初中生领导力的测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2、图 1 所示： 
“组织协调”因子中男生的年级差异边缘显著(F(1,129) = 3.637, p = 0.059)，而女生的年级差异不显

著(F(1,129) = 0.628, p = 0.429 > 0.05)； 
“时间管理”与“问题解决”因子的年级差异均非常显著(p < 0.01)。 

 
Table 1. Measurement results of leadership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 ± SD) 
表 1. 初中生领导力的测量结果(M ± SD) 

因子 男 女 初一 初二 

组织协调 34.25 ± 8.31 33.56 ± 6.97 34.29 ± 8.15 33.38 ± 6.91 

理解尊重 15.84 ± 3.25 16.24 ± 3.00 16.21 ± 3.11 15.87 ± 3.13 

时间管理 10.74 ± 3.05 10.43 ± 2.73 11.19 ± 2.87 9.84 ± 2.73 

问题解决 10.30 ± 3.35 9.56 ± 2.98 10.68 ± 2.95 8.97 ± 3.18 

任务执行 10.66 ± 3.24 10.67 ± 2.96 11.03 ± 3.17 10.23 ± 2.93 

 
Table 2. Analysis of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leadership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value) 
表 2. 初中生领导力的性别与年级差异分析(F 值) 

因子 性别(A) 年级(B) A * B 

组织协调 10.66 ± 3.24 10.67 ± 2.96 11.03 ± 3.17 

理解尊重 10.66 ± 3.24 10.67 ± 2.96 11.03 ± 3.17 

时间管理 10.66 ± 3.24 10.67 ± 2.96 11.03 ± 3.17 

问题解决 10.66 ± 3.24 10.67 ± 2.96 11.03 ± 3.17 

任务执行 10.66 ± 3.24 10.67 ± 2.96 11.03 ± 3.17 

注：*p < 0.05，**p < 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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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Gender and grade intera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factor in leadership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图 1. 初中生领导力“组织协调”因子的性别与年级交互作用 

3.2.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的性别与年级差异分析 

根据表 3 的初中生自我同一性测量结果进一步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4。分析结果可以得知： 
 
Table 3. Measurement results of self identit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 ± SD) 
表 3.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的测量结果(M ± SD) 

因子 男 女 初一 初二 

时间分裂 25.38 ± 5.68 25.22 ± 4.87 26.22 ± 5.12 24.20 ± 5.21 

自我意识过强 20.59 ± 5.29 20.26 ± 4.57 21.42 ± 4.97 19.23 ± 4.57 

精力涣散 17.84 ± 3.87 17.49 ± 3.63 18.49 ± 3.93 16.66 ± 3.25 

认同扩散 26.33 ± 4.69 24.22 ± 5.25 26.38 ± 4.94 23.79 ± 4.94 

权威混乱 16.31 ± 3.19 16.46 ± 2.60 16.82 ± 2.64 15.89 ± 3.08 

定向迷失 26.41 ± 5.14 25.46 ± 5.69 26.79 ± 5.88 24.84 ± 4.71 

 
Table 4. Analysis of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self-identit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value) 
表 4.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的性别与年级差异分析(F 值) 

因子 性别(A) 年级(B) A * B 

时间分裂 0.037 5.242** 0.368 

自我意识过强 0.249 6.670** 0.150 

精力涣散 0.245 9.507** 3.842*边缘显著 p = 0.052 

认同扩散 6.576* 9.931** 0.050 

权威混乱 0.103 3.801*边缘显著 p = 0.053 1.178 

定向迷失 0.809 5.620* 6.951** 

 
“认同扩散”因子的性别差异显著(p < 0.05)，且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自我同一性各个因子的年级差异均有统计意义，初一学生的得分显著比初二学生的得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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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涣散”因子的性别与年级交互作用边缘显著(p = 0.052，见图 2)，经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初一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二男生(F(1,129) = 11.801, p = 0.001 < 0.01)。 
 

 
Figure 2. Gender and grade intera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factor in leadership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图 2.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精力涣散”因子的性别与年级交互作用 
 

“定向迷失”因子的性别与年级交互作用非常显著(p < 0.01，见图 3)，经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初一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二男生(F(1,129) = 11.631, p = 0.001 < 0.01)，而女生的年级差异不显著

(F(1,129) = 0.038, p = 0.845 > 0.05)。 
 

 
Figure 3. Gender and grade interaction of self identity “directional loss” factor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图 3.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定向迷失”因子的性别与年级交互作用 

3.3. 初中生班级环境的性别与年级差异分析 

根据表 5 初中生班级环境测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得知： 
“同学关系”因子的性别差异边缘显著(p = 0.053)，且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秩序和纪律”因子的年级差异显著(p < 0.05)，且初二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学生。 

3.4. 初中生自尊的性别与年级差异分析 

根据表 7 初中生自尊测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从表中可以得知：初中生自尊因子

性别差异、年级差异与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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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Measurement results of class environmen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 ± SD) 
表 5. 初中生班级环境的测量结果(M ± SD) 

因子 男 女 初一 初二 

师生关系 27.33 ± 5.51 27.56 ± 5.34 27.69 ± 5.28 27.16 ± 5.57 

同学关系 24.34 ± 5.97 26.15 ± 4.73 24.65 ± 5.51 26.11 ± 5.17 

秩序和纪律 20.05 ± 6.47 20.38 ± 5.87 19.10 ± 6.03 21.56 ± 6.04 

竞争 16.26 ± 6.22 14.39 ± 6.26 14.51 ± 6.25 16.11 ± 6.27 

学习负担 13.66 ± 5.15 12.10 ± 4.30 12.58 ± 5.16 13.08 ± 4.24 

师生关系 27.33 ± 5.51 27.56 ± 5.34 27.69 ± 5.28 27.16 ± 5.57 

 
Table 6. Analysis of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class environ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value) 
表 6. 初中生班级环境的性别与年级差异分析(F 值) 

因子 性别(A) 年级(B) A * B 

师生关系 0.048 0.300 0.001 

同学关系 3.809* 2.857 0.425 

秩序和纪律 0.141 5.451* 0.003 

竞争 2.708 1.925 0.158 

学习负担 3.577 0.323 0.093 

师生关系 0.048 0.300 0.001 

 
Table 7.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 esteem (M ± SD) 
表 7. 初中生自尊的测量结果(M ± SD)) 

因子 男 女 初一 初二 

自尊 19.34 ± 5.03 20.68 ± 4.90 20.21 ± 5.02 19.09 ± 4.98 

 
Table 8. Analysis of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 esteem (F-value) 
表 8. 初中生自尊的性别与年级差异分析(F 值) 

因子 性别(A) 年级(B) A * B 

自尊 2.318 0.093 0.000 

3.5. 初中生班级环境对领导力的影响：自我同一性的中介效应 

运用 AMOS 结构方程模型对初中生班级环境、领导力和自我同一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其拟合指

数如表 9、表 10、图 4 所示，该模型拟合较为理想。表明自我同一性在初中生班级环境对领导力的影响

中有着完全中介效应。 

3.6.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对自尊的影响：领导力的中介效应 

运用 AMOS 结构方程模型对初中生自我同一性、自尊和领导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其拟合指数如

表 11、表 12、图 5 所示。该模型拟合较为理想；自我同一性对领导力、自我同一性对自尊的路径标准化

回归系数均非常显著(p < 0.01)，而领导力对自尊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不显著(p > 0.05)，在初中生自我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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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自尊的影响中，领导力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见图 4。 
 

 
Figure 4. Model of the impact of self-identity on leadership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图 4.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对领导力的影响模型 

 
Table 9. Model fitting index of the impact of self-identity on leadership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9.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对领导力的影响模型拟合指数 

 CMIN/DF GFI AGFI NFI R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813 0.875 0.807 0.834 0.773 0.918 0.884 0.915 0.079 

 
Table 10.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model for the impact of self-identity on leadership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10.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对领导力的影响模型路径系数 

路径 标准化系数 C.R. p 

班级环境→自我同一性 −0.267 −2.366* 0.018 

自我同一性→领导力 0.924 3.286** 0.001 

班级环境→领导力 0.026 0.352 0.725 

 

 
Figure 5. Model of the impact of self-identity on self-esteem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图 5.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对自尊的影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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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Model fitting index of the impact of self-identity on self-esteem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表 11.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对自尊的影响模型拟合指数 

 CMIN/DF GFI AGFI NFI R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746 0.912 0.844 0.894 0.842 0.952 0.926 0.950 0.075 

 
Table 12.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model for the impact of self-identity on leadership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12.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对领导力的影响模型路径系数 

路径 标准化系数 C.R. p 

自我同一性→领导力 0.867 3.299** <0.001 

领导力→自尊 0.043 0.192 0.848 

自我同一性→自尊 −0.616 −2.836** 0.005 

4. 讨论分析 

4.1. 初中生领导力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初中生在时间管理方面年级差异非常显著，且初一年级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初二的学

生。这一现象说明初二年级的学生相较于初一年级的学生不善于做计划，或总制定难以实施的时间计划，

难以合理分配时间，不能同时进行多项任务，任务完成的实效性低。原因可能是由于初二年级的学业压

力大于初一年级，学业科目的增多、学习内容的繁杂使得他们措手不及，在合理安排各项学习任务上还

需要一段时间的转变与适应。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在问题解决方面，初二年级的学生总体得分也显著

低于初一的学生。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初二年级在初中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学生升为初

中生的新鲜快乐感已经逐渐消失，部分学生已提前感知到初三年级升学的学业压力。同时面临着青春期

个体生理、心理同时飞速发展的时期，学生情绪易受波动，在遇到意外时，难以冷静头脑并积极找寻有

效策略。生理与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使得初二年级的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容易手足无措、因为情绪而

影响问题的处理。 

4.2.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初一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学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初一

年级的学生刚刚升学，对周边一切环境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学业压力暂时在个体可承受范围之内，学

习上的压力暂时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乐观的学习态度、轻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对自身发展产生了

自己的看法和选择。相比于初一年级学生的学校和家庭环境，初二年级的学生学业负担加重，对于初三

升学的担忧感逐渐上升，个体产生了自我怀疑的状态，对未来感到迷茫，对目标、价值、信念的选择逐

渐产生了自我怀疑。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认同扩散”方面性别差异显著，且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

生。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处于青春期的男生对于自我定位的相关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的思

维重心除学习外更多的投入到娱乐方面，对自己缺乏清晰的认识，对自身的同一性问题缺乏关注和兴趣。

在“精力涣散”方面，初一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年级。这可能与不同学业阶段的心理状态相关，处

于初一年级的男生刚刚升入初中不久，对周遭事物的新鲜感还在发酵，使得他们难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某

一件事情上，容易分心。在“定向迷失”中，初一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年级。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刚

刚升入中学，初一学生大部分处于适应阶段，对于具体感兴趣的事物或未来的发展定位大多处于迷茫、

探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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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初中生班级环境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初中女生“同学关系”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其原因可能是女生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程度

更高，更倾向于表达出对同学的关注、关心，更易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极大的提升了女生之间团结、

互助的程度。除此，“秩序和纪律”年级差异显著，且初二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学生。初二年级的

学生性情更加稳定，对于权威和秩序的服从产生了自主、自动性，这使得初二年级的课堂活动更加有序，

班级纪律更加有效。 

4.4. 班级环境对领导力的正向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班级环境能够显著预测初中生的领导力。其中，在班级环境的性别和年级差异的研究

上，本研究发现“同学关系”因子的性别差异边缘显著，且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秩序和纪律”

因子的年级差异显著，且初二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学生。江光荣(江光荣，2004)所编制的量表《我的

班级》中对“同学关系”维度解释为：“同学之间关心、互助、团结的程度。”班级是由教师和学生组

成的微环境，女性在群体中更容易彼此产生依赖、倾向于结伴而行，这有助于她们在环境中获得安全感

与归属感。此外，“秩序与纪律”因子解释为：“课堂活动的有序性，班级纪律的有效性。”本研究发

现，初二学生的课堂活动、班级纪律的有序性、有效性明显高于初一学生。究其原因，青少年时期是个

体身心发展的快速时期。初二年级的学生相对于初一年级的学生具有更强的自控力、道德感，这促使他

们更加服从于规则。此外，班级环境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领导力。中学生感知到的班级越有秩序，

凝聚力越强，越有可能受到班级环境的正向影响从而提升自己的领导力。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有秩

序和规则的班级环境可以提升学生的领导力。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创立了生态系统理论，他强调个体发展是一个嵌套在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

境体系之中，每个人都会与其他的系统和个人产生互动，会对个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班级环境是重

要的微系统之一，是最里层的系统，是能够直接影响个体能力发展的活动与交流环境。而与此相同对个体

产生直接作用的微系统环境为家庭环境，积极的家庭环境有利于个体领导力的发展，而不平衡型、抗拒分

裂型的家庭环境对个体领导力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而班级环境则是发展阶段中承接于家庭环

境之后个体所较早接触到的环境氛围，相对于家庭环境，班级环境由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完善的教育制

度所组成，具有积极且相对稳定性。良好的班级环境、健全的班级功能、和谐的班级氛围、独特的班级文

化能给个体更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于此，可以认为班级环境对个体领导力的发展起正向预测作用。 

4.5. 自我同一性在初中生班级环境和领导力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 

领导力是学生学习和个人发展中的一种关键能力，它与外部环境不产生直接的相关关系，而与个体

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究其原因在于：一个温暖、有纪律的班级氛围可以促进学生的自我整合，使

学生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之处以及与其他个体的相似性，从而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并在个体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培养自己的领导力。消极、动荡不安的班级环境会对

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从而抑制其领导力的发展。 

4.6. 教育建议 

构建积极的班级环境，提升学生的自我同一性以培养领导力。教师要重视班级环境在学生成长中的

支撑与保护功能。带着问题意识投入到工作之中，善于发现班级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干预和

整治。除此之外，建议领导班集体成员构建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班级文化，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员们

更加具有凝聚力，积极应对自身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培养更加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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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人生职业规划专题讲座。青春期是个体生命发展的关键阶段，是生理和心理同时迅速变化

和发展显著的时期。这种快速的改变，会让青少年产生烦恼、自卑、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并导致不良

的行为。在这个时期中，个体从儿童向成人发展是遵循生物性规律的，但是这其中面临的成长问题是无

法预判的。青春期是一个叛逆的时期，在生理、心理逐步发展并趋于成熟的过程中，个体往往对人生产

生消极的抗拒情绪。这些逆反的趋势，会导致青少年对父母、学校、社会生活的其他要求、规范产生抵

触情绪，进而导致社会适应不良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教育工作者应适时、及时开展相关的心理健康

专题讲座，特别是针对人生观的指引，以助于受教育者平稳、健康的度过此关键时期。 
进行专门培训，增强青少年的领导意识，提升领导技能。教育工作者应该面向全体学生，通过班会、

队会、团会、专题讲座、讨论、演讲等形式，以培养学生的领导力为教育目标，按主题进行训练，以培

养青少年的领导技能。也可以把“中小学生领导能力培养系列”丛书推荐给每一位学生，通过阅读增加

以间接经验，以提升学生的领导力水平。 

4.7. 不足和研究展望 

本研究仅选取 266 名初中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后续的研究应

进一步扩展样本范围和增加样本容量，以达到更好的生态效应。本文采用了以学生为主要视角的量化分

析方法，并在未来的研究中对班级环境、家长、教师等多方面进行评价，以达到更客观的结果。 

5. 研究结论 

1) 初中生领导力、自我同一性、班级环境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 
① 初中生“时间管理、问题解决”能力年级差异显著，且初一年级显著高于初二年级。 
② 自我同一性各个因子年级差异均有统计意义，且均为初一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年级。 
③ “认同扩散”性别差异显著，且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④ “精力涣散、定向迷失”因子的性别与年级交互作用非常显著，且初一年级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

初二年级男生的得分。 
⑤ 初中女生的“同学关系”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⑥ 初二年级学生的“秩序与纪律”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年级学生。 
2) 班级环境对领导力有正向预测作用。 
3) 初中生自我同一性在班级环境和领导力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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