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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情感温暖和青少年领导力的关系：基本心理

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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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领导力内隐认知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分别探讨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领导力的作用及其内

在机制。方法：采用父母情感温暖问卷、基本心理需 求 满 足 量 表 和 中 学 生 领 导 力 问 卷 等 对 云 南 地 区 某 中 学５４６名

高中生展开研究。结果：①父亲（ｒ＝０．３６，Ｐ＜０．０１）、母亲（ｒ＝０．３４，Ｐ＜０．０１）情感温暖与青少年领导力均显著正相

关；②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亲、母亲情感温暖对青少年领导力的直接效应均显著，效应值分别为０．２４和０．２３，胜任

需求满足在父亲、母亲情感温暖和青少年领导力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０．０８和０．０７。结论：父母情感

温暖不仅和青少年领导力密切相关，还可以通过满足青少年的胜任需求，从而促进青少年领导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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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力是指能影响他人行为并使他人愿意为实

现群体目标而共同努力的能力，它不仅能促进个体

适应社会发展，还能影响个体未来领导能力的形成

与发展［１］。领导力往往需要后天的培养和塑 造，而

青少年期是领导力发展的最佳时机和关键阶段［１－２］。
青少年领导力是个体终身发展的潜能优势，对个人

成长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２］。因此，探讨 青 少

年领导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发展青少年

领导力具有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根据生态系统理

论，家庭不仅是个体健康成长的重要外部资源，也是

影响青少年成长最直接的微观系统，尤其父母对青

少年的影响是贯穿其终生发展的［３－４］。以 往 研 究 从

家庭特征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５］等视角出发，探索

其对青少年领导力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较少探讨父

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领导力的形成和促进作用。父

母教养方式的不同会使青少年的认知、行为和情感

发展存在差异，积极的教养方式表现为父母对子女

的温暖和接纳，有助于青少年发展合作、组织和决策

等领导力核心素养［６－７］，相比消极教养 方 式，积 极 教

养方式是青少年领导力健康发展的保护性因素［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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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基于积极教养方式探讨父母情感温暖

和青少年领导力的关系和内在机制，丰富父母教养

方式影响青少年领导力的相关研究。另外，本研究

将从父母双方各自的教养方式出发探索父亲、母亲

情感温暖对领导力的影响，以期为青少年领导力的

精准干预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

　　父母情感温暖是指父母为孩子营造支持性、反

应性和一致性的家庭氛围，并能够及时关注并回应

子女的 需 求，是 积 极 教 养 方 式 的 重 要 表 现 形 式 之

一［８］。父母情 感 温 暖 不 仅 能 提 升 青 少 年 的 心 理 弹

性［９］、感戴水平［１０］等 积 极 品 格，还 能 促 进 青 少 年 领

导潜能的积 极 发 展［５，１１］。最 近 研 究 表 明，父 母 情 感

温暖的教养方式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练习沟通

技巧、压力管理技巧，从而提升青少年领导力［５］。根

据领导力内隐认知理论，父母教养方式是青少年内

隐领导原型的根源，父母通过与青少年的互动为其

提供最初的领导力认知和经验，从而影响青少年内

隐领导的形成，青少年领导力一定程度上是父母教

养方式的投射［１１－１２］。也就是说，在积极的父母教养

方式下，青少年能够培养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也更

容易发展出合作、沟通和决策等领导能力。基于此，
本研 究 提 出 研 究 假 设 Ｈ１：父 母 情 感 温 暖 与 青 少 年

领导力呈正相关，即父亲、母亲情感温暖程度越高，
青少年领导力越强。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心理需求是个体生命成长、
完善和健全的基础，只有当外部环境能够满足基本

心理需求时，个体才能激发优势潜能，获得积极健康

发展［１３］。也就是说，如果青少年所处的家庭环境能

够满足其基本心理需求，那么在父母情感温暖间接

作用青少年领导力的过程中，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可

能是重要的内在机制变量。基本心理需求满足有３
个维度，自主需求满足指个体对生活有充分的主动

权，满足其独立决定和执行的自主需求；胜任需求满

足指个体通过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满足其胜任某

项活动的需求；关系需求满足指个体感受到他人的

关爱和理解，从而满足其归属需求［１４］。已有研究表

明，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提高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

满足［１５］。于凤杰 等 发 现 父 母 情 感 温 暖 能 够 满 足 子

女的自主需求，促进其自主决策能力［１６］。艾义晓通

过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干预发现，积极教养方式可以

提高孩子的 执 行 能 力，满 足 其 胜 任 需 求［１７］。温 暖、
接纳型父母与青少年之间呈现温馨和谐的关系，满

足关系需求［１８］。也就是说，父母情感温暖能够促进

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基本心理需求在特定环

境中得到满足时，个体更有可能提高内在行为动机，
从而使 其 发 展 能 力 素 质［１３］。Ｈｅｎｎｅｂｅｒｇｅｒ等 表 明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是青少年自尊的潜在保护因子，
可以减少 其 自 尊 受 挫［１９］，Ｂｅａｎ等 通 过 半 结 构 式 访

谈发 现 基 本 心 理 需 求 满 足 能 够 提 高 青 少 年 领 导

力［２０］。不仅如此，良好的支持性环境能够通过基本

心理需求满 足 进 而 促 进 个 体 的 良 好 发 展［１８］。也 就

是说，父母情感温暖为青少年提供了良好的支持性

资源，满足其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进而

能够提升青少年领导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

假设 Ｈ２：

　　Ｈ２ａ：父亲、母亲对青少年的自主需求满足在父

母情感温暖和青少年领导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Ｈ２ｂ：父亲、母亲对青少年的关系需求满足在父

母情感温暖和青少年领导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Ｈ２ｃ：父亲、母亲对青少年的胜任需求满足在父

母情感温暖和青少年领导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领导

力内隐认知理论分别探讨父亲、母亲情感温暖和青

少年领导力之间的关系，根据自我决定理论探讨基

本心理需求满足在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

框架如图１所示。本研究从积极教养方式出发，关

注父母双方各自对青少年积极发展潜能和性格优势

的影响，为大力发展青少年领导力提供实证依据和

思路启示。

图１　研究假设模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对云南省某一中学的高

一年级学生进行统一施测，现场共回收问卷５８２份，
回收率１００％。回收后，研究者对问卷进行筛查，将

不通过测谎题目、答案一致等样本视为无效问卷，最
后回收 有 效 问 卷５４６份（９３．８％）。其 中，男 生２３８
名（４３．４９％），女生３０８名（５６．４１％）；非独生子女共

４７３名（８６．６３％）；担任过班干部２６９名（４９．２７％）。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父母情感温暖问卷　采 用 蒋 奖 等 人［２１］基 于

Ａｒｒｉｎｄｅｌｌ等人［２２］修订 的 简 式 父 母 教 养 方 式 问 卷 中

的情感温暖子维度，该问卷共有７个题目，每个题目

分为父亲、母 亲 两 部 分。采 用４点 计 分，从“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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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到“４＝总是”，均值得分越高，说明父母的教养方

式越积极，青少年获得的情感温暖越多。父亲、母亲

情感温暖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均为０．８３。

１．２．２　中学生领导力问卷　采用李改［２］基于Ｃａｒｔｅｒ
等人［２３］修订的中 学 生 领 导 力 问 卷，该 问 卷 有３８个

题目，６个维度：自信心、智力、价值观、沟通技能、合

作技能、决策技能。采用５点计分，从“１＝非常不符

合”到“５＝非常符合”，均值得分越高，说明中学生的

领导力越强。该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３。

１．２．３　基本 心 理 需 求 满 足 问 卷　本 研 究 采 用 的 是

Ｌａ　Ｇｕａｒｄｉａ等人［２４］编制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问卷，
在国内研 究 中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效 度［２５］。该 问 卷 有９
个题目，包含自主需求满足、胜任需求满足和关系需

求满足。采用７点计分，从“１＝非常不同意”到“７＝
非常同意”，个体报告父亲、母亲对其基本心理需求

满足的程度，平均分越高，说明个体感知到其需求越

多地被父母满足。个体感知到父亲、母亲对其自主

需求满 足 问 卷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 分 别 为０．７４、

０．７１，胜任需求满足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别

为０．５９、０．６０，关系需求满足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分别为０．７４、０．７４。

１．２．４　控 制 变 量　本 研 究 将 性 别、一 年 内 健 康 状

况、父母关系、兄弟姐妹数量、出生顺序、担任班干部

年限等作为控制变量。以往研究发现这些变量是影

响 青 少 年 领 导 力、基 本 心 理 需 求 满 足 的 重 要 因

素［１５，２６］，后续模型检验中对上述变量进行了控制。

１．３　统计处理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　２４．０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 和 描 述 性 统 计，采 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插 件 中 的

Ｍｏｄｅｌ　４检验基 本 心 理 需 求 满 足 在 父 亲、母 亲 情 感

温暖和青少年领导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２　结　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 采 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 因 素 检 验 法［２７］对 共 同

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１因子

有１７个，第 一 个 因 子 解 释 变 异 量 为２２．０５％，小 于

４０％，说明不存在明显共同方法偏差。

２．２　描述性统计

　　研究采用ＳＰＳＳ　２４．０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

析，见表１。父亲、母亲的情感温暖分别与青少年领

导力呈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１。父亲、母亲

的情感温暖与其对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自主

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均显著正相关，且父、母

对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３个维度均与青少年

领导力显著正相关。

表１　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ｒ）

变　量 �ｘ±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性　别 －
２一 年 内 健 康 状 况 ３．９１±０．９３ －０．０７
３父 母 关 系 ４．２７±０．９３ －０．０１　 ０．２１＊＊

４兄 弟 姐 妹 数 量 １．９１±０．４５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２
５出 生 顺 序 １．３６±０．５１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２＊＊

６担 任 班 干 部 年 限 １．２２±１０．８６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１
７父 亲 情 感 温 暖 ２．８４±０．６６　 ０．０６　 ０．１９＊＊ ０．４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３＊＊

８母 亲 情 感 温 暖 ２．９２±０．６４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３６＊＊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８６＊＊

９父 亲 对 青 少 年 的 自

主 需 求 满 足
５．２１±１０．４２　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３９＊＊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６６＊＊ ０．５４＊＊

１０ 父 亲 对 青 少 年 的

胜 任 需 求 满 足
４．３９±１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５７＊＊

１１ 父 亲 对 青 少 年 的

关 系 需 求 满 足
５．３０±１０．４１　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４８＊＊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６８＊＊ ０．５６＊＊ ０．７６＊＊ ０．５０＊＊

１２ 母 亲 对 青 少 年 的

自 主 需 求 满 足
５．４２±１０．３０　０．１４＊＊ ０．２０＊＊ ０．３４＊＊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５９＊＊ ０．５９＊＊ ０．８６＊＊ ０．５１＊＊ ０．６５＊＊

１３ 母 亲 对 青 少 年 的

胜 任 需 求 满 足
４．５３±１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４９＊＊ ０．９０＊＊ ０．４１＊＊ ０．５３＊＊

１４ 母 亲 对 青 少 年 的

关 系 需 求 满 足
５．５６±１０．２９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４３＊＊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６３＊＊ ０．６６＊＊ ０．６８＊＊ ０．４７＊＊ ０．８３＊＊ ０．７３＊＊ ０．４８＊＊

１５青 少 年 领 导 力 ３．５０±０．４７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０９＊０．１８＊＊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２＊＊ ０．２４＊＊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性别：１＝男，２＝女；一 年 身 体 的 健 康 状 况：１＝很 不 健 康，２

＝比较不健康，３＝一般，４＝比较健康，５＝很健康；父母关系：１＝不好，２＝较差，３＝一般，４＝较好，５＝很好；兄弟姐妹数量：１

＝１个，２＝２个，３＝３个，４＝３个以上；出生顺序：１＝第一个出生，２＝第二个出生，３＝第三个出生；担任班干部年限：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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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人口学变量与青少年领导力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青少年一年内健康状况、父母关

系、担任干部年限与青少年领导力呈显著正相关，见
表１。方差分 析 结 果 表 明，青 少 年 领 导 力 在 性 别 和

是否独生子女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青少年领

导力在出生顺序方面呈现边缘显著差异（Ｆ＝２．４７，

Ｐ＝０．０９，χ２＝０．０１），事后比较显示，第一个出生子

女的青少年领导力显著高于第二个出生子女的青少

年领导力（Ｍ１－Ｍ２＝０．０９，Ｐ＜０．０５）。

２．４　青少年领导力对父母情感温暖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　２４．０检验父母情感温暖对青

少年领导力 的 影 响，以 父 亲、母 亲 情 感 温 暖 为 自 变

量，以青少年领导力为因变量，加入控制变量后，结

果发现，父亲（β＝０．２７，Ｐ＜０．００１）、母亲（β＝０．２６，Ｐ
＜０．００１）情感 温 暖 均 正 向 预 测 青 少 年 领 导 力，验 证

假设１。
表２　父亲对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效应

变　量
父亲对青少年的

自主需求满足

父亲对青少年的

胜任需求满足

父亲对青少年的

关系需求满足
青少年领导力

性　别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３
一年内健康状况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１１＊＊

父母关系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１２＊＊

兄弟姐妹数量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出生顺序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８＊

担任班干部年限 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４＊＊＊

父亲情感温暖 ０．６０＊＊＊ ０．４３＊＊＊ ０．５７＊＊＊ ０．２４＊＊＊

父亲对青少年的自主需求满足 －０．０６
父亲对青少年的胜任需求满足 ０．１９＊＊＊

父亲对青少年的关系需求满足 －０．０４
Ｒ２ ０．４６＊＊＊ ０．２９＊＊＊ ０．５１＊＊＊ ０．２１＊＊＊

表３　母亲对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效应

变　量
母亲对青少年的

自主需求满足

母亲对青少年的

胜任需求满足

母亲对青少年的

关系需求满足
青少年领导力

性　别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５
一年内健康状况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１１＊＊

父母关系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１２＊＊

兄弟姐妹数量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２
出生顺序 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８＊

担任班干部年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１３＊＊

母亲情感温暖 ０．５１＊＊＊ ０．３８＊＊＊ ０．５５＊＊＊ ０．２３＊＊＊

母亲对青少年的自主需求满足 ０．００
母亲对青少年的胜任需求满足 ０．１７＊＊＊

母亲对青少年的关系需求满足 －０．０７
Ｒ２ ０．３９＊＊＊ ０．２３＊＊＊ ０．４８＊＊＊ ０．２１＊＊＊

图２　父亲对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２．５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以父亲情感温暖为自变量，以基本心理需

求满足为中介变量，以青少年领导力为因变量，加入

控制变量后，采 用ＰＲＯＣＥＳＳ插 件 中 Ｍｏｄｅｌ　４验 证

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父亲情感温暖正向预测父亲

对青少年的自主需求满足（β＝０．６０，Ｐ＜０．００１）、胜

任需求满足（β＝０．４３，Ｐ＜０．００１）和关系需求满足（β
＝０．５７，Ｐ＜０．００１），父亲对青少年的胜任需求满足

正向预测青少年领导力（β＝０．１９，Ｐ＜０．００１），而自

主需求满足和关系需求满足对青少年领导力的预测

作用不显著，见 表２和 图２。进 一 步 采 用 偏 差 校 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发现，中介效应值

是０．０８，９５％ＣＩ＝［０．０３，０．１３］，验证假设Ｈ２ｂ，不支

持假设 Ｈ２ａ和 Ｈ２ｃ，父亲对青少年的胜任需求满足

部分中介父亲情感温暖和青少年领导力间的关系。

　　其次，以母亲情感温暖为自变量，结果表明，母

亲情感温暖正向预测母亲对青少年自主需求满足（β
＝０．５１，Ｐ＜０．００１）、胜 任 需 求 满 足（β＝０．３８，Ｐ＜
０．００１）和关系需 求 满 足（β＝０．５５，Ｐ＜０．００１），母 亲

对青少年的胜任需求满足正向预测青少年领导力（β
＝０．１７，Ｐ＜０．００１），自主需求满足和关系需求满足

未能显著预测 青 少 年 领 导 力，见 表３和 图３。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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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采用偏差校正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

发现，中介效应值是０．０７，９５％ＣＩ＝［０．０２，０．１１］，验
证假设 Ｈ２ｂ，不支持假设 Ｈ２ａ和 Ｈ２ｃ，母 亲 对 青 少

年的胜任需求满足部分中介母亲情感温暖和青少年

领导力之间的关系。

图３　母亲对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３　讨　论

３．１　人口学变量与青少年领导力之间的关系

　　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发现，青少年领导力与其

人口学变量密切相关，青少年身体越健康、父母关系

越好、担任干部年限越长、出生顺序越靠前，往往拥

有更高水平的青少年领导力。首先，健康的身体为

青少年积极发展领导力提供重要基础，充沛精力和

强健体魄更能促进青少年领导的提升。其次，融洽

的家庭环境是发展青少年领导力的首要资源，和谐

亲子关系更能促进领导力的发展［２８］。此外，学校是

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另一重要外部资源，班干部经历

不仅可以直接培养青少年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还

会通过促进 学 校 认 同，进 而 影 响 青 少 年 领 导 力［２６］。
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发现第一个出生子女的青少年

领导水平高于第二个出生子女。这可能是因为子女

中的“老大”会承担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并在日常

生活中扮演子代“领导者”的角色，潜移默化中提升

了青少年领导力。

３．２　父母情感温暖和青少年领导力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均正向预测青少年

领导力，父母积极教养方式能够促进青少年领导力，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５］。该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

验证领导力内隐认知理论，该理论强调青少年通过

模 仿 父 母 的 行 为 和 态 度 形 成 自 身 内 隐 领 导 原

型［１１－１２］。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为青少年打造积

极和谐的家庭环境，父母言传身教在青少年领导力

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示范榜样作用，有助于青少年获

取领导力相关知识、经验和技能。此外，从领导力发

展理论视角来解释两者的关系，个体的领导力在持

续发展，青少年拥有某种程度的领导力最早在家庭

环境中呈现［２９－３０］。在温暖支持的家庭环境下，青少

年面对管理、压力和决策有试错的机会，通过与父母

的互动交流能够最大程度激发内在领导潜能，培养

领导态度和意志［６］。因此，在发展青少年领导 力 的

过程中要重视家庭的作用，尽量采用积极教养方式，
致力于塑造充满关怀和温暖的家庭环境，让青少年

在父母情感温暖的引导下提高其领导力水平。

３．３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的情感温暖都只通过胜任

需求满足进而促进青少年领导力，揭示胜任需求满

足在父母教 养 方 式 和 青 少 年 领 导 力 之 间 的 重 要 作

用，拓展自我决定理论在青少年发展和领导力培养

等领域的应用。父母情感温暖不仅为青少年提供理

解和支持，还能培养其努力实现目标的内在动力和

自我效能感，从而满足胜任需求，而胜任需求的满足

反映青少年内在自信和自尊水平，有助于领导力的

积极发展。有研究表明基本心理需求满足与自我效

能感密切相关［３１－３２］，其中胜任需求满足强调个体完

成任务的信心和能力，是提升自我效能感的积极因

素，而自信和自我效能感是青少年领导力的影响因

素和核心动 力［３３］。父 母 情 感 温 暖 的 教 养 方 式 让 青

少年感受到支持和认同，满足其胜任需求，促进青少

年领导力水平不断提升。自主需求满足和关系需求

满足未能中介父母情感温暖和青少年领导力之间的

关系。虽然父母情感温暖能够同时满足青少年的自

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但是相比于胜任需求

满足，父母情感温暖不能通过自主需求满足和关系

需求满足进而促进青少年领导力的提升。因此，父

母情感温暖主要通过满足胜任需求进而增强青少年

领导力水平。

３．４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聚焦于积极教养方式，探讨父母情感温

暖对青少年领导力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和理论层面

具有指导意义。首先，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领导

力的积极影响提醒关注积极教养方式，为青少年营

造理解支持的家庭环境。胜任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提示青少年领导力的发展离不开胜任能力、自尊自

信等核心素质的培养。其次，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

年领导力的积极影响丰富领导力内隐认知理论，解

释了青少年领导力受到父母影响的理论逻辑。从自

我决定理论发现胜任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丰富父

母情感温暖影响青少年领导力的内在机制研究。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设

计，不能推导因果关系，未来可通过纵向研究揭示因

果关系及作用机制。其次，样本取样具有局限性，未
来研究可以丰富样本群体和生态范围，将研究结果

进行推广。此外，本研究重点关注父母情感温暖，未
来研究可将多种积极教养方式进行对比，探索提升

青少年领导力的最优解。

·５４４１·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２４年第３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４，Ｖｏｌ　３２，Ｎｏ．１０　



　　总之，父母情感温暖显著影响青少年领导力，即
父母情感温 暖 程 度 越 高，青 少 年 领 导 力 水 平 越 高。
胜任需求满足部分中介了父母情感温暖和青少年领

导力之间的关系，父母情感温暖通过满足青少年胜

任需求进而促进青少年领导力积极发展。未来研究

者和教育家需要关注家庭和父母双方在培养青少年

领导力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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