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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领导力理论与实践的中外历史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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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布式领导力是一种强调领导与追随者之间情景交互的领导管理模式，备受西方教育界学者推崇。

其理论实践已广泛应用在英美澳等西方国家中小学。同时，在高校情境下所开展的分布式领导力研究的数量也呈

现日益增长趋势。然而，分布式领导力在中国教育情境下的实证研究仍相对稀缺，现有文献较易产生西方理论照

搬翻译和片面化解读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系统回顾其理论实践在中外情境下发展脉络的必要性。本文对分布

式领导力理论溯源和历史嬗变进行梳理总结，阐述其在非西方情境下的理论实践表现，为未来相关研究厘清理论

体系，对我国教育领导力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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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s a leadership model that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aders and followers, 
and has been proposed by Western educators for decades.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Wester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Likewise, the number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studie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context has been increasing.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n Chinese contexts, an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more likely to interpret the theory through literal translation. This paper summarises the historical transmu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n Western and non-Western contexts, so that a more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elevant 
research can be cla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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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化大背景下，传统层级式领导力（hierarchical 
leadership）的地位正被逐渐削弱。为了使专业技术人

员共同为组织机构的发展做出贡献，新的领导管理模

式需要更加灵活和高效，并能够实现“多数”而非“少数”。
西方学者借此提出一种以重视组织机构内部权力分享

为 特 点 的 新 型 领 导 力 模 式 —— 分 布 式 领 导 力

（distributed leadership）。由于分布式领导力理念与新

时代高效领导理念相契合，分布式领导力开始备受西

方教育界推崇，逐步在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开始替代

传统领导力模式，其流行的迅猛势头使其被冠名为“21
世纪最受偏爱的领导管理模式” [1]:543。 

然而，分布式领导力在我国教育情境下的实证研

究仍相对缺乏，多数文献容易产生西方理论照搬翻译

和片面化解读的问题，掩盖了理解分布式领导力西方

理论溯源和现今中外发展进程的重要性。鉴于此，笔者

基于国内外核心数据库对以 “分布式领导力 ”和
“distributed leadership/leadership distribution”为关键词

的现有文献进行检索筛选，并对截止至 2023 年 1 月的

已发表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对分布式领导力理论

进行辨析，对其溯源和历史嬗变进行分析，并对西方现

有分布式领导力实证研究进行分类总结，从而助力于

揭示分布式领导力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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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布式领导力理论辨析 
斯皮兰（Spillane）阐述的分布式领导力三要素，

即领导者、追随者（非正式领导者）与情境，构成了分

布式领导力的基本理论框架[2]。领导者的作用是为分布

式领导力的产生与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鼓励追随者

参与领导管理事务。广泛参与是分布式领导力实践的

重要特点，即追随者中具备组织领导潜能和专业技术

知识的人员秉持着参与领导管理工作的热情，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决策与其他领导实践中。然而，对领导与追

随者的关注仅是分布式领导力理论的冰山一角，重视

实践才是分布式领导力最重要的特点。分布式领导力

将关注重点从领导的行为与领导职务替换为领导实践

中不同情景的交流。 
尽管分布式领导力理论日益完善，但西方学者对

分布式领导力的定义仍未达成广泛共识。对分布式领

导力进行定义的困难性源自于在此种领导管理模式中，

领导力被视为一种实际活动而非特定角色。最初分布

式领导力被认为是一种探究领导力运作模式的方式，

并非一种可实际运用的领导手段。分布式领导力还被

视为不同垂直领导模式和水平领导模式的杂合体

（hybridity）。而欧洲校长协会（European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则认为分布式领导力是一种跨越正式领导

活动和决策的领导力模式[3]。它主要体现为合作、分享

知识和技能、主动性、责任感和使命感，并被认为是一

种使每人都能具有积极主动性、敢于分享新想法、实现

自我发展的环境。由于既往理论定义的混乱，伍兹

（Woods）和罗伯特（Robert）试图将分布式领导力在

定义层面进行全面总结[4]。他们将分布式领导力视为: 
（1） 不仅是单一领导或领导小组行动，而是来自组织

内部和层级间不间断地交流的领导力模式；（2） 认可

组织内部与不同层级之间对于领导与管理贡献的领导

力模式；（3）可以为提高组织效率而实施与部署的一

种评价领导力模式的方式；（4）领导与管理力量可跨

越正式领导者，使得不同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为组织

运作、发展和创新带来优良影响的分布式领导组织结

构；（5） 促进灵活与合作式的工作关系并打破传统的

层级关系与界限的领导力模式; （6） 倾向于增进同一

层级与多层级之间相互交流的领导力模式。 
分布式领导力理论容易与分享式领导力（shared 

leadership）、协作式领导力（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民主式领导力（democratic leadership）和教师领导力

（teacher leadership）等其他领导管理模式相混淆。分

布式领导力和分享式领导力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强调

组织内部的运作关系。然而，由于分布式领导力重视领

导实践的特性，分布式领导力可被视为更广泛意义上

的分享式领导力。分享式领导力通常在相对更微观的

层面被提及，强调许多个体在同一层面所组成的整体，

而分布式领导力更多强调的是宏观背景下领导力模式

在不同层面的实际运作过程。和分布式领导力相比，协

作式领导力涉及的范围更广泛。分布式领导力主要探

究组织内部领导关系与实践，而协作式领导力模式既

关注组织内部运作，还将关注点延伸到组织之外，探究

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民主式领导力比分布式领导

力涉及更多哲学问题和公民社会权利问题。分布式领

导力实践只需以实现组织结构发展为目标，因此分布

式领导力既可促进也可抑制民主的价值观；而民主式

领导力对于民主、权力、社会公平性方面存在更多社会

所赋予的规范性考量和界定。分布式领导力重视成员

间的交流，鼓励员工作为非正式领导参与决策，其研究

对象为组织内部不同层级成员之间的交流与领导实践；

而教师领导力因直接赋予教师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

研究对象仅局限于承担领导工作的教师，其仅强调领

导职位的特性与分布式领导力相反。尽管以上领导力

模式彼此存在不同，但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重视组

织内部其他成员的能力，强调领导力并不仅仅掌握在

一个人手中。 
2 分布式领导力理论溯源和历史嬗变 
分布式领导力一词最早于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在

组织学与社会心理学领域。澳洲心理学家基布（Gibb）
在测量群体动态运作模式的过程中，尝试将分布式领

导力与集中式领导力（focus leadership）进行区分，因

而创造分布式领导力（distributed leadership）一词，并

因此被誉为领导力与组织交流相结合的先驱者。基布

指出，集中式领导力强调某个个体的实际行为，而分布

式领导力指领导力在集体活动中的分散[5]。20 世纪 60
年代，基布的研究方向开始从集中式领导力向分布式

领导力转变。但当时对于分布式领导力的阐释仍与现

今分布式领导力有所不同，其概念更接近于教师领导

力（ teacher leadership）与共享式领导力（ shared 
leadership）。20 世纪 70 年代，分布式领导力理论开始

在西方领导学理论中被广泛提起；西方领导学理论研

究的侧重点开始从探究传统的层级式组织管理模式转

变为探究不同领导模式及其与实际日常领导管理实践

的关系，分布式领导力因此得以在 20 世纪的西方领导

学文献中广泛传播。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分布式领导

力理念受到西方决策者的支持，开始在西方中小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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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发展理论中广泛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当代的分布式

领导力理论。 
在英美澳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分布式领导力的

理论实践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十分丰富。澳大利亚政府

在 2005 年到 2011 年间所资助的 61 项领导与管理学研

究项目中，已有 37 项采用了分布式领导力模式。研究

表明：组织机构成员广泛地参与领导决策能够促进学

校更好的发展，这些取得优异成绩的澳大利亚学校所

采用的领导模式大多都具有着分布式领导力的特点[6]。 
欧洲校长协会在欧洲八个国家地区开展大规模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领导力已在欧洲中小学广泛分布[3]。

其中，领导力在挪威、瑞典、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以及

荷兰分布程度更高更广泛，而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

分布程度更低。英格兰中小学出现以领导小组、校长助

理、共同领导、执行校长等方式监督几所伙伴学校或联

邦学校的分布式领导力模式。政府机构鼓励推进更多

的学校采用分布式领导力的模式，机构决策者也因此

开始广泛采用分布式领导力来作为学校改革的方式手

段。 
芬兰学者也对分布式领导力在芬兰本土的研究十

分重视。在芬兰，学校被理解为基于责任、合作和信任

为核心价值观所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系统。由于芬兰

教育系统中不存在层级式组织结构，教师被周期性临

时分配到不同的领导小组。芬兰教师共同协作，并被鼓

励要具有创新和挑战精神以及从不同角度思考事物的

能力。拉特罗等学者（Lahtero）在芬兰开展了一项分布

式领导力的研究，探究分布式领导力在芬兰所受到的

影响因素以及其对学生成绩的影响[7]。研究者从受访的

45 所小学与 5 所中学中总结得出：对于分布式领导力

的观点取决于受访者的职位以及其所受到的领导力培

训程度，受访者职位越高，受访者认为分布式领导力越

为重要。 
然而，不同国家学者开展分布式领导力研究的侧

重点不同。英国学者注重从不同层面探究分布式领导

力的理论概念，美国学者则更重视对分布式领导力在

中小学的贯彻执行情况开展实证研究。同时，英国学者

开展分布式领导力研究的比例比美国学者更高。此现

象可能归因于英国教育部下属机构国家教学学院

（National Colleg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早期在分

布式领导力领域的大量先驱研究对后继同行学者的引

领。澳大利亚的分布式领导力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在高

中和大学开展。 
随着时间的推进，不仅分布式领导力研究的数量

日益增长，研究规模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发展革新。21
世纪初，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文献仍相对缺乏，且多数

分布式领导力研究主要以小规模质性案例分析为主。

然而，当今的分布式领导力研究已呈现多样化，如实证

基础之上的量性分析，对比研究以及元分析。研究方法

也囊括基于问卷调查的量性分析，采用案例分析、观察

法、采访等研究方法的定性研究以及混合研究法。目前

国际上关于分布式领导力的研究较为丰富，论文数量

较庞大，多数源自教育学领域。除此之外，其他研究领

域还包括商科、心理学和医学等。 
如今，西方学者通过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对分布式

领导力的理论和应用进行探索，现有研究可总结为以

下三个类别：通过描述性分析范式（ descriptive-
analytical paradigm）探究分布式领导力的理论和概念，

通过规范性分析范式（prescriptive-analytical paradigm）

探究分布式领导力的实际运用，描述性分析与规范性

分析相结合的第三种范式。 
2.1 通过描述性分析范式探究分布式领导力理论

概念 
通过对分布式领导理论进行总结和归纳，为进一

步探究领导力实践的分布模式提供了基础。这一范式

假定分布式领导力已存在于组织机构中，通过对领导

力实践的剖析和分解，进一步加深对分布式领导力理

论的理解。此类文章指出，分布式领导力仍缺乏统一的

普遍性定义。但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两种分布式领导

理论包括：（1）斯皮兰的实践中心模型（Spillane， 2006） 

[2]。斯皮兰的实践中心模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定义

了四种 分布式 领导力 的模式 ，分别 为合作 式

（collaborative）、共同式  （collective）、协调式

（coordinated） 和并行式（parellel），为探究领导力

分布方式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格荣（Gronn）的混

合领导力（hybrid leadership） [8]。格荣的混合领导力概

念融合了层级式领导力和多层式领导力。格荣还指出：

分布式领导力的特点随着时间演变，受情境的影响，并

无固定的模式。 
2.2 通过规范性分析范式探究分布式领导力的实

际运用 
这一范式的研究主要从实用角度出发，通过探究

学校日常运作过程中的分布式领导力实践，揭示分布

式领导力对学校改善的积极影响，其目的是为领导力

实践提供反馈和指导。本范式的主要研究内容可总结

为以下三个部分：（1）探究有助于推进分布式领导力

的环境和条件[9]；（2）评价分布式领导力的应用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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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所产生的影响[10]； （3）评估应用分布式领导力模式

的潜在风险[11]。其中，占总数最多的研究话题为分布式

领导力对教师的影响力研究，而最具有争议的话题则

是分布式领导力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这一范式自 2000
年起开始在西方流行，在这类研究论文中，学者将分布

式领导力理论作为研究工具，较少对分布式领导力理

论进行概念界定和质疑。 
2.3 描述性分析与规范性分析相结合的第三种范

式 
这一新兴范式主要兴起于以马来西亚和中国为代

表的亚洲国家。研究者多基于西方的分布式领导力理

论，探究亚洲情境下分布式领导力的理论诠释及其应

用实践，从而形成非西方情境下分布式领导力理论和

实践与其在西方情境下研究结论的类比。此类研究的

作用主要在于在探究分布式领导力实践的同时，进一

步丰富非西方情境下的分布式领导力理论。布什和尼

（Bush & Ng）在马来西亚中小学情境下所开展的分布

式领导力实践研究提出了分布式领导力的新假说，即

分布式领导力在亚洲情境下的发展实践主要以“布置

式（allocative）”为主[12]。笔者在中国高校学院层面所

开展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布什和尼的新假说，并反驳

了西方传统分布式领导力理论的“自然发生（emergent）”
理念[13]。 

3 分布式领导力在亚洲情境下的发展特征 
3.1 分布式领导力在亚洲的理论实践 
分布式领导力实践在亚洲教育情境下也已有迹可

循。新加坡学者通过分析二手文献总结得出分布式领

导力与新加坡教师职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由于分布式领导力的程度和形式会随着研究背景的改

变而形成不定性，分布式领导力仅可作为研究框架来

开展实证研究，而非一种可实施贯彻的领导力模式[14]。

而另一项在 224 所新加坡中小学和中专高职院校基于

1，232 名担任领导职务的教师所开展的问卷调查研究

表明：新加坡学校内部存在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极大

的影响了分布式领导力在新加坡的运作和发展；新加

坡学校内部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维护层级式组织结构的

价值观塑造了新加坡学者对分布式领导力在新加坡的

独特理解和诠释[15]。 
在不丹的 44所中小学开展的一项有关教师参与分

布式领导力程度的量性研究，通过对 150 名调查参与

者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分布式领导力的程度会受到学

校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学校位置、学校类型、

个体经历、教育背景和性别[16]。和女性教师相比，男性

教师分布式领导力参与程度更高；同时，身居高位和教

育背景更高的教师分布式领导力参与程度也更高。 
艾龙（Hairon）起初曾推断，亚洲层级式的组织框

架并不鼓励在垂直架构中的职责共享，因此亚洲学校

的领导职责会仍然掌握在正式领导者与管理者手中[17]。

上述案例推翻这一论点并侧面反映了分布式领导力理

念在亚洲教育管理情境下的适用性。正如史密斯

（Smith）所言，小型管理团队或许对于规模较小的组

织机构来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将领导的工作职责

进行合理分配是管理规模较大的组织机构的主要途径
[18]。 

3.2 分布式领导力在中国的理论实践 
分布式领导力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中国特定文化背

景的影响，具有其独特的模式和特点。2004 年，“分布

式领导力”一词开始在中文文献中出现，但并未受到教

育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且基于实证研究的分布式领导

力文献较为匮乏。冯大鸣推测其原因可能由于其理论

与实践并没有在我国学界被系统诠释[19]。一项基于三

所中学 73 位老师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分布式领导力

已在中小学管理实践中存在，并效果良好[20]。然而，其

实际应用效果仍值得深入探讨。分布式领导力的现有

研究可主要归纳为以下两类： 
（1）对西方分布式领导力理论进行翻译和解读； 
此类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综述的写作方式，对分布

式领导力理念进行解读和综述，并对未来分布式领导

力的本土化研究进行展望。冯大鸣对英国、美国和澳洲

1993-2002 年间的教育领导理论发展进行述要，首次引

入分布式领导力理论[21]，并在 2012 年对分布式领导力

的中国意义进行了诠释[20]。郑鑫和尹弘飚从概念性、

实践性和实证性三个不同视角阐述分布式领导力的理

论基础、领导实践和其对学校组织发展与学生学习的

影响[22]。此类文献始于 20 年前，发展历程较长，目前

在国内分布式领导力文章中仍占据主要比重。 
（2）采用分布式领导力理论框架，对中国教育情

境下分布式领导力实践进行探究。 
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究分布式领导力

的表现、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等，并将其研究结果与分布

式领导力的西方情境进行比较分析，或探究分布式领

导力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笔者曾采用混合研究

法，以中国高校四个学院为案例就分布式领导力实践

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领导力在

中国高校的分布机制主要以正式分布为主，其领导职

责边界清晰，领导力的分布程度有限，但分布式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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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可与中国层级式的组织结构相并存，并受到特定

的中国社会文化和传统文化影响[23]。郑鑫等人在中国

南方两所小学开展的研究表明了分布式领导力对教师

满意度的影响，并呈现了校长在分布式领导力实践中

的重要作用[24]。田和维尔塔宁 （Tian & Virtanen）在上

海教师群体中所开展的分布式领导力研究也证实了分

布式领导力理论在上海中小学情境下的应用实践[25]。

此类研究在近几年兴起，占比仍较少。 
分布式领导力理念在中国香港地区的应用研究较

早于中国大陆。在香港地区，分布式领导力理念已广泛

应用于授课课程中。一项探究领导力和参与课程制定

教师的研究表明：分布式的领导管理理念适用于香港

教育界，并且能够被教师所接受[26]。在香港六所小学

开展的研究提出教师参与学校领导管理实践的重要性，

并指出相较于学校层面，领导管理分布在院系层面的

可操作性更强，觉察度更高[27]。 
分布式领导力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始于 2008年，

其实证研究的完善程度可与西方教育界比肩。台湾地

区学者关注分布式领导力理论与实证的共同发展，探

索此理念在台湾地区特定的发展模式，并相应开展大

量、多样的影响因素研究。例如，江志轩在台湾地区 61
所中学开展大规模分布式领导力的实证探究，印证了

在不同性别、职位和学校规模下不同的领导管理分布

程度，并证实了分布式领导力与教师行为和职业满意

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28]。王环铃等人的研究论证总结

了更多的相关影响因子，其中包括教师年龄、职称、教

育背景和学校历史等影响因素[29]。2016 年，方雅慧等

台湾地区学者开始探究分布式领导力在台湾地区高校

内部的发展模式，并基于分布式领导力理念提出在大

学构建民主学习社群的理念[30]。 
4 结论 
笔者在对分布式领导力理论进行辨析的基础上，

对分布式领导力理论溯源和历史嬗变进行了梳理分析，

对现有分布式领导力理论实证研究进行分类总结。笔

者首先探讨了分布式领导力实证研究的范式分类。现

有分布式领导力实证研究可分为描述性分析范式和规

范性分析范式。近年来，亚洲情境下又兴起了描述性分

析与规范性分析相结合的第三范式，这一范式结合了

分布式领导力的理论概念和应用实践研究，将成为当

代分布式领导力研究的新着眼点。笔者又进一步对分

布式领导力在亚洲和我国本土情境下的理论实践进行

了深入分析。在我国情境下，笔者分别对分布式领导力

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情境下的

现有研究进展予以回顾总结。 
笔者在对中外分布式领导力理论实践发展进行梳

理的同时也对其当代发展进程进行了总结。综上所述，

目前国际上有关分布式领导力的研究相对较多，研究

历史跨度较长，已基本具备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证研

究成果。与此同时，研究多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等西方国家，在此类国家情境下研究总结得出的分

布式领导力理论实践或与在亚洲情境下所开展研究的

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国内教育界对分布式领导

力的研究兴趣虽呈现增长趋势，但既有研究多采用文

献梳理的方式，仍主要停留在非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解

读分布式领导理论，回答“分布式领导力是什么”等问

题，以数据收集和分析为基础开展的实证研究仍较为

缺乏。在数量不多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多数研究情境基

于国内中小学，鲜有从中国高校视角出发的分布式领

导力研究。笔者一项基于中国高校的分布式领导力研

究表明：分布式领导力在中国情境下仍缺乏理论阐释，

其理论实践也受到中国特定文化的影响[31]。研究结果

表明了进一步加强分布式领导力在中国本土化实证性

研究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在我国教育情境下，尤其是高校情境下，

开展分布式领导力研究以进一步进行分布式领导力理

论诠释并探讨其中国意义是必要的。本土学者也已提

出高校组织机构改革的重要性，以及领导者对于领导

管理态度转变的必要性[32]。虽然分布式领导力理念也

被指出存在一定问题，笔者认为借鉴其部分理论作为

研究框架开展本土化实证研究，还是必要的。相信随着

分布式领导力理论发展和实践的逐步深入，其在我国

高校情境下的实践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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