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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发展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国家政策之导向,是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之趋势。然而规模扩

张后的培养质量并不尽如人意,高延期率、弱科研能力、低学术认同感等问题需要学界对培养过程中更加微

观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构建本土化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理论模型可以为此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

工具。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是角色获得、专业发展与职业认同的过程,包括过渡期、博士候选人资格获得期、

博士论文完成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到来自组织文化、关系网络、个人素养不同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完善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需差异设计制度,注重过程因素;强化导师责任,促进双向互动;改革评价体

系,契合培养目标;优化外部环境,加强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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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博士是与学术博士同源异支、等而不同的新

型博士学位类型,以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为目

标,对行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加快发展专业博士学位既是国家政策之

导向,也是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前沿趋势。我国专

业博士学位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也呈现出一些问题,最终都直接投射到质量保障问题

上,具体体现为专业博士的高延期率和辍学率、低学

术认同感、弱科研能力,导致专业博士学位的含金量

被社会质疑,有“注水博士”之称。尽管高延期率是我

国博士生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有调查显示,专业

博士的延期现象要比学术博士更为突出[1-2]。
上述问题实质上蕴藏的是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

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难题。国外已有应用专业社会

化理论来理解博士生经历和专业发展能力的相关研

究。但由于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博士生

教育制度、学术政策和研究范式的不同,我国对专业

博士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基本理论研

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研究视角宏观,研究主题宽

泛[3]。总之,国内还鲜有关于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

过程的研究,已有研究难以更加深入地剖析专业博

士教育发展中更加具体、微观的内部现实问题。专

业社会化理论则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研
究工具和问题域。为此,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系统

性的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理论模型,以期能够拓展

本土专业博士教育研究的知识和理论,提升专业博

士教育研究的实践价值,为新时期完善专业博士学

位培养制度,提高培养质量提供决策参考。

一、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的科学内涵

专业社会化是社会学领域社会化概念的具体延



伸,于20世纪中期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Merton)
提出。他将专业社会化概括为人们作为某种社会组

织或专业共同体成员获得所需知识、技能、价值观、
态度及行为方式,从而形成自我意识并且融入到专

业/组织文化的过程[4]。此后,一些学者将该理论拓

展 到 研 究 生 教 育 领 域,匹 兹 堡 大 学 魏 德 曼

(Weidman)教授将博士生专业社会化定义为博士

生个体获得学术知识、专业技能和学科价值观的过

程[5]。根据上述定义,结合专业博士的属性特征,本
研究认为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的科学内涵应包括个

体社会化、职业社会化、学科社会化三重维度,三重

维度层层深入、相互作用,最终使专业博士实现从

“社会工作者”到“博士候选人”、从“科研消费者”到
“科研生产者”、从“博士候选人”到“学科守护人”的
角色转变。

(一)个体社会化:角色获得,从“社会工作者”到
“博士候选人”

专业博士学位以在职业领域中具有一定期限工

作经历或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为培养对象。专业博

士在进入博士生教育体系之前就已经拥有某种职业

身份,当从工作场域转换到学校场域时,相应的角色

身份也需要进行转变与重构。对于“博士”这一社会

角色而言,从诞生之初就被社会公众赋予了崇高的

角色期望。19世纪初兴起的传统学术博士以追求

纯学术,创新生产具有学术独创性的高深知识为目

标,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博士以解决

实践问题,创造应用具有专业独创性的实践知识为

目标。尽管二者的培养目标定位不同,但都属于精

英教育,同位于教育体系金字塔结构的最顶端,是国

家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的重要力量。实际上,在知

识经济大发展,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传
统学术博士的实用性遭到质疑,社会公众反而对专

业博士抱有更高的角色期望。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

荣休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JamesJ.Duderstadt)
所言:“知识密集型社会需要高度专门化的专家,也
更需要受过广博教育的能够跨越专业壁垒与界限的

问题解决者。[6]”有鉴于此,专业博士的专业社会化

过程首先体现在个人社会化,是获得新角色,将博士

群体的预期、标准和价值规范内化,实现从“社会工

作者”到“博士候选人”的身份转换过程。
(二)职业社会化:专业发展,从“科研消费者”到

“科研生产者”
专业是需要专门技术的特定职业,与一般职业

从业者不同,专业人员理论上应受过全日制的专门

训练,掌握能够满足特定职业需求的知识、技能、价
值观念及行为方式,并使之成为特定的符号将他们

与专业领域之外的人区隔开来。专业博士作为高层

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其产生与职业岗位的细化和高

度专业化紧密相关,有着更高的专业能力要求。美

国专 门 职 业 认 证 协 会 (America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Association,APCA)概括了专业博士

应具备的能力:(1)与学位目标匹配的专业实践能

力;(2)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专业知识发展做贡献的

能力;(3)跨学科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4)管
理、合作、组织、反思等可迁移性的能力[7]。专业博

士学位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为实践

者创造了一个生产和应用实践性知识、拓展自身专

业能力的有效途径,由此形成了 “一体两面”的功

能:一方面,通过课程学习获得专业知识与研究能

力,研究现实工作中与专业紧密相关的实践问题,提
升个人的专业能力与职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专

业理论知识的创新应用和专业实践知识的创造为所

属学科专业做出贡献。因此,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

过程也是实现个体专业发展,从“科研消费者”转向

“科研生产者”,最终成为高层次、复合型、研究型专

业人才的过程。
(三)学科社会化:职业认同,从“博士候选人”到

“学科守护人”
对专业博士学位最大的争议就在于到底是培养

学术人员还是专业人员? 从已有文献来看,以“研究

型专业人员”作为专业博士学位培养目标已获得学

界共识,其本质还是专业人员。这要求专业博士通

过专门的学习与训练获得更高级的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专业态度、专业价值观,具备极强的专业工作

能力,能够应用已有理论研究成果解决专业实践领

域中复杂、疑难的问题。但要注意,强调专业性不等

于忽视学术性。学术是学位的本质体现,如果失去

学术性,学位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8]。“研
究”二字也凸显了专业博士教育的学术性价值取向,
要求专业博士也要注重研究方法的训练,能够研究

专业领域内疑难、关键、迫切的重要问题,对常人难

以把握的、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发展做出独创性

的贡献。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可以在研究内容、评
价方式上有所差别,但对博士学位具有学术性这一

基本评价原则应该是一致的,只有当二者的学术水

准达到同等水平,专业博士学位才能真正被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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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认可。因此,专业博士也可以说是具有行动研究

和实践反思能力的专家型学者,同样具有生产专业

知识的职责,对所属学科的发展同样具有推动作用。
从这一层面来讲,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过程也是学

科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专业博士实现了从

“博士候选人”到“学科守护人”的角色转变,更加自

觉、紧密地融入到学科共同体之中,兼具对专业人员

的职业认同和对所属学科的文化认同。

二、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埃尔加(Elgar)将博士生面临的关系划分为与

组织、与他人、与自己三对关系,认为专业社会化过

程绝非受单一因素的影响[9]。借鉴该框架,本研究

将专业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宏观层

面的组织文化、中观层面的关系网络及微观层面的

个人素养。组织文化和关系网络分别为专业博士专

业社会化发展提供了成长空间与情感支持,个人素

养则是专业博士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专业社会化

的关键所在。
(一)宏观层面:组织文化因素

组织文化是一切组织活动经验的意义集合,能
够指导新成员的正确期待与有效行为。为适应组织

环境,新成员必须熟悉掌握组织制度与实施细则,理
解、吸收、内化组织文化,以符合特定群体或组织的

“象征模式”[10]。因此,院系制度和学科文化成为影

响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的因素。

1.院系管理制度规范专业博士学习活动与日常

行为

院系是制定学位要求、颁发毕业证书的组织单

位。院系的管理制度体现着对专业博士的明确要求

与期望,对专业博士的学习活动和日常行为有着强

有力的规范和制约作用。科学的制度设计对专业博

士的专业社会化发展有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课程

设置和管理制度两个方面。一方面,课程结构层次

不清、缺乏系统规划与分类设计、与学位论文相脱节

会阻碍博士生科研素养的提升[11]。若课程设置体

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理论基础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

特征,会有益于专业博士拓展思维宽度,培养研究兴

趣和问题解决能力,从而降低延毕的可能性[12]。另

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院系管理制度是博士生专业

社会化失败的重要因素。魏德曼(Weidman)和施

泰因(Stein)认为,院系制度的公平透明程度与博士

生的科研创造能力呈高度正相关[13]。阿里(Ali)也
认为课程设置、中期考核和学术交流等管理制度的

规则明确和透明公开对博士生专业社会化尤为重

要[14]。由于规则的设计和实施与学生期待和现有

能力相脱节,使博士生产生怀疑、失望、焦虑、无助等

不良情绪。这同样也对行政管理人员提出了要求。
美 国 研 究 生 院 委 员 会 (Councilof Graduate
Schools,CGS)在2010年发布的关于博士生学业年

限和辍学率的报告中指出,行政人员在博士生辍学

问题上也负有责任,应定期审查博士生的学习进展,
并创造鼓励性的研究生教育文化[15]。总之,不科学

的课程结构、严苛的考评制度、不透明的制度细则、
不公平的资源分配都会阻碍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的

进程。

2.学科文化对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具有差异性

影响

学科文化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价

值标准、研究规范、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托尼·比

彻(TonyBecher)认为,学科文化决定着学科共同体

的话语体系、开展研究的范式以及青年学者的培养

方式[16]。例如自然与工程技术学科和人文与社会

学科在学术支持程度、科研自主程度、学位论文要求

等方面就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的学科差异塑造了不

同的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模式。自然与工程技术学

科的博士生与导师的交流要多于人文与社会学科的

博士生,但对学术交流质量评价不高。而后者更注

重同辈交流,并对与导师交流的质量给予较高评价。
劳拉(Laura)指出,自然与工程技术学科强调群组学

习、合作研究、与导师频繁沟通,而人文与社会学科

的研究主题选择更具有个体灵活性,研究过程与成

果发表也相对独立[17]。德拉蒙特(Delamont)结合

他人研究归纳出“位置模式”和“个人模式”两种博士

生专业社会化模式。前者突出博士生与导师指导关

系中紧密联系、明确分工的等级观念,是基于技术理

性的指导模式,对应自然与工程技术学科。后者突

出关系松散、灵活可变、可协商的导学关系特点,是
基于 协 商 秩 序 的 指 导 模 式,对 应 人 文 与 社 会 学

科[18]。可见,学科文化不仅形塑着专业博士科研工

作的态度与方式,更对其实际行动产生差异化影响,
使专业社会化过程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形态。

(二)中观层面:关系网络因素

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包括角色获得、专业发展、
职业认同三重维度,两者主要通过培养方案、课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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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院系管理制度得以实现,职业认同更多是通过

人际互动来实现。贝克(Baker)认为,博士生的互动

关系结构既包括导师与同辈群体,也包括朋友与家

庭[19],起主要作用的是在组织环境内的导学关系与

同辈关系。
1.导学关系对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过程起决定

作用

导师是专业博士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是专业博

士学位教育质量的“守门人”,对专业博士专业社会

化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奥弗罗尔(Overall)认为导

生互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意愿和努

力,导师能否理解尊重学生的学术观点和科研思路、
能否基于学生个人志趣调整指导内容和方式与专业

博士的学位完成度呈正相关关系[20]。导学关系主

要通过导师指导的频率、内容与方式作用于专业博

士的专业社会化过程。有研究表明,导生联系越密

切、交流时间越长,专业博士的延期概率就越低[2]。
“相安疏离型”的导学关系不仅使专业博士获得的学

术训练不足,还会使学生陷入漫无目的、孤独无助、
自我怀疑的状态,侵蚀着学生的自我效能,降低其学

业完成的速度与质量。而“互动紧密型”的导学关系

既能给予专业博士以知识技能,还提供学业与工作

上的心理支持,甚至能为学生提供专业、职业及个人

发展的独特机会,不仅加强导生之间沟通交流的深

度,提升学生完成学业的信心,还能使学生对学科共

同体和职业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为此,美国卡内

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提出了多导师、非等级指导、级联

式指导等新型形式[21],对于改善导生互动质量,推
进博士生专业社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2.同辈关系对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过程起激励

作用

相比于课程设置、制度规定、导学关系,非正式

化的同辈关系是国内研究普遍忽略的因素。实际

上,同辈间平等的互动关系更容易实现深入交流,是
专业博士生获取信息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同伴

指导不仅可以发挥导师指导的部分功能,还能够提

出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有研究证实,同辈

间的互动交往是博士生获取学术信息、行政信息、社
交信息的重要渠道。当博士生面临困难时,同辈之

间的交流比导师的指导更有价值。同辈关系在帮助

博士生缓解学业压力、社会孤独感和挫败感等方面

都发挥着积极作用[22]。另外,同辈间形成的良好学

习氛围也会对专业博士的专业社会化进程产生激励

作用。受“面子”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若多数同辈

都不能按时完成学业,就会形成一种“延期惯习”,专
业博士面对自己的延期也更容易接受。反之,若自

己成为了极少数的延期者,则会觉得丢人,很难

接受[23]。
(三)微观层面:个人素养因素

个人素养因素主要包括入学前的基本特征情况

和入学后的学业投入程度两条解释路径。尽管已有

研究都关注了个体因素对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的影

响,但却忽略了专业博士这一群体的特殊之处。
1.专业博士入学前的基本特征与学术型博士存

在差异

专业博士通常是具有1~5年工作经验的在职

人员,一些还是具有一定成就的管理人员,同时面临

来自单位、学校与家庭的多重压力。专业博士的理

论基础水平、研究方法和科研写作规范本身就“先天

不足”,又采用非全日制的半脱产学习方式,无法长

时间、全身心地浸润在学校的学习环境中,也难以保

证与导师之间的密切沟通。因此,影响专业博士专

业社会化的个体因素与学术博士既有共通之处,又
有不容忽视的差异。首先,因对工作经验的限制性

要求,专业博士入学年龄普遍在30岁以上,因年龄

大造成的精力不足弱化了其学习能力,影响其专业

社会化进程。有研究表明,博士生入学年龄越大,完
成学业所需要的时间越长[24]。入学年龄每增加1
岁,延期毕业的可能性就增加0.9倍[11]。其次,职
务和职称对专业博士的专业社会化进程也有影响。
以教育博士为例,高校专任教师和教育行业相关企

业工作人员要比高校行政人员和教育研究机构人员

更容易延期。职称越高,延期比例和延期年限就

越低[2]。

2.专业博士入学后学业投入程度影响专业社会

化进程

“一半的博士生辍学,不是因为智力不够,而是

在其他方面尚未成熟。[25]”对于专业博士而言,内在

读博动机、时间管理能力、压力缓解能力与智力同样

重要,共同形成了专业博士的综合素养,直接影响学

业投入程度和专业社会化进程。专业博士大多正处

于职业上升期,对职业晋升有着强烈的追求,读博动

机难免具有功利化的倾向。但这种外部动机往往具

有不稳定性,一旦职位晋升政策有所改变,专业博士

就容易产生拖延和倦怠心理,对专业社会化进程产

生消极影响。相反,内部读博动机包含着专业博士

对学习的热情、个人的挑战与梦想,动机越强,个人

越能够坚守学术信念,努力克服家庭、工作和学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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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表现出稳定持久的毅力。时间管理能力与专

业博士专业社会化也具有高度的正相关。但绝大多

数专业博士都是在职且成家的半脱产学习者,难以

推脱的家庭责任和工作职责与高标准的学位要求共

同施压,影响专业博士的科研投入时间。有研究表

明,博士生的学习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延期几率降

低20.4%[11]若每周投入的科研学习时间增加5小

时,延毕增加一年的可能性就会降低4.9%[12]。近

年来心理因素在博士生成长中的作用也愈发凸显,
最为重要的便是压力缓解能力。延期毕业的博士生

由于在学业、经济、家庭和工作等方面压力过大,容
易产生消极的心理状态,导致注意力不专注、人际关

系紧张、学习动机和挫折忍耐度下降、自我反思与决

策行动能力薄弱,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学业拖延现

象更加显著[26]。

三、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的实现路径

如前所述,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是角色获得、专
业发展、职业认同的过程。以入学之后的时间节点

和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为依据,可以将该过程划分

为过渡期、博士候选人资格获得期、博士论文完成期

三个阶段[27]。每个阶段都受到来自内外部因素不

同程度的影响,与知识获取、投入和参与三个社会化

核心要素以非线性交互的方式互动[5]。不同发展阶

段相互重叠、层层递进,是一个双向辩证、动态持续、
非线性的发展过程。据此,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系

统连贯的理论模型,力求呈现出专业博士专业社会

化发展的完整图示(图1)。

图1 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的理论模型图

第一阶段是过渡期,主要在第一学年,是专业博

士从入校到开始课程学习,并通过参与学术沙龙、学
术讲座等活动重塑学生身份与角色,从门外汉到局

内人的转变与调整阶段。这一阶段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组织制度的规范、同辈之间的非正式交往以及个

人的先前经验和能力基础,主要通过参与和知识获

得这两个核心要素实现个体社会化。第二阶段是博

士候选人资格获得期,主要在第二和第三学年,是专

业博士凭借所学的知识与能力,通过课程考核、开题

答辩、中期考核等环节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开始转

向独立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个

体的知识、能力以及与导师的互动,主要通过知识获

取和投入这两个核心要素实现职业社会化。第三阶

段是博士论文完成期,主要在第四学年,包括撰写论

文直至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一系列过程。这一阶段

的显著特征是与导师互动的频次明显减少,更多依

赖个人的学业投入、对学术共同体价值规范的坚守

和对职业的认同,主要通过投入和参与这两个核心

要素实现学科社会化。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过程发

生在多重嵌套的模型中,绝非受单一因素影响。根

据该理论模型可以对专业博士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进行更加全面的多因素分析,为我国专业学位博

士生培养制度的改革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差异设计制度,注重过程因素

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在生源结构、培养目标、专
业设置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学校和院系需差异化

设计培养方案与管理制度,为专业博士的培养质量

提供有效的外部保障。在课程设置方面,应遵循知

识生产与学科发展的逻辑,从“以学科知识为中心”
转向“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从以学科基础理论为主

的“拼盘课”转向由学科基础理论课、方向核心课、跨
学科课程以及研究专题课程组成的“平台课”,优化

课程内容与结构层次,将专业基础、研究能力与学科

前沿有效结合,同时强化知识融合与跨学科研究,为
专业博士提供专深结合、理实结合的综合性学科知

识及科研训练课程体系。在管理制度方面,要充分

考虑到专业博士“工学矛盾”的现实问题,健全涵盖

资格审查、开题、中期考核、论文评审、论文答辩多环

节、全方面的综合质量管理机制,设置有效的管理措

施和监测节点,强化专业博士培养的全过程管理。
同时,可建立学业和科研成果完成情况跟踪管理机

制,将过程监管落到实处。对成功发表科研成果,按
时通过各个培养环节考核的专业博士给予激励性奖

励,对于超过规定修学年限的专业博士给予学业警

示并对其实行学期汇报制度,每学期都要向院系评

·17·柯婧秋,等: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科学内涵、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议小组汇报其学位论文的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其按

时完成学业。此外,还要注意不同阶段管理重心的

转变。例如对于延期的专业博士而言,除了面临繁

重的学位论文压力,同样也承受着极大的生活心理

压力,容易陷入无所适从、自我怀疑、逐渐边缘化的

困境。因此,院系可以建立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

导服务、生活困难帮扶相结合的综合服务管理机制,
采取多方面举措及时消解专业博士延期遇到的困

难,倾注人文关怀,提高管理效率。
(二)强化导师责任,促进双向互动

导师的影响贯穿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的全过

程,在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导
师往往容易因专业博士生理论基础薄弱、科研能力

不强、在校时间有限等客观原因的限制而忽视对专

业博士的培养,将更多的学术交流与指导、学术资

源、项目参与机会倾斜给学术博士。为此,院系应建

立有效的导师问责机制与激励机制,以制度规范加

强导师的责任意识,促进导学关系的双向互动,提高

导师的育人水平。在对导师的考核评价制度建设

中,不仅要看教学课时量、学生评教、科研成果等量

化指标,还要将对专业博士生的指导时长、指导质量

以及专业博士的延期毕业指标也纳入到考评体系

中。导师的博士生招生名额、职称评定、绩效考评等

都可与专业博士的毕业结果挂钩,从而督促导师加

大对专业博士的有效指导。另外,导师需要明晰专

业博士与学术博士的差异,在指导内容和指导方式

上做出针对性调整。将基础理论、论文选题、研究方

法、研究内容等与专业博士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既
要提高其学科理论水平、科研学术能力,也要提升其

专业实践能力。可以采取“一对一结对”或“小组学

习”等方式为专业博士和学术博士的交流合作创造

机会,让他们共同参与项目研究和组内学术讨论。
这样既能够充分发挥专业博士的实践经验优势,打
造一个优势互补的研究团队,也能够激发专业博士

学术参与的内驱力,使其沉浸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师

门环境中。
(三)改革评价体系,契合培养目标

在“破五唯”的改革背景下,我国博士生评价考

核体系也面临重构,亟需扭转“重论文发表数量”“轻
学位论文质量”的不科学的博士生评价导向。鉴于

专业博士生源背景和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对其评价

考核不应过分参照学术型博士的标准。首先,专业

博士学位评定的主要抓手应以学位论文为主。学术

是学位的本质体现,学位论文则是获得学位要达成

的学术水平的物化表现,是专业博士教育质量管理

评价中可观察、可测量的指标。但与学术博士不同,
专业博士的学位论文更加倡导基于工作实践展开应

用型、攻坚型研究,强调对实践性知识的原创性贡献

或者对理论性知识的创造性应用。因此,专业博士

学位论文的评价主体既要包括所属学科的学术共同

体,也应包括所属行业的专家共同体,对其学位论文

的创新性、学术性、实践性、专业性做出全面评价。
其次,应科学合理地制定专业博士攻读学位期间的

学术成果发表要求,弱化数量要求,强调成果质量。
发表学术成果的原始初衷是通过第三方评议为博士

生科研能力的评判提供参照,同时也对博士生的学

习起到激励作用。但当前对于专业博士发表要求的

规定通常是出于科研绩效观,具有“学术GDP”的错

误导向,偏离了最初的评价目标。一些学校将发表

期刊级别设定的过高,还有数量上的要求,不仅为专

业博士带来巨大压力,还容易诱致功利化、投机主义

的研究风气。为此,可以针对不同培养目标,探索多

元化评价方式,丰富学术成果的类型,彰显学术成果

的价值理性,避免过度的工具理性。例如国外兴起

的“档案袋”评价形式允许专业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

兴趣和工作实践内容参与多个研究项目,最终形成

一组由若干短期性的课程论文或调研报告组成的研

究作品。不同类型的作品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目

的,面向不同的读者,呈现出不同的写作结构和逻

辑[28]。但无论哪种形式,都需要通过外审同行专家

的审核,保障成果质量。
(四)优化外部环境,加强情感支持

总体来说,专业社会化包括认知与情感两大维

度,情感维度的社会化过程需要通过特定环境与特

定阶段中的人际互动来实现。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

的三个不同阶段所需要的情感支持和人际关系是不

同的。第一阶段侧重在院系内与同伴、导师和教务

行政人员建立关系,以便个体理解专业博士的角色

与身份,适应组织要求;第二阶段更加侧重发展与导

师的关系,获得专业知识与研究能力。第三阶段的

人际关系逐渐摆脱对导生关系的依赖,转向更密切

的同辈关系和学科共同体关系,通过参加学术会议、
科研项目、社会实践服务等专业活动、形成对学科文

化的认同。国外专业博士教育制度更侧重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的分流与淘汰,而我国专业博士生教育

制度前期淘汰较少,延期、流失和辍学等损耗问题更

多发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三阶段[29]。因此,需
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为专业博士创造不同的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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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除了前面所讲的组织文化、制度、导师等环境

要素,为专业博士营造一个由同辈群体、学术专家、
实践专家和专业协会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氛围也尤为

必要,为其提供良好的 “软环境”,以便获得更多的

情感支持和鼓励。为此,院系可以整合学术资源,搭
建系统化的交流平台,多举办学术会议、学术沙龙等

活动,激励专业博士参与科研项目和专业社会实践

服务,以此扩展专业博士的学科视野与关系网络,促
进专业博士的专业社会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高鸾,朱旭东.我国教育博士培养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与

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3):62-70.
[2]郭丛斌,方晨晨,王亮,等.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延

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0(4):53-59.
[3]翟月,毛立伟,陈玥.专业博士教育研究20年:主题比

较与路向探寻[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2(1):16-23,

62.
[4]MertonRK.PrioritiesinScientificDiscovery:AChap-

terintheSociologyofScience[J].AmericanSociologi-
calReview,1957,22(6):635-659.

[5]WeidmanJC,TwaleDJ,ElizabethLS.Socializationof
GraduateandProfessionalStudentsinHigherEduca-
tion,aPerilousPassage? [J].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Report,2001,28(3):15-19.

[6]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7.

[7]AssociationofSpecializedandProfessionalAccredi-
tors,StatementonProfessionalDoctorates[EB/OL].
(2013-02-20)[2022-02-25].http://www.aspa-usa.
org/sites/defa-ult/.../ASPA-Statement Professional-
Docs,pdf.

[8]李拓宇.知识生产、学科演化与专业博士学位[J].高等

工程教育研究,2019(5):132-138.
[9]ElgarFJ,ArlettC,GrovesR.Stress,Coping,andBe-

haviouralProblemsamongRuralandUrbanAdoles-
cents[J].JournalofAdolescence,2003,26(5):574-
585.

[10]Tierney W G.OrganizationalSocializationin Higher
Education[J].TheJournalofHigherEducation,1997,

68(1):1-16.
[11]杨青.博士生为什么延期了———人文社科博士生延期

毕业原因及作用机制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21
(7):90-97.

[12]鲍威,张心悦,吴嘉琦.博士生延期毕业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J].江苏高教,2020(7):31-38.
[13]WeidmanJC,Stein E L.SocializationofDoctoral

StudentstoAcademicNorms[J].ResearchinHigher
Education,2003,44(6):641-656.

[14]AliA,KohunF,LevyY.DealingwithSocialIsolation
to Minimize Doctoral Attrition———a Four Stage
Framework[J].InternationalJournalofDoctoralStud-
ies,2007,2(1):33-49.

[15]CouncilofGraduateSchools.ThePh.D.Completion
Project? [EB/OL].(2011-07-26)[2022-02-25].ht-
tps://www.aaas.org/phd-completion-project.

[16]托尼·比彻,保罗·特 罗 勒 尔.学 术 部 落 与 学 术 领

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8.

[17]鲍德.博士生教育的变迁[M].蔺亚琼,译.北京:北京

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36.
[18]郑觅.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研究概述[J].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2014(2):62-66.
[19]BakerVL,PilferMJ.TheRoleofRelationshipsinthe

Transition from Doctoral Student to Independent
Scholar[J].StudiesinContinuingEducation,2011,33
(1):5-17.

[20]OverallNC,DeaneKL,PetersonER.PromotingDoc-
toralStudents’ResearchSelf-efficacy:CombiningAca-
demicGuidancewithAutonomySupport[J].Higher
EducationResearch,2011,30:791-805.

[21]杨青.博士生专业社会化影响因素:组织环境、关系网

络与个体特征的三维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10):58-67.
[22]ChuiH,ZiemerKS,PalmaB,etal.PeerRelationships

inCounseling Psychology Training[J].Counselling
PsychologyQuarterly,2014,27(2):127-153.

[23]蔡芬,曹延飞,顾晔,等.教育博士生延期毕业影响因素

的质性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3):46-52.
[24]绳丽惠.博士生延期毕业现象:影响因素与治理策略

[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6):60-64.
[25]MadsenD,LongTJ,ConveyJJ,etal.AcademicWrit-

ing:AdviceonHowtoDoIt[J].HigherEducation,

1986,15(3):373-378.
[26]WestIJ,GokalpG,PenaEV,etal.ExploringEffective

SupportPracticesforDoctoralStudents’DegreeCom-
pletion[J].CollegeStudentJournal,2011,45(2):310-
323.

[27]TintoV.LeavingCollege:RethinkingtheCausesand
CuresofStudentAttrition[M].Chicago:TheUniversi-
tyofChicagoPress,1993:230-239.

[28]RobynM.WhatDoesaProfessionalDocaoratePortfoli-
oLookLike? [J].TheJournaloftheEducationRe-
searchGroupofAdelaide,2010(3):35-43.

[29]李永刚.专业社会化:博士生教育问题研究的新理论和

新工具[J].重庆高教研究,2020,8(6):103-111.

·37·柯婧秋,等:专业博士专业社会化:科学内涵、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SocialDemand-orientedProfessionalDoctoralStudents:
ScientificConnotation,InfluencingFactorsandRealizationPath

KEJingqiu,YanGuangfen

(SchoolofEducation,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350,China)

Abstract:Acceleratingthedevelopmentofprofessionaldoctoraldegreeeducationisinconformitywiththeguidanceofthe
nationalpolicyandthedevelopmenttrendofglobalpostgraduateeducation.However,afterthescaleexpansion,theeducation
qualityisnotsosatisfactory.Theproblemssuchashighdelayedadvancementrate,weakscientificresearchabilityandlow
academicidentityneedtheacademiccommunitytoaddress;particularlytheacademiccommunityneedstodeeplyanalyze
practicalproblemsmoremicroandspecificintheeducationprocess.Theauthorsbelievethattheconstructionofalocal
theoretical modelforsocialdemand-oriented professionalsspecializedfordoctoralstudentscan provide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andtools.Professionaldoctoralstudentsshouldbetrainedaccordingtosocialdemand,whichisaprocessfor
doctoralstudentstoacquireroleidentity,developtheiracademiccareersandobtainprofessionalacknowledgement.Theprocess
includesthreestages:thetransitionperiod,thedoctoralcandidatequalificationperiodandthedoctoraldissertationcompletion
period.Ineachstage,thedoctoralstudentsareinfluencedtodifferentdegreesbydifferentfactorssuchasorganizational
culture,relationshipnetworkandpersonalquality.Thispapersuggeststhatinordertoimprovetheeducationalmodeand
enhancethequalityoftraining,weneedtomakeadifferentiateddesignsystem,duringwhichweshouldpayattentiontothe
processfactors;specifically,weshouldstrengthentheresponsibilityawarenessofsupervisorsand promotetwo-way
interaction;reformtheevaluationsystemtomeetthetrainingobjectives;andoptimizetheexternalenvironmentandstrengthen
emotionalsupport.
Keywords:professionaldoctoralstudent;socialdemand-orientedprofessionals;connotation;influencingfactor;realization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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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athtoIntegratingtheGuidingPrincipleofthe20thCPCNationalCongress

intothe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WANGHui

(SchoolofManagement,Anhui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

Abstrac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sintegraltopostgraduateeducation,whichisdirectlyrelatedtohowtotrain
people,whatkindofpeoplewewilltrain,andforwhomwetrainthesepeople.Theguidingprincipleofthe20thCPCNational
Congressisofgreatsignificanceforustopromoteandstrengthe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With
thepathtointegratingtheguidingprincipleofthe20thCPCNationalCongressintothe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astheresearchsubject,thispaperfullyelaboratesthesignificanceoftheintegrationoftheguidingprincipleofthe
20thCPCNationalCongresswiththe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summarizesthemaincontentsthereof,

andanalyzestheproblemsexistinginthesubject,object,formandcontent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
postgraduates.Furthermore,thispaperproposessomemeasuresbasedontheanalysistoimplementtheintegrationofthe
guidingprincipleofthe20thCPCNationalCongresswiththe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e.strengthening
thebuildingofconsciousness,mobilizingandstimulatingtheinitiativeandcreativityofthesubjectandobject;focusingon
integratingtheguidingprincipleofthe20th CPCNationalCongressdeeply,thoroughlyandvividlywiththeneedsofthe
developmentofdisciplinesandmajors,withtheneedsoftrainingstudents,andusetheguidingprincipletoexplaintopicsthat
areheatedlydiscussedorpuzzlingpeople.Weshould,withthecontentbuildingastheprioritytoconsolidateeducationaleffect,

enrichtheteachingmode,andoptimizeeducationalresourcesandenvironment.
Keywords:theguidingprincipleofthe20thCPCNationalCongress;postgraduateeducatio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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