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期[总第75期]

2023年6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3

Jun.,2023

  文章编号:2095-1663(2023)03-0021-09  DOI:10.19834/j.cnki.yjsjy2011.2023.03.03

雄心与焦虑:学术志趣何以影响博士生焦虑心理

赵金敏1,周文辉1,2,付萌萌1

(1.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2.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北京100081)

收稿日期:2022-10-11
作者简介:赵金敏(1996-),女,江苏淮安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文辉(1970-),男,江苏泰兴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导。

付萌萌(1995-),女,山东菏泽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现有关于博士生焦虑心理的研究偏重外部干预的疏解作用,相对忽视了个体内部的预防及调节机

制。基于2022年中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数据,将就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学术参与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

究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学术志趣负向预测博士生焦虑心理;就

读满意度在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学术参与正向调节学术志趣对博士生

焦虑心理的直接路径。在预防博士生焦虑心理方面,培养单位需改进博士生评价制度、提供职业规划与指导

来适应多元化的人生志趣,创设良好的学术环境以提升博士生的就读满意度和学术参与水平;同时,博士生

个体应弱化功利取向,寻求自身能力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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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博士生教育位于教育金字塔的塔尖,社会各界

以及博士生群体自身均对其予以较高期望,日渐提

高的评价标准和不同评价主体的多元期待,常使博

士生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当中[1]。与此同

时,在知识社会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博士生成为

了重要的知识生产主体,多数高校要求博士生发表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方能申请毕业。加之博士生

规模的快速扩张,其学业竞争和就业竞争更为激

烈[2]。高期望、重压力、强竞争交织形成博士生群体

的压力网络,容易诱发博士生的焦虑情绪,使其在学

术情境下形成焦虑心理。焦虑心理伴随着紧张、不
安、担忧、无助、恐惧等消极感受,甚至伴有失眠、心
慌、乏力等不良生理反应[3]。《Nature》第五次博士

生调查显示,40%以上的中国博士生曾处于焦虑或

抑郁当中[4]。博士生的焦虑心理容易导致对知识生

产力不从心、恐惧学业失败,以及质疑自身博士头

衔[5]。及时疏解博士生群体的焦虑情绪对于降低其

自我损耗、保障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博士生焦虑心理的诱因及其缓解,已有学

者进行了一系列经验分析与实证探索。部分研究关

注论文发表要求[6]、导师指导[7]、学生资助[8]等培养

环境和就业环境[9]对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作

用,还有研究重视学业支持[10]和心理健康教育[11]

对焦虑状态的疏解作用。这些研究主要从外部视角

来展开,强调抑制焦虑情绪的环境支持和外部调节,
较少关注博士生的内在特质和自我调节作用。研究

发现焦虑情绪在博士生群体中产生了差异性结果:
一是激发学习动力,从而提升学术能力、化解焦虑情

绪;二是引发自馁情绪,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

学术倦怠的窠臼[12]。由此可见,焦虑心理的形成及

其影响在博士生个体层面存在更加复杂的机制。
在博士生个人的内在特质中,学术志趣可能是

影响焦虑心理的一项重要因素。学术志趣指对专业



领域高度认同、非常感兴趣,有志于投身其中、成为

科研工作者的动机[13],也是马克斯·韦伯所述的

“献身学术研究、以学术为志业”的承诺[14],体现着

个体在学术方面的雄心壮志。国内外研究均指出具

有学术志趣的博士生,其焦虑程度显著低于具有功

利型读博动机的博士生[15-16],然而现有研究仅揭示

二者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其间具体的作用机理

尚不明晰。鉴于此,本研究引入就读满意度和学术

参与两个过程性变量,深入探究学术志趣对博士生

焦虑心理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改善博士生心理健康

状况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学术志趣与焦虑心理

志趣立足于兴趣、着眼于志向,学术志趣的核心

内涵在于拥有学术兴趣和从事学术工作的志向。国

外学者将个体这种内在的职业承诺界定为召唤或使

命(calling),因此韦伯将学术志趣描述为“听从学术

的召唤”。针对博士生焦虑状态的思辨研究认为,博
士生的焦虑心理根植于其对自身学术生命的迷茫与

困顿,当博士生的热情与兴趣、情怀与理想泯灭时,
会导致学生怀疑自我定位、缺乏自我意识,其失望、
焦虑、不满情绪将会加剧[2]。一些学者采用定量研

究证明了该观点,他们发现受学术研究热情、期待成

为大学教师等内部动机驱动的博士生,求学期间的

压力和焦虑程度显著低于出于外部动机而就读的博

士生[1,16]。阎光才等学者进一步揭示了学术激情在

学术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间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

用,能够有效抑制学术职业倦怠[17],国外研究者也

发现职业召唤能够缓和学习压力与倦怠间的关

系[1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学术 志 趣 对 博 士 生 焦 虑 心 理 具 有 负 向

影响。
(二)就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博士生就读满意度是博士生对培养单位的教育

质量和服务水平的综合性主观评价,涉及课程教学、
科研训练、导师指导、管理服务等多方面的满意度。
学术志趣不只作用于博士生的焦虑心理,同时对其

求学期间的满意程度有直接影响。心理学领域的学

者对职业召唤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

究,发现感受到职业召唤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工作背

后的 意 义,从 而 提 升 其 整 体 的 职 业 与 生 活 满 意

度[19]。Ryan、Shin等学者证实了这一结论在高等

教育领域同样适用,致力于在学术界工作的博士生

的教育满意度显著高于其他就读动机的学生[20-21]。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诸多研究显示学生自我报告

的满意度与压力、焦虑、抑郁和倦怠等消极情绪之间

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22-23]。较高的满意度意

味着院校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支持性环境,是应对学

业压力、抑制焦虑情绪的重要机制。基于以上研究

成果可以发现,具有学术志趣的博士生能以更积极

的方式感知学习过程,对就读体验的满意度评价更

高,从而有效缓解焦虑情绪。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2:学术志趣对博士生就读满意度具有正向

影响;

H3:就读满意度在学术志趣与博士生焦虑心理

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学术参与的调节作用

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影响可能存在一

定的条件,因为学术志趣并不直接解决博士生的压

力源。在焦虑心理的应对措施中,积极行动被认为

是化解焦虑的最好方式,由此推断消除博士生的焦

虑状态也必然要求开展相关行动。参与学术活动是

博士生采取行动的基本表征,学术参与是个体在学

术活动中心理和体力的综合,指学习者在学业上花

费的时间、努力的程度以及学习的质量[24]。一方

面,国内外研究一致发现学术参与是影响科研能力

和学术成果的核心要素[25-26]。博士生尚处于从事

学术研究的初级阶段,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有助于增

长知识和积累成果[27]。学术能力习得和成果发表

能为博士生提供收获感与荣誉激励,对于学术志趣

养成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博士生在学术会议、
课题合作和论文发表等活动中能够增进人际交流、
建立起学术关系网络[28]。和谐友善的学术人际联

结可以为博士生提供情感支持,从而增强归属感、坚
定学术志趣[29]。因此,本研究认为学术参与能够强

化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缓解作用。由此提

出假设:

H4:学术参与正向调节学术志趣与博士生焦虑

心理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四个变量间的理

论研究模型(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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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2022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

查数据来考察学术志趣、教育经历满意度、学术参与

对博士生焦虑状态的作用机制。中国研究生教育满

意度始于2012年,是我国最早开展、最大规模的连

续性研究生调查项目,由《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

社与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负责实施。

2022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对全国97个研究生

培养单位的102459名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

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根据本研究的研

究问题,对采集数据进行以下筛选与精简:(1)为保

证问卷的填写质量,删除填写时长低于4分钟的样

本;(2)为缩小样本之间的异质性,本研究所使用的

样本均为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全日制学术型博

士生;(3)剔除存在异常值和极端值的样本。最终获

得8147个调查样本,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焦虑心理

借鉴由郑晓华等人修订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中的焦虑状态分量表[30],包括“我很难放松下来”
“我很容易心烦意乱”“我常担心学业失败”和“我感

到精疲力竭”4个题项,用于评定博士生当前的不安

以及紧张等消极情绪体验,采用1~5五级评分,得
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焦虑水平越高。验证性因子分析

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该部分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

信度(KMO值为0.845,α系数为0.915)。

2.解释变量:学术志趣

结合学术志趣的内涵界定和已有研究的测量方

法,本研究将“希望就职于学术岗位”和“对科学研究

有浓厚兴趣”的就读动机作为学术志趣的判断标准,
同时满足这两项特征的博士生被认定为具有学术志

趣,不满足上述两项特征或只具有其中一项特征的

博士生则被认为缺乏学术志趣,即学术志趣是以0
和1赋值的二分变量。

表1 样本特征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4560 56.0

女 3587 44.0

年级

博士一年级 2694 33.1

博士二年级 2037 25.0

博士三年级 1541 18.9

博士四年级及以上 1875 23.0

家庭收入

5万元以下 2355 28.9

5~10万元 2985 36.6

11~20万元 1907 23.4

21~50万元 748 9.2

50万元以上 152 1.9

学科门类

人文科学专业 471 5.8

社会科学专业 1337 16.4

理工类专业 5714 70.1

农医类专业 625 7.7

  3.中介变量:研究生教育经历满意度

对研究生教育经历满意度的测量一般将其划分

为几个不同等级,让学生根据感受来选择符合自身

情况的满意程度。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采用五分

法,通过询问“您对目前研究生教育经历的总体评

价”,给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

满意”“非常满意”五个选项,依次记为1~5分。

4.调节变量:学术参与

学术型博士生在学期间的学术参与主要体现在

课题参与、学术会议参与和学术论文发表三个方面,
本研究抽取研究生满意度调查中的采集数据,将博

士生的课题参与数量、学术会议参与次数和学术论

文发表篇数加总,用以呈现其学术参与程度的高低。

5.控制变量

综述现有研究,本研究将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

一些内外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发现在性

别方面,女性博士生的焦虑症状显著高于男性博士

生;随年级增长,博士生的焦虑均值不断增加[1];理
工科专业博士生的焦虑情况显著高于其他学科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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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31]。除学业压力之外,经济压力也给博士生造

成了较大的心理负担[32],家庭收入较低的研究生焦

虑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学生[33]。同时,研究普遍发现

导师指导是影响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

素[34]。鉴于此,本研究将性别、年级、学科类别、家
庭收入、导师指导时长设置为控制变量。

由于本研究核心变量的测量主要源于主观判断

题项,可 能 存 在 同 源 偏 差 问 题[35]。对 此,采 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核心变量进行同源偏差检验。
结果表明,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4.72%,低于

40%的标准,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首先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检

验,对研究假设进行初步验证,结果如表2所示。博

士生的焦虑心理与学术志趣(r=-0.036,p<
0.01)、就读满意度(r=-0.442,p<0.01)均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博士生焦虑心理与学术参与之

间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此外,学术参与与学术志

趣(r=0.028,p<0.05)、就读满意度与学术志趣

(r=0.050,p<0.01)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读

满意度和学术参与之间(r=0.051,p<0.01)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以发现,就读满意度与自变

量、因变量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分析,而学术参与和因

变量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这说明就读满意度适合作

为中介变量,学术参与更符合调节变量的前提条件,
侧面反映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学术志趣 学术参与 就读满意度 焦虑心理

学术志趣 1

学术参与 0.028* 1

就读满意度 0.050** 0.051** 1

焦虑心理 -0.036** 0.017 -0.442** 1

均值 0.102 7.392 3.918 2.074

标准差 0.302 3.728 0.858 0.844

最小值 0 0 1 1

最大值 1 40 5 5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0.01和0.05水平的显著性

检验。

(二)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影响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本研究首先运用线性回归

方法,进行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简单效应

分析。表3的模型2呈现了线性回归的结果,分析

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年级、家庭收入和学科门类

4个变量的前提下,学术志趣与博士生焦虑心理存

在显著负向影响(β=-0.033,p<0.01),假设 H1
成立,即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具有负向影响。

表3 就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焦虑心理 就读满意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控制变量

性别 -0.005 -0.007 0.008 0.035**

年级 0.137*** 0.136*** 0.098*** -0.093***

家庭收入 -0.030** -0.030** -0.016 0.035* *

学科门类 -0.020 -0.022* -0.036***-0.032* *

导师指

导时长
-0.165*** -0.165*** -0.037*** 0.305***

解释变量

学术志趣 - -0.033** -0.047 0.146***

中介变量

就读满意度 - - -0.420*** -

R2 0.049 0.050 0.207 0.110

F 84.352*** 71.876*** 304.381***167.032***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0.001、0.01和0.05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

(三)就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多采用Baron和 Kenny
提出的逐步回归方法,但由于Sobel检验法要求检

验统计量服从正态分布,而在现实情况中存在着大

量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现象,因此Sobel检验法

的统计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部分研究者的质

疑[36]。就博士生学术志趣的现状来看,我国博士生

的读博动机有较为明显的功利化特征、缺少对学术

本身的志趣[37],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也表明拥有学术

志趣的博士生远远少于其他读博动机的学生,属于

非正态分布的数据类型。因此,本研究选择能够进

行重复抽样的Bootstrap方法来验证中介效应[38],
利用PROCESS程序对就读满意度在学术志趣与博

士生焦虑心理的中介效应进行Bootstrap分析,抽
样次数设置为5000次,置信区间设定为95%,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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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3的模型3、模型4和表4所示。
首先,学术志趣负向预测博士生焦虑心理的置

信区间为[-0.231,-0.049],不包括0,假设H1再

次得到验证。其次,表3中模型4检验了学术志趣

对博士生就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学术志趣对

就读满意度的影响为正且显著(β=0.146,p<
0.001),H2得到验证。学术志趣通过就读满意度

影响博士生焦虑心理的中介效应为-0.080(CI=

[-0.116,-0.044]),置信区间不包括0,H3得到

验证,即就读满意度在学术志趣与博士生焦虑心理

之间起中介作用。在加入就读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

后,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直接效应变为

-0.060(CI=[-0.144,0.023]),置信区间包括0。
这表明纳入中介变量后,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

理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意味着就读满意度发挥完

全中介作用。
表4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Bootstrp分析结果

效应类别 效应值 标准误 置信下限 置信上限

学术志趣主效应 -0.140 0.046 -0.231 -0.049

学术志趣直接效应 -0.060 0.042 -0.144 0.023

就读满意度中介效应 -0.080 0.018 -0.116 -0.044

  (四)学术参与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利用 PROCESS程序,使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学术参与的调节效应,在95%置信区间下

进行5000次随机抽样,数据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学术志趣与学术参与的交互项对博士生焦虑

心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66,p<0.05),说

明学术参与在学术志趣与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关系中

起到调节作用,假设 H4得到验证。纳入学术参与

变量后,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影响作用由

-0.041变为-0.066,说明随着学术参与的提升,
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

表5 学术参与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效应值 标准误 t值 p 值 置信下限 置信上限

学术志趣 -0.041 0.033 -1.238 0.216 -0.105 0.204

学术参与 -0.006 0.011 -0.550 0.583 -0.028 0.016

学术志趣*学术参与 -0.066 0.031 -2.142 0.032 -0.126 -0.006

  为了明确调节效应的具体模式,本研究根据

Aiken和 West的方法绘制出学术参与的调节效应

图[39]。图2表明,当学术参与水平较低时,学术志

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有正向影响;当学术参与水平

较高时,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有负向影响。
在此基础上,使用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验证调节效

果。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当博士生学术参与度较

低(低于1个标准差)时,学术志趣与焦虑心理有正

相关关系,尽管二者间的关系不显著(β=0.034,

p>0.05);当博士生学术参与度较高(高于1个标

准差)时,学术志趣与焦虑心理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β=-0.141,p<0.05),表明当博士生的学术参与

水平较高时,学术志趣减轻焦虑心理的作用增强。

图2 学术参与对学术志趣与博士生

焦虑心理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表6 学术参与的简单斜率分析

学术参与 效应值 标准误 p 值 置信下限 置信上限

eff1(M-1SD) 0.034 0.060 0.579 -0.085 0.152

eff2(M) -0.054 0.043 0.207 -0.137 0.030

eff3(M+1SD) -0.141 0.056 0.014 -0.251 -0.030

·52·赵金敏,等:雄心与焦虑:学术志趣何以影响博士生焦虑心理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在对相关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

理的基础上,利用2022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

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索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

的作用机制,验证了就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学术

参与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与讨论

第一,具有学术志趣的博士生处于焦虑状态的

可能性更小。这在先行研究中已得到确证,说明博

士生的入学动机及其从业意向对于他们就读期间的

焦虑心理有着重要影响[1,16]。本研究的贡献在于考

察了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具体效应,丰富

了既有文献中关于博士生个体调控焦虑心理的研究

内容。在解释学术志趣为何能够疏解焦虑情绪这一

问题上,已有研究认为学术志趣中蕴含的坚定意志

与内在兴趣可以抵消学术活动中的压力,使其形成

更具耐受力的学术心性[13,40]。对此,本研究认为当

前施行的博士生评价制度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以学

术成果为核心要素的评价制度恰好与具有学术志趣

博士生的学术目标和职业规划相适应,因此这类博

士生在就读过程体验上更带有积极肯定的意味,与
成果产出相伴的获得感与成就感也更为明显,有利

于实现内心理想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协同。与之相

对,职业目标在学术领域之外的博士生,他们的发展

需求则与目前的评价制度有所偏离,因此难以感受

到学术背后的价值与意义。学术发表等硬性规定压

缩了个体在其他领域的发展空间,为其增添了极大

的心 理 压 力,甚 至 导 致 部 分 博 士 生 决 定 中 断 学

业[41]。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度发展和产业部门对学

历的要求提高,博士生向非学术领域溢出符合社会

发展趋势[37]。然而现存的评价制度却与相当比例

博士生的人生目标脱节,导致其焦虑情绪加剧。
第二,就读满意度对博士生焦虑心理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且在学术志趣与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关

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将就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

量纳入理论模型后,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

直接影响不再显著,说明学术志趣通过正向影响就

读满意度来削弱博士生的焦虑程度。这对于已有结

论来说是一个新发现,意味着并非所有具有学术雄

心的博士生都能克服焦虑情绪,就读满意度是其中

的关键因素。博士生的就读满意度根植于对学术生

活的体验,较高的满意度意味着院校在诸多方面为

学生创造了支持性环境[42],而学术环境是预测博士

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43]。优质的博士生教育不

仅需要增进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其研究技能,还应

该为其创设适宜自身发展的学术环境、提升就读满

意度,让他们过一种有信念有幸福感的生活。目前,
博士生焦虑状态的检出率较高,这表明焦虑心理不

仅仅是个体症状,同时反映了博士生群体与学术环

境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能源于学术组织的

高工作要求、博士生的低工作控制能力[44]、学术与

生活的冲突[45]、竞争氛围浓厚、财务安全性差[46]、
导师指导风格与个体不匹配、与教师和同辈的人际

关系紧张[47]等。在这些情况下,博士生的情绪管理

成本较高,容易对学术职业失去信心,否定学术生活

及其自身行动的意义[1]。可见,提倡予以外部支持

来缓解博士生焦虑心理的干预措施仍十分必要。
第三,在学术志趣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负向影

响中,学术参与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学术参与水平

越高的博士生,其学术志趣缓解焦虑心理的作用越

强。学术参与是学生应对焦虑的策略与行动,较高

水平的学术参与意味更高程度的知识增长、更可能

产出学术成果,能从根本上降低学业压力[48]。从调

节效应的数据结果可以发现,当博士生的学术参与

度较低时,学术志趣与博士生焦虑心理呈正相关,只
有当学术参与处于较高水平时,学术志趣才与焦虑

心理呈负相关。这说明在仅具有雄心壮志但缺乏学

术行动的情况下,学术志趣不仅不能缓解焦虑,反而

会引发焦虑情绪。结合就读满意度的完全中介效应

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认为控制焦虑情绪的关键不

在于拥有学术志趣,而在于实现学术志趣。Duffy
等学者揭示了感知职业使命与践行职业使命之间有

所分离,体现为一些人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使

命,但 他 们 目 前 从 事 的 事 务 不 利 于 实 现 职 业 使

命[49]。Berg等研究者通过定性研究发现,意识到自

己未能实现职业使命的人会产生压力增加和后悔的

感觉[50]。显然上述情况在博士生教育中并不少见,
例如学生缺乏学术志趣[51];研究兴趣无法得到尊

重,不能按照个人想法开展独立研究;缺乏有效指

导,科研能力提升受限[52]。诸如此类的原因会降低

学生参与学术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引领学

术志趣朝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加剧博士生对学术

生命的不满、失望和焦虑等负面情绪。
(二)启示与建议

目前我国高校应对心理问题时往往重干预而轻

预防[11],相关研究也多从外部干预的视角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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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证明了学术志趣、就读满意度、学术参与等博

士生个体内部因素对焦虑心理有着良好的抑制作

用,这为培养单位有效预防博士生心理问题提供了

新思路。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构建多元的博士生评价体系,加强职业发

展指导。正如前文所述,以论文发表为核心要素的

评价制度只适用于少部分具有学术志趣的博士生,
与相当比例博士生的发展目标脱节。博士生的人生

志趣能否与评价制度相契合,对于缓解学生的心理

压力和焦虑情绪有着重要作用,这对改进高等教育

管理者的政策制定和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工作具有实

际意义。在不断变化的高层次人才就业市场中,博
士生就职于非学术领域的机会增多、就业条件更加

灵活,其职业规划和人生志趣也越来越多样化、个性

化[53]。“唯论文”的单一评价导向滞后于社会和市

场对博士生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不仅桎梏了博士

生的个体志趣和人生方向,还阻碍了博士生教育的

科学定位和评价制度的与时俱进。对此,博士生培

养单位需着手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加强博士生成

果认定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将专利转化、课题结

项、创新研发等应用研究成果纳入评价体系,允许不

同志趣的博士生选取适宜自身的评价轨道。此外,
博士生导师有必要关注博士生的就业市场前景和其

他产业部门的专业知识,将博士生的职业规划与发

展纳入指导范围内,为不同职业规划的博士生提供

针对性、差异化的指导,建立个体志向和学术实践之

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增强意义感、缓解其焦虑情绪。
第二,创设支持性学术环境,提升博士生就读满

意度和学术参与水平。支持性的学术环境能够直接

影响个体对学术生活的满意度和学术投入度,还会

间接影响学术个体的学术职业发展[54]。博士生培

养单位需充分认识到学术环境不仅是衡量教育质量

的指标,更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学术职业的吸

引力具有重要联系。优越的学术环境不仅体现在课

程教学、导师指导、项目资助等硬环境上,还反映在

科研氛围和人文关怀等软环境中,需要学校、院系和

导师等多重主体共同打造,在制度改革、管理服务和

指导实践方面有所分工、各司其职。具体而言,高校

应着重关注导师管理、经济资助、博士生评价等方面

制度建设,建成全方位、科学化的学业支持体系,孕
育与保护博士生的学术志趣。院校应将师门组会、
讲座论坛、学术会议等科研活动制度化,为博士生提

供常态化参与学术活动的机会,通过提升其学术能

力来消解学术压力与焦虑情绪。师门或课题组作为

博士生阶段最小的学术组织单位,导师应在保留学

生自主思考和行动空间的前提条件下,提供有效学

术指导为其答疑解惑,同时营造和谐友善的人际联

结,为博士生提供情感支持,增强学术生活幸福感和

归属感,帮助其克服负面情绪。
第三,博士生需弱化功利取向,寻求个人能力发

展。从已有研究对博士生入学动机的调查结果可以

发现,许多学生在学术深造方面掺杂着多方利益考

量,功利地计算学历能够给自身带来的最大化利益,
体现出明显的工具理性倾向[55]。在这种价值导向

下,博士生更多关注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和令人满

意的薪资等外部价值,缺乏对学术工作的内在热情

和专业认同[56]。一旦在科研过程中遭遇挫折和困

难,他们便可能出现懈怠和迷茫的情况,造成无谓的

情绪内耗和精力分散,导致其游离在专业学习之外,
引发焦虑、疲惫、精神萎靡等问题。事实上,博士生

就读经历绝不仅仅是让学生获得高学历,使其在各

类竞争中取得优势,更是将学术训练作为一种提升

思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研究能力的途径。因此,
无论学生出于何种考量而攻读博士学位,都需要以

个人能力的长足发展为终极目标,适当弱化功利主

义取向,摒弃社会环境中的焦躁情绪,学会将科学研

究、专业价值与个体的人生志趣联系起来,主动建构

与丰盈学术生活的意义,实现内外平衡、知行合一的

生活方式,从根本上遏制焦虑情绪的产生。
(三)研究展望与不足

本研究将应对博士生焦虑心理的研究视角从外

部干预转移至内部预防,希望建立起就读动机与焦

虑状态之间的学术联结,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方

向。但限于数据库本身的结构特征和文章篇幅,本
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使用课题参与、学术会议

参与和论文发表数量来代表博士生的学术参与水

平,尽管这三个维度能够反映出博士生在学业上花

费的时间、努力的程度以及学习质量,但不可否认的

是这类学术参与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的参与意愿,
同时也与博士生培养环境的资源支持有关。其二,
就学术参与和就读满意度的作用而言,目前的分析

有待细化和充实,未来的研究可针对学术参与和就

读满意度的不同维度展开更加深入的考察。其三,
受截面数据的限制,学术志趣和博士生焦虑心理的

动态变化关系无法得到体现,因此博士生焦虑心理

与学术志趣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会被忽视。本

研究根据前置性的就读动机来界定学术志趣,能够

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后续研究可基于面板数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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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展开验证。随着博士生

群体的规模扩张和生活学习环境的日趋复杂,探讨

博士生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与调控焦虑情绪意义重大

且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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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nfluenceofOnlineTeachingProblemsandImprovement
ontheWillingnessofPostgraduatestoUseItContinuously

LIWeiwei1a,XIAOMin1b,2,ZHANGYanning1b,NINGXin1b

(1.a.SchoolofPublicPolicyandAdministration;b.GraduateSchool,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an710072,China;

2.ShaanxiAcademicDegreesandGraduateEducationResearchCenter,Xi’an71007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empiricalstudyofonlineteachingforpostgraduatesinauniversity,thispaperanalyzesthe
characteristicsofpostgraduates,theproblemsrelatingtoteachingquality,andtheperceptionproblemsofpostgraduate
students,andtheinfluenceofimprovementofonlineteachingonthewillingnessofpostgraduatestocontinuetouseit.The
resultsshowthatfemalepostgraduatesaremorewillingtocontinueusingitthanmalepostgraduates,doctoralstudentsare
morewillingtocontinueusingitthanpostgraduates,theonlineteachingqualityandimprovementhaveasignificantpositive
impactonthewillingnessofpostgraduatestocontinuetouseit,theproblemsexistinginperceivedusefulnessandself-
perceptionhaveanegativeimpactonthem,whileperceivedaccessibilityhasnosignificantimpactonthem.Inordertoenhance
thewillingnessofpostgraduatestocontinuouslyuseonlineteaching,theauthorssuggestthatweshouldobservethegrowthlaw
ofpostgraduates,establishaconceptof"student-based"education,improvetheattractivenessofteaching-learninginteraction,

andenrichtheevaluationmethods.Theauthorsalsosuggestthatweshouldenlargethecurriculumresources,improvethe
qualityofonlineteaching,formulateincentivepoliciesandsystems,andpaymoreattentiontoemotionalchangesandability
constructionofthepostgraduates,soastoenhancetheirsubjectconsciousnessandimprovetheirself-directedlearningability.
Keywords:onlineteaching;postgraduateeducation;continuoususe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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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tionandAnxiety:HowAcademicInterestandAspirationAffect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

ZHAOJinmin1,ZHOU Wenhui1,2,FUMengmeng1

(1.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IT,Beijing100081,China;

2.PeriodicalOffice,AcademicDegreesandGraduateEducation,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eexistingresearcheson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 weightherelievingeffectofexternal
interventiontooheavy,butthefunctionofinternalpreventionandregulationmechanismoftheindividualsisneglected.Based
onthedataoftheChinesePostgraduateSatisfactionSurvey2022,thispaperexplorestheeffectandmechanismofacademic
interestandaspirationon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withthedegreeofsatisfactionasamediatingvariable
andtheacademicparticipationasamoderatingvariable.Thefindingsareasfollows:thepredictionofacademicinterestand
aspirationto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isnegative;thesatisfactionwithstudyplaysacompletemediatingrole
intheinfluenceofacademicinterestandaspirationon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andacademicparticipation
positivelyregulatesthedirectpathofacademicinterestandaspirationto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Onthis
account,thispapersuggeststhatinordertoprevent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thetrainingunitsshould
improvetheevaluationsystemofdoctoralstudents,providecareerplanningforthemandguidethemtoadapttodiversifiedlife
interest,soastocreateagoodacademicenvironmentfortheimprovementofthesatisfactionofdoctoralstudentswiththeir
studyandenhancetheirenthusiasmtoparticipateinacademicactivities.Atthesametime,doctoralstudentsshouldweaken
theirindividualutilitarianorientationandseeklong-termdevelopmentoftheirownability.
Keywords:doctoralstudents;psychologicalanxiety;academicinterestandaspiration;satisfactionwithstudy;academic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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