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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六位在读理工科女博士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她们的学习动力.研究发现,女博士

的学习动力在于主观认同:她们的志业、志趣在此,其品格支撑她们坚持完成学业,她们用学术经历与成就昭

示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结果不仅可以为在读女博士或是打算读博士的女性提供

范例,鼓励她们做出选择并坚定自己的想法;还可以引导人们客观、公正地看待女博士这一群体,深入理解男

女平等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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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

入推进,大学生就业难、高质量就业更难的问题日益

突出.缓解就业压力、获得高质量就业之门径是当

下许多大学生读研究生的动机所在.在就业压力前

冠之以“女性”二字,用“难上加难”来形容一点也不

为过.那么,女性读博士真的是为了就业而作出的

无奈选择吗?
男女平等作为我国基本国策,在各个领域都已

深入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女性受教育比例不断

攀升,以处在教育系统最高层次的博士教育为例,女
生比例也已接近半数.然而,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

认为,中国妇女的进步是拜政府所赐,因政策之推

动.其实,男女平等深层次的涵义并不仅仅在于相

关数据和比例的大致相当,关键还在于唤醒女性作

为独立个人的自主意识.女生读博士是被动的选择

还是自主意识的呈现?

虽然,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性与男性在

追求学术梦想的道路上也逐渐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机

会[１],然而,女生读博士还要面对一些偏见、陋俗.例

如三高(离婚率高、自杀率高、发病率高),另类(性情

异化,性别异化)的标签[２],可见当下的中国社会还不

能以平常心看待女博士.此外,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存

在着明显的专业性别分隔,形成了所谓“男性学科”
(计算机、数学、物理等)和“女性学科”(语言、人文、社
会科学等)[３].在传统男性主导的学科领域中,特别

是科学、数学、工程、技术专业[４],女性所占比例较小,
人们据此形成理工科专业不适合女性、女性也不具备

学习这些专业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刻板印象.
女生读博士,其内心的感受如何? 自我认知如何?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选取在读理工科女博士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访谈的形式对她

们的个人经历作深入了解,探究理工科女博士的学

习动力是什么.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在读女博士或

是打算读博士的女性提供范例,鼓励她们做出选择



并坚定自己的想法;还可以引导人们客观、公正地看

待女博士这一群体,从而从更深层意义上理解男女

平等的意蕴.

二、研究方法

本文关注理工科女博士的就读体验和心理动

态,通过她们的成长经历探索、描述、分析其学习动

力,为更好地呈现出女博士的经历、解读她们的心路

历程,笔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选取研究对象,共进行两

次抽样:第一次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在T大学和P
大学中随机选择１３名在读理工科女博士作为访谈

对象,分别进行访谈.第二次抽样根据第一次抽样

的访谈结果,参考年级、专业等基本信息,选取最具

代表性的６名女博士作为最终的研究对象(表１),
进行回访.

表１　二次抽样理工科女博士信息汇总表

编号 年级 专业 方式 城乡 是否独生 婚恋状态

A ４ 力学 硕博 县城 １弟１妹 恋爱

B ３ 化学 硕博 城市 独生 恋爱

C １ 化学 直博 县城 １弟 恋爱

D ２ 力学 直博 城市 独生 单身

E ２ 水利 硕博 县城 １弟 单身

F １ 水利 直博 县城 １弟 恋爱

　　访谈法是本文使用的最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
第一次抽样访谈为正式访谈,采用开放式访谈提纲.
主要问题为:①为什么选择理工科专业? ②为什么

选择读博士? ③自己的学习动力是什么? 通过所获

信息进一步聚焦研究对象.第二次采用半结构式访

谈提纲,围绕家庭环境、教育经历和个性心理三方

面,从访谈对象的个人经历出发,根据她们的叙述内

容分析受访女博士学习动力的来源与影响.除此以

外,本文采用实物收集法作为辅助方法.研究主要

通过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收集相关信息,如女博

士发布的动态、心情、想法等,了解她们的学习与生

活状态.
在分析资料时,采取类属分析与情景分析相结

合的方式解读访谈资料,力求全面、深入.

三、问题分析

(一)并非无奈之举,而是主观认同:从职业到志业

女博士 A 坦言:“其实一开始归根结底是想找

到一个好工作.”考研成功后,A 被调剂到力学专

业,专业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就业的困扰,A
认为跨专业的硕士文凭在求职时无论偏向哪个专

业,都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实验室的硕士生在求

职过程中,男生比女生更容易签到工作,这与本科毕

业时的求职状况如出一辙,她认为更高的文凭才能

给女生明显的优势.加之她更偏向去科研院所或高

校工作,博士文凭不仅是准入资格,也可以带来更好

的发展前景.“找到一个好工作”促使 A 做出读博

士的选择,这与父母坚信的“知识改变命运”的传统

观念不谋而合.然而一次参加面试的经历让她重新

考虑了自己的想法,有的 HR在面试结束以后会委

婉地表示男生更适合这一岗位,录用男博士或同组

的男硕士.甚至有人在面试时直接发难:“你一个女

孩子来这里做什么?”这让她充满了挫败感,也让她

发现高学历有时只是一个准入资格,并不能完全改

变求职困境,也就是说,高学历和好工作之间并没有

必然对应的关系,真正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的,是经

受高等教育后,自身具备的能力与品格.
在学历与工作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打破后,她着

眼于自身,看到了自己的转变.她意识到读博士的

过程本身就伴随收获,这样的收获是隐性的、微妙

的,蛰伏在一个人身上,一方面体现为能力的提升,
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调节的能力和人际交往

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为观念上的转变,除了由被动变

为主动的学习态度,从学生到研究者的角色意识转

换,还有从“读博士为职业”到“视博士为志业”的转

变,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读博士这件事本身就是

‘有意义’的,我慢慢地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也愿

意在未来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把它当作一种志业,这
是我心甘情愿的.其实,在读博士的时候,很多人就

默认了今后的生活就是这样.现在实验室的科研生

活实际上和工作以后差不多,所以我也就会有意识

地适应、习惯这样的生活.”
女博士 A身上或多或少有着其他人的缩影,她

们读博士的起点可能跳脱不开对于职业的获取,但
是终点却指向志业追求.正如 A 自己所说:“读博

士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自己得坚定,如果只是因为逃

避硕士毕业工作的压力,后期会特别痛苦.”读博士

是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一观点让 A实现从“职业”到
“志业”的转变,她不再局限于就业这件事情,而是有

意识地去适应科研生活,将之作为自己未来的生活

习惯,并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选择.
(二)并非被迫接受,而是主动选择:从兴趣到志趣

女博士B在本科期间就开始进入实验室,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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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相关知识和做实验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能够通

过实验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这激发了她的兴趣:
“对于所学的专业知识,总觉得能多学点就多学点,
读博士的话理解也会更深入一些,我想要去尝试把

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因此,B选择

了硕博连读,硕士处于本科和博士的过渡阶段,学制

一般是两年半到三年,在这期间要完成必修课、发表

论文、实习和找工作,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去深入学习

和做科研,而且硕士的学习内容相对博士来讲较为

宽泛,难以聚焦并深入到一个知识点,读博士恰恰可

以满足她对于专业知识深入学习的诉求.在博士期

间的专业训练下,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获得了提升.在参与横向项目时,她可以

更好地学以致用,在专业领域中做出一点贡献:“用
自己掌握的知识理论,创造出真正地能为生活服务

的新产品、新的物质,或者优化某种材料的性能去解

决实际中的问题.虽然可能只是微小的贡献,但是

我发现自己对这个专业甚至是社会,还是有一定的

价值.”
女博士C从高中开始就喜欢化学这一学科,本

科期间做实验时被一些有意思实验现象吸引,她确

信化学是一个神奇而有趣的学科,学习和实验并不

枯燥乏味,科学研究也是件充满魅力的事情,因此自

己愿意探索下去,就顺其自然地读了博士,想要通过

深入的学习更加了解所学专业和科研:“我们通过实

验研究得出了具有意义的成果,而且只有我们做出

来了,才会有一种自豪感,但是不止于此,我还想通

过研究来提高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对专业

领域和相关的研究有兴趣,我就会有探索下去的

欲望.”
女博士F选择水利作为具体学习方向是受到

了一位授课老师的影响:“她是我们讲课最好最清楚

的老师,我对她很崇拜.她跟我说她把她的一生都

奉献给水利,她不后悔.”老师对于专业的热爱触动

了F,她很好奇,什么样的专业能够让一个人无怨无

悔,这激发了她对于所学专业的兴趣,也希望自己能

够成为像老师一样的人.读博士一年后,她依旧清

楚地记得自己在保研面试的时候说道:“我热爱水利

这个专业,希望能够在这个行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学习兴趣是学习活动

的重要动力.”对于知识、对于科研、对于专业的兴趣

让她们做出读博士的选择,心甘情愿地让自己花费

几年的时间,精神饱满地走在名为科研的路上.在

这一过程中,她们带着自己的兴趣,通过知识的学

习,在专业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怕只是一点改

良、只是微小的进步,都会让她们心满意足并且认可

自己的选择.此时此刻,兴趣已转化为志趣,成为支

撑她们完成学业的动力.有人说:“博士就是那群不

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这个专业的人.”因为兴

趣,她们乐在其中;因为志趣,她们无怨无悔.
(三)并非犹疑不决,而是主意坚定:从性格到

品格

１．要强

在谈及个人性格时,受访女博士提到了自己有

“要强”的一面:
“大家都觉得女孩子不擅长理科,所以最好学

文,班主任也建议我学文.我当时是拧着一股劲的,
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学文科,所以我就选择了理科,我
觉得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也能学好理科.”(A)

“现在实验室里有一种大家都赶着要提前毕业

的感觉,周末也会像平时一样在实验室待到很晚,我
会有压力,但是也可以说在科研的劲头方面,他们会

激起我的好胜心,给我一个带动作用,我是不想落后

于人的.”(D)
“大家都认为女孩子读博士很吃力,我自己的话

本来心理上就有些争强好胜,所以一定要完成读博

士的目标.”(E)
在传统观念里,女性所具有的气质决定了她们

与知识、科学相隔离,性别常常作为个人能力的判断

标准.虽然受访者承认男女生之间体力和思维上的

差异,但是并不认同将这样的差异作为评判孰优孰

劣的依据,只是术业有专攻,各有所长而已:“虽然化

学是理工专业,但是因为女孩子比较细致,也就更擅

长做分析这个方向,这边还是女多男少.”(B)甚至

有时,女性的性别反而是一种优势.相较于男性,女
性无需负担太大的经济压力,这足以让她们专注于

科研本身.C表示:“虽然企业招聘对男生更友好,
但是整个社会对女生的要求会更友好,比如说在赚

钱的方面不会对女生有苛责.”D说身边的女生,不
管有没有结婚,在成果快慢、是否延期的事情上可能

没有那么的着急:“但是男生不一样,他们还有经济

压力,真的是非常的焦躁,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到赶紧

发论文、赶紧毕业、赶紧走.”
受访女博士处于性别差异被淡化的家庭环境与

科研环境中.父母尊重她们读博士的选择,为她们

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支持与鼓励,并且没有重

男轻女的思想;导师对学生的评价来源于他们在科

研活动中的总体表现,以学生的实际科研能力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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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作为标准,做到客观、公正地看待每一位学生;
此外,实验室也能够形成一个男女平等、公正和谐的

氛围,没有谁会刻意强调性别是科研能力的影响因

素,也没有谁会突出女博士的特殊性.
在受访者看来,“要强”不是用严苛的要求绑架

自己,也不是通过攀缘对比拔得头筹,而是积极向上

的进取心.大多数人认为理工科是男性“擅长”的领

域,女性在此从事学习和科研活动时,往往伴随着质

疑与戏谑等“不信任”.因此,女博士们以积极进取

的态度,通过不懈努力取得成果,证明在理工科领

域,自己身上也具备“擅长”的特质、具有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并产出成果的能力,从而获得认可.B认为:
“男女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是各有所长,不存在‘优
劣’或是‘适不适合’之类的绝对划分.”C也表示:
“每一个不断进取和努力的人都应该得到认可,这是

没有性别之分的.”这也是一种为女博士正名的

表现.
２．自尊心

近来一个名为“娶妻当娶女博士”的脱口秀走

红.其中一句“没有paper的女博士就像没有子嗣

的皇妃”,引起了 E的共鸣,在转博士以前,E只知

道博士毕业的要求是两篇SCI,但是不知道要达到

什么标准、经历怎样的过程.然而,两年的博士生

活,让E真正感受到了科研方面的压力.“有一次,
即将录用的论文被退稿了,这是我最失落的一个点.
另外,博士论文里有个问题不知道怎么突破,这个事

情一直悬在脑子里,精神一直紧绷着,你没有办法放

开它.我会一直想着算法,走路的时候也一直思考,
过了元旦整个人就塌了下来.”面临科研难题,E毫

无头绪,始终无法突破瓶颈.在情绪处于低谷时,她
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读博士,
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继续读博士.根据相关规定,
如果硕博连读期间可以申请降级,通过答辩领硕士

文凭.但是,她马上打消了放弃的想法:“开弓没有

回头箭,除非选择降级,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很丢

人,我是不会的.所以还是会赶鸭子上架,继续坚

持,一定要往下走,没有回头的道理.”E坦言,自己

坚持读博士有一定的原因是“自尊心在作祟”.
选择直博的话,甚至没有申请降级转硕士的机

会.F表示,自尊心让自己有动力坚持读完博士:
“很多人都知道了我要读博士,也在关注我.我会有

种破 釜 沉 舟 的 感 觉.不 想 丢 人,也 不 想 让 他 们

失望.”
于她们而言,博士学位不仅是一纸文凭,也是自

己多年努力与付出的证明,体现了自我价值.而且,
在女博士学习的历程中,会有一些知情人在审视她

们,关注她们最终能否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因此,为
了让自己多年的心血不付之东流,不让别人“看笑

话”或是对自己失望,在自尊心的影响下,坚持完成

学业.

３．坚定

性格坚定能够让女博士不受他人想法干涉和社

会言论影响,遵从内心的想法.一方面表现在女博

士的想法不会因外界影响而改变.一直以来,女博

士被当作“第三种人”,“女博士被诈骗８５万”“女博

士难觅佳偶”等负面新闻也深化了女博士呆板、另类

等刻板形象.然而,受访者表示,这并不会影响到自

己坚持读博士的想法:
“我比较坚定,不会受到网络上的想法和社会上

的言论的影响.”(B)
“女博士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别人

的想法,不会影响到我的价值观.”(C)
“新闻都有夸张的成分,我会选择无视,不会让

它影响到自己.”(E)
选择读博士意味着要面对和解决科研、生活等

多方面的问题,这并不是件容易事.当别人给自己

“打预防针”时,F表示自己并不会知难而退,A则自

信地认为可以克服困难,并表示别人不会影响到自

己的决定.“大家都认为女生读博士很难啊、女博士

很奇怪之类的,其实我倒挺想成为第三种人的.”D
表示自己毕业以后还要换个专业读博士,这正是她

意志坚定的写照.
另一方面表现在女博士通过给自己心理暗示来

强化自己的想法.D将读博士当作自己一定要完成

的事情,常常告诉自己要努力达成这个目标.E表

示自己有很坚定的想法和信心:“我总会告诉自己,
读博士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我的付出值得一个满

意的结果,所以中间有任何困难我都会努力克服.”
女博士往往在心理气质方面既具备男性气质的

长处,又具备女性气质的优点[５].受访女博士可以

像一些男博士一样作为项目组的负责人组织进行研

究实验,有时也要亲自动手搭建试验台甚至将实验

室当作宿舍,为了记录数据或是优化模型不眠不休.
她们所表现出的坚强、坚定等特质一度被认为是男

性所具备的气质,她们在研究过程所体现出的逻辑

思考、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等也被认为是男性的专

利.这些“公认”的男性优势恰恰体现在女博士身

上,在长期的科研生活中,成为她们所具备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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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不难看出,受访女博士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做出

读博士的选择,她们坚持下来的原因都在于主观意

愿,即读博士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如图１):一
方面,读博士能够带来收获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受

访者出于自身的兴趣或职业需要做出了读博士的决

定,在读博士的过程中,她们发现博士期间的学习的

确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的结果与其出发点吻

合:在B、C、F看来,通过读博士,她们可以掌握更多

的知识技能,胜任相关专业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延

续自己的兴趣,还可以在专业领域中贡献一份力量

使得兴趣升华为志趣,这就是有意义的事情.A、D、

E则认为,在读博士的过程中,她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自身能力的提升和内心的坚强,读博士不仅能够让

自己具备竞争力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还可以让

自己为日后的科研生活做准备,将职业作为志业来

对待,这件事就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女博士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逐渐认可

自己的决定,这也是自我意识的呈现.受访者性格

中要强、自尊、坚定的底色让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

么,通过审视自己确定能要什么,然后坚守自己的决

定,这反映了她们在人生态度和事业选择上的独立

自主,也就会心甘情愿地对此付出、努力.她们抱有

图１　女博士的学习动力最终指向主观认同

的期待、投入的时间、倾注的心力赋予了所做之事的

意义:“正因为你在玫瑰上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

瑰如此重要.”因此,对于读博士这件事情,女博士表

示不会放弃,也不会后悔.尽管她们清楚,在读博士

这条路上走下去实属不易,但是她们相信“北海虽

赊,扶摇可接”“尽吾力而不能至,可以无悔”.经由

性格强化的主观意愿让她们能够克服所有可能的困

难,习惯于博士期间的生活,就像尼采所说:“一个人

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

生活.”
综上,女博士的学习动力在于主观认同:她们的

志业、志趣在此,她们的品格支撑她们坚持完成学

业.她们的选择并非是迫于就业等压力的无奈之

举,她们的决定也不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和改变.
可见,女博士用学术经历与成就昭示着女性自我意

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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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记

本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某些女生的内心之

惑,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升华她们的认识.选择读博

士往往意味着选择将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科学研究既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又可以作为一

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是满

足任何精神需要的工具[６].科研作为博士生学习生

活的一部分,渐渐成为了博士的生活方式.他(她)
们在科研过程中养成的习惯和品质,能够摒弃不经

批判的想法,拒绝不证自明的结果,对前人的智慧成

果分析、反思,对约定俗成的结论加以质疑,最终形

成“研究性思维”,用这样的独特角度审视生活别有

乐趣,从而坚信觉醒与思考是人生的价值,这恰恰是

在科研过程中所能真切体会到的.黑格尔用“密涅

瓦的猫头鹰”代指研究工作,他认为选择学术研究这

条路,就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贫寒,甚至还要承受

被遗忘、被嘲笑的结果.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

种生活态度,而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性别门槛的.
读博士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感情色彩的,事实

上,随着学历层次逐渐升高,性别不再是判断个人能

力的影响因素,读博士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个人志

趣、志业有关.尽管无法否认一些事情在完成度上

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但是读博士绝不在其中.
面对读博士这件事情,女性需要考虑的不是女性是

否适合读博士或学习相关科目,而是要考虑作为独

立个体的人,自己是否愿意去读博士、能否适应科研

生活并乐在其中,即是否有强烈的主观意愿选择并

坚持完成学业.
不仅仅是读博士,女性在寻求自身发展与提升

的过程中,应当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选择,只有这

样才能够打破传统观念与世俗偏见的藩篱,解放自

己的思想.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

标准,我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政策

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人民追求美

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

成真的机会.中国将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
现人生理想和梦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女性解放更

重要的是从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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