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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博士生的耗损率居高不下。从20世纪末到现在,最终不能完成博士学业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50%左右。如何帮助博士生完成学业,获得学位,并转变为独立的学者,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焦点问题。
美国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博士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这些障碍的克服有赖于大学、教工和

博士生导师的共同努力。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是影响他们能否坚持学习、成功毕业并进入学

术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大学应该科学设计博士生指导活动和建立员工培训计划,以帮助博士生更好

地适应其学习和研究活动;应给博士生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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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过程中如何将学生留在学校、促进其

毕业并帮助他们持续学习(研究)一直是美国学术界

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也不例外。
据美国学者的估计,美国不能坚持到毕业的博士生

占博士研究生总数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维持在

50%左右的水平[1]366。针对这种经年不变的博士生

耗损状况,虽然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员工普遍对

博士生耗损采取无视的态度[2]21-22,甚至有学者认为

博士生耗损是美国“学术界掩盖得最好的一个秘

密”[3]296,但仍有大量美国学者就如何提高博士研究

生学业成功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本文以这些探索

为基础,分析影响美国博士研究生成功的因素,提出

降低博士研究生耗损的对策,供国内关心博士研究

生学习问题的同行参考。

一、美国博士研究生耗损状况

“博士生耗损”,也称辍学,“通常是指学生在获

得博士学位前退出其博士学习计划。”[2]22“美国博

士计划极高的学生耗损率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问

题。”[4]243从20世纪末一直持续到现在,美国博士

生的辍学率一直高达50%,维持在40%—60%之

间[5]311。较早关注博士生耗损的学者首推吉尔维斯

(J.E.Girves)和韦默鲁斯(V.Wemmerus)。根据

这两位学者1988年发表的关于博硕研究生耗损情

况的调查,接受调查对象为1977年入学的162位博

士研究生,到1984年秋天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有

85位,占到调查人数的52%[6]176。21世纪初出现

的关于美国博士生耗损的文献分析中也一致认为美

国博士生的耗损率在50%左右。[2]22-23 当然,这个比

例是总体而言,博士生辍学率随校址、学习领域和财

政援助的不同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有研究者指出,
坐落在乡村地区的大学的博士生耗损率为33%,远
低于坐落在市区的大学的68%。科学和医学领域

的博士研究生辍学率一般都低于50%[2]23。
就获取博士学位花费的时间看,根据美国研究生

学院委员会全美数据库提供的资料,那些一直坚持到

完成博士学习计划的学生中,41%的学生在7年之内

完成学业计划,57%的学生则用了10年时间获取博

士学位[7],最长的达13年之久[5]311。各种研究文献

中一个不断回响的主旋律是博士研究生的孤独感,尤
其在远距离学习项目中[2]21,[8]1。辍学的原因包括个



人因素、博士学习计划的特性、财政因素、情感压力和

家庭责任[2]23[9-10][8]1[11]2[12][13]117-137[5]317。研究表明,博
士生辍学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机构没有提供

有效的指导。实践和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持续的指

导活动和学生成绩之间有密切联系。例如,林登(J.
Linde'n)等人的研究发现,当学院职工在博士生指导

和训练方面没有接受培训时,他们不能履行督导的作

用,只是关注学生的学习任务和角色,而不是关注学

生的个人学习[14]。也有学者指出,很多学生没有做

好由学生迈向独立学者的准备,而独立研究对博士成

功是必须的[3]296。教育机构则主要通过提供财政支

持,开展各种专业发展和指导项目降低博士生辍

学率[4]243。
博士生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与顾问、学院教师

和院系主任之间的关系[1]366[4]243[15]301。然而,好的

顾问、教师或主任未必是好的导师[16]302。学生和顾

问或主任的关系可能会出现问题,导致学生转向学

院其他职工或同学寻求支持,从而中断指导过程。
导师和学生之间除了共同的目标和兴趣之外还必须

相互尊重。穆伦(C.A.Mullen)指出,禁止学院其

他职工参与指导和学生互动交流的博士指导计划本

身所具有的结构和制度缺陷会导致指导活动的失

败[16]309。吉尔维斯和韦默鲁斯的研究指出,总体

看,美国缺少研究生毕业率、学位进展或何种原因导

致某些研究生成功毕业而另外一些学生则辍学等方

面的信息[6]163。

二、博士研究生学习的障碍

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完成博士学业对任何一名博

士候选人来说都是一个必备要素。正如前文所指出

的,博士生耗损一直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

挑战。有研究指出,与博士生成功有关的因素包括

动机、自我效能、孤独感、用于完成任务的大量时间

以及博士计划的设计和特点等[11]4-5。
(一)学习计划困惑

博士生相信,关于学习计划的困惑让他们感觉

孤立无援[2]24-25。简单的困惑就能让他们产生被压

垮的感觉,以致跟不上目标进度和标准要求。裴海

托(K.Pyhalto)等人在2012年对博士生实施了一

项调查,结果表明,许多学生将自己辍学的原因归咎

于不明确的博士学业要求和自己的综合技能问题。
综合技能一般包括“学习的自我管理”“动机维持”

“自我效能信念”和“时间管理”等[11]4。
阿里(A.Ali)和科恩(F.Kohun)的研究指出,

许多学生说在他们入学时,学校提供的材料不明确,
对于如何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习没有提供足够的信

息。[2]25许多研究者和接受调查的博士研究生都强

调,博士计划与以往所经历的任何计划都不一样,需
要面临更多的智慧挑战,更多的心理要求和独立研

究[2]25,[10]。这些要求经年未变。博士计划的第一阶

段是课业,基于他们在学士和硕士学位计划的经验,
学生在这个阶段很少有不适应的情况,并且普遍感

觉在知识方面收获颇丰。博士计划的第二个阶段,
包括自我指导的论文写作和研究,对大多数学生来

说都是陌生的[3]72,[5]318。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学生

要发展成为从事独立研究工作的学者。
学生关于博士程序或要求的困惑还会带来交流

问题。交流障碍既可能存在于学生与学生之间,也
可能存在于学生与职工之间[2]27。在论文撰写阶

段,学生常常都是单独工作,只是偶尔和导师、顾问

或学院职工有交流,并且许多学院没有采取促进学

生交流的措施[2]26-27。这种孤立感可导致学生对自

己的进步和完成论文的能力产生怀疑。学生在攻读

博士学位期间会痛苦不堪,以致退出学术界[11]6。
如果有学院职工离职,学生与职工间业已形成的积

极关系就可能陷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失去顾问

或导师的学生可能会产生被遗弃的感觉[17]1655。
(二)时间要求

许多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对博士研究生学业成

功至关重要[5]316-317,“捍卫时间比保护钱包都要小

心”[18]。马丁兹(E.Martinez)等人在2013年的一

份研究发现,参与调查的5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中

有4人认为时间管理是其博士计划中最大的挑战。
学生暗示,他们优先做什么是基于日常管理和决定,
而不是根据预先做好的时间管理计划[19]。从一名

新博士转变为工作大军的一员,也需要大量的时间

并做好计划。显然,尽管许多学生并没有离开工作

队伍,博士毕业后的调整仍是必须的。
维斯特(I.J.Y.West)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参

与调查的学生中,高达60%的博士生认为时间管理

和平衡生活责任是其最大挑战[5]317。这些学生遇到

的挑战包括:全职工作,照顾家庭成员,需要看护孩

子以及财政紧张[5]317-318。福特(L.Ford)和沃恩(C.
Faughn)的研究表明,博士生面临许多家庭矛盾,因
为完成博士计划需要大量时间。许多博士的经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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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相信,博士生要想顺利毕业必须在个人事务

和专业职责,以及在最高的学术水准上完成博士学

业等方面保持微妙的平衡[17]1650。显然,家庭问题和

个人事务等等大多与时间有关。
(三)孤独感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博士生学习旅程中一直回

响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孤独感。“孤独感在博士生的

不同阶段都有发生,呈现的方式也各式各样。”[2]24

导致博士生产生孤独感的因素可分为两类。最初引

起学生感到孤单的因素是对“博士计划和要求的困

惑”。开始时对计划及其要求的简单困惑迅速发展

为“被压垮和落后的感受”,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

可能在博士计划各个阶段都存在的缺乏交流或交流

不够的问题。缺乏交流的问题发生在两条战线上: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学生与学院职工的交

流”。“缺乏交流、错误交流和交流不清晰”都会导致

学生产生独孤感[2]24。
“博士生的这种孤独感是导致博士计划耗损率

高的一个主因。”[2]21 虽然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但在设计博士计划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四)坚持性(毅力)
“追求博士学位的学生面临着与马拉松运动员

一样的挑战。”[20]完成博士学业是一个漫长而又艰

辛的过程,在这个由学生转变为学者或专业人员的

漫长过程中存在许多挑战,这些“无数的挑战”,“既
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个人问题上”[10],在这个漫

长的旅程中能不能有毅力坚持下去,并做出各种努

力应对这些挑战,是博士生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

件。研究表明,大学对博士生早期课业的重视有助

于学生完成学业[21]532,同时研究者也指出,需要更

加重视处在博士学位论文撰写阶段的学生可能遇到

的困难。因为这个阶段不同于以前的课业阶段,学
生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并检验和提炼他们的知

识”[22]462。各类研究活动和最后毕业所带来的各种

挑战都会沉重地压在这些尚未毕业的博士生肩

上[10]。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博士候选人具有坚持不

懈的精神和长时间集中工作的毅力。缺乏这种毅力

是导致许多博士生不能完成博士旅程的重要因素。

三、帮助博士研究生自我发展的策略

在博士学习期间,通过网络、分享经验、建立确

定的指导路径、共同研究和出版作品等方式对学生

获取组织技能、专业知识和经验有积极作用。既有

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帮助博士生自我发展的策略。
(一)明确导师的资格要求和职责

研究表明,教育者在博士研究生由学生转变为

专业人员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23]308 那些得到导师

良好指导的学生在这种转变中遇到的障碍较

少[23]306。导师能否为学生建立专注于技能发展和

动机激发的学习社区对学生的发展和毕业后向专业

人员的转变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导师应具有良好

的素质并尽职尽责。
1.成功的指导者的素质要求

研究者认为,成功的指导者的素质包括对学生

提供观点和驱动力上的支持,以及对学生或指导计

划投入的精力[16]302。导师的作用还包括信息和其

他资源的可靠的支持提供者、角色榜样以及社交

家[15]299。维斯特等人认为,学院的顾问可以提供三

种类型的支持:辅导、心理社会指导和网络援

助[5]318。福特和沃恩则认为,导师和学生关系中最

重要的是信任[17]1650。
2.博士生导师的职责要求

虽然学者们对博士生导师职责的认识存在差

异,但总体看,导师的基本职责还是比较清晰的。巴

恩斯(B.J.Barnes)和奥斯丁(A.E.Austin)在《导
师视角下博士生导师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导师应承

担三种责任并发挥四种功能。三种责任是:“帮助被

指导者获得成功”“帮助被指导者成长为研究者”和
“帮助被指导者发展为专业人员”。四种功能是:“合
作”“指导”“辩护”和“批评”[15]305。
90%以上的博士生导师认为他们有责任“帮助

被指导者获得成功”。这个责任要求指导者注意开

展以下五种活动:“(1)评估被指导者的各种需求,
(2)帮助他们进步,(3)帮助他们找到可以做的论文

项目”,(4)帮助他们应对失败,以及(5)帮助他们选

择委员会成员。”[15]304巴恩斯和奥斯丁指出,在他们

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导师都认为,博士指导工作

必须对某个被指导者的各种需求进行评估和调

整。”[15]304在帮助学生进步方面,导师可以“通过给

与清晰的指导和及时的反馈以提供支持”[15]306。帮

助学生“选择委员会成员”是指帮助被指导者从学院

职工中选择能帮助自己“制定学习计划、准备和完成

综合性测验、计划和实施某项研究以及完成毕业论

文”的人员组成一个委员会。“拥有合适的委员会成

员对博士生获得成功至关重要。”[1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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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参与者认为导师的主要责任是帮助被

指导者发展研究认同,成为独立的研究者”,即“帮助

被指导者成长为研究者”[15]306-307。这主要是指培养

学生制定、实施研究计划并完成研究项目的能力。
“帮助被指导者成为专业人员”在过去的几个世

纪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尤其需要“在博士

研究生时期培养他们形成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技

能”。巴恩斯和奥斯丁的研究指出,参与他们研究的

75%的受访者认为,“在专业发展方面帮助被指导者

是他们的一个重要责任”[15]307。这主要是指 “培养

被指导者的学科思维习惯”和 “促进被指导者参与

专业组织或协会的活动”[15]305。
在博士生导师要发挥的四项功能中,“合作”是

指导师和学生以合作者的身份一起工作,“两者是对

合作项目做出贡献的平等成员”[15]305。这种合作包

括在“毕业论文、参加会议、出版作品和进行实验”等
方面的协作活动[15]308。研究表明,博士研究生通过

与导师共同撰写作品、做报告等形式,可以提高研究

技能并积累知识成果[24]61。导师指导活动有助于博

士研究生的自我发展[25]。这种自我发展包括:职业

支持、工作满意、薪水、与同事的成功合作、使用不同

的表达方法和用学科特有的方式写作、以及获得博

士学位后的论文出版机会等[24]60-61。
导师训练博士研究生出版作品不只是提供撰写

研究成果的方法,还要和学生一起分享共同的研究

兴趣,并彼此一起积极合作研究[13]119。研究表明,
学生认为这种关系非常有利于提高研究和写作能

力[13]130。教授和学生可以合作发表研究成果。在

准备期刊论文的过程中,教授不仅帮助学生修改论

文,而且与学生一起分享有关审稿人及编辑偏好和

研究兴趣的信息[13]124。这些工作都有助于博士研

究生由学生顺畅地转变为学者和专业工作者。
博士生导师的“指导”功能是指“在被指导者获

得博士学位的整个过程中引领其专业发展”[15]305。
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确保被指导者“完成所有必须

的书面作业”[15]308。“辩护”功能则是指“以各种方

式代表被指导者行动,确保学生免受体制或体制中

某些人的阻挠”[15]305。有研究者指出,“考虑到博士

教育含有官僚因素,而且某些学术部门政治化严重

且竞争激烈,博士生很容易发现,拥有一个辩护者—
一个愿意在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为其利益发声者对

其成功至关重要。”[15]309导师的“批评”功能是指“当
学生的行动或行为不适当时对其作出纠正”[15]305。

“50%的导师认为,在帮助学生专业发展上,纠正不

良行为与奖励优良行为同样重要。”[15]309

为了更好地完成导师的职责,导师还要尽可能

充分地了解学生。研究表明,了解学生自身的特征

对促进博士生完成学业也有重要作用。罗斯(G.
L.Rose)的研究表明,年龄较大的学生认为自己不

需要太多的指导[26]64,女博士研究生比男博士研究

生更希望与老师形成指导关系[26]74。霍利(K.A.
Holley)和考德威尔(M.L.Caldwell)的研究表明,
少数民族学生由于缺少少数民族教师容易陷入挣扎

的境地[4]245-246。这需要大学管理者和指导教师善于

了解接受指导的学生的特征。
(二)提供多元化的指导方式

许多研究者指出,指导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持续

的有益的关系[5]319-320[16]307[27][28]1092。指导的中心任

务是给学生提供各种支持,以及采取各种角色塑造

手段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并促其成长[21]527-528。
1.选择合适的员工做导师或顾问

传统的导师指导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因素,博
士生 的 成 功 一 直 得 益 于 强 大 的 导 师 指 导 计

划[4]253[29]637。许多研究者指出,导师指导能促进学

生与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明显降低博士生耗

损的水平[2]28[4]247-248][15]301。韦伯(A.Webb)等人断

定,导师指导有许多益处,包括 “改善学生研究和批

判性思维的技能,培育工作人际关系和事业环境,以
及在做出个人的、学术的或职业的决定方面提供支

持。”[28]1091许多研究表明,博士研究生的职业确定性

与导师指导之间存在正相关,包括较少的冲突和对专

业的更大的投入[16]311[30]475[31]1373-1379[32]。
顾问和导师职责不同。一般来说,顾问执行的

是官方职能,而导师和学生之间有更深层的关

系[15]299[33]。穆伦则认为,顾问的任务是确定学生的

目标和要求,而导师则在整个博士教育过程中承担

综合教练的职责。导师可以被视为博士教练,必须

一直跟被指导者共同完成训练。然而,有时教师和

学生并没有形成重要的关系,或者双方并没有认识

到彼此关系的重要性[16]301-302。因而,有研究指出,
当学生选择某个职工担任自己的顾问或导师时,要
认真 考 虑 他 们 的 能 力 是 否 适 合 承 担 相 应 的

角色[4]253。
担任指导工作的职工不只是在课堂上进行教

学,“指导常常是可以与顾问、协助、合作、教练、修
正、咨询、引导、领导、学习、社交、支持、教学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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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使用的术语”[16]301-302。有些大学根据具体的学

科内容将学生分成较小的论文学术小组,另外一些

大学成立各种论文写作促进社区,以帮助博士生写

作论文或完成其他学术任务。“导师能为研究生做

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清晰有效的交流和诚实的反

馈。”[26]53导师要知道学生应该什么时候完成任务,
如果没有按时完成任务,要提供支持使其继续完成

他们的研究[15]299。导师还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

术社区的活动,尤其要注意在顾问和学生之间保持

通畅的交流渠道[17]1656。成功完成论文的一个关键

因素是学生和顾问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5]307-308[10]。
伦斯福特(L.G.Lunsford)实施了一项心理社

会学和发展理论的综合研究,通过对参与正式职工

指导计划的博士研究生进行调查以收集资料。资料

分析的结果表明,有些学生认为,他们没有获得适当

的指导,原因包括:转换专业、与指导教师缺少联

系[30]483-484,或选择的导师不在其学习计划中[30]485。
然而,更多的结果表明,与导师保持良好关系对他们

的职业确定性有明显的正相关[30]485-486。
海因里希(K.T.Heinrich)收集了16位博士

毕业后5年的资料。对资料的分析表明,建立网络、
与导师保持良好关系、确定新的发展路径以及确定

自己的身份等,有助于学生向专业工作者转变,并获

得良好发展[23]311。这意味着博士们一方面要充分

利用既有资源,又要不断发现新的资源,并充分认识

和利用自己的优势,才能获得良好的自我发展。皮

涅鲁(D.Pinheiro)等人的研究认为,学生与导师一

起发表作品有助于他们提高未来职业的产出能

力[24]57。泰恩(A.H.Thien)和彼奇(R.Beach)对
学生和教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学生作

者身份的强化有助于他们未来职业发展和发表研究

成果。既有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帮助学生自我发展并

成长为专业人员的有效策略[13]134-135。
2.适当利用同伴指导

虽然学者们普遍相信同伴指导能在博士研究生

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4]248,但对同伴指导效果的研

究极少[10][29]637。同伴指导计划分为正式指导计划

和非正式指导计划。前者是指教育机构指定有经验

的博士研究生作为指导者,后者是指有相同兴趣或

朋友关系的学生自发聚在一起提供指导[4]251。格里

高利(C.Gregoric)和威尔逊(A.Wilson)对两位由

于共同的研究兴趣形成了正式指导关系的博士研究

生进行了追踪研究。两位学生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

他们应对博士计划中的许多挑战[34]。哈迪约阿努

(X.Hadijoannou)等人记录了一些形成同伴支持小

组的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活动,包括对博士学习要求

的困惑和取得成功的对策的讨论等。学生领导的组

织在促进博士研究生学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

伴指导带来的经验可为其他学生提供教学、写作和

情感等方面的支持[10]。然而,格兰特-瓦隆(E.
Grant-Vallone)和恩舍尔(E.A.Ensher)的研究指

出,尽管同伴指导能为博士学习提供支持,但并不能

降低压力水平[29]640。穆伦认为小组水平的指导可

以加强学生学习和成功的动机水平[16]309。皮尔比

姆(C.Pilbeam)等人断定,学生网络对营造有助于

学生学习、团队建设、社会交往和最终博士学业成功

的环境具有重要价值[35]。霍利和考德威尔则认为,
同伴指导还有助于促进学术分享[4]252。
3.鼓励学生加入学习共同体

不只是导师的作用重要,学生在较大的学习社

区或支持者中的关系位置也同样重要。研究者说:
“我们主张学生领导的各种小组不仅在减少博士生

痛苦经验上,而且在促进博士生成长为学者上,都扮

演重要角色。”[10]博士生说:“我想如果我有一个小

组,能定期会见其他博士同学讨论我的题目,我觉得

我会做得更好。我不是说我必须在一个班或一个论

文建议小组中,但是……如果我能每月会面或每月

彼此谈论个人的工作,我认为会帮助我真正地改进

我的工作。”[22]464 的确,大量研究都表明,博士生入

学时以小组的形式开始,而且在学习过程中一直以

小组 的 形 式 存 在,则 成 功 毕 业 的 可 能 性 较

大[2]30-31[8]6[31]1378-1379。共同体模式鼓励博士生之间

互动,以便相互之间提供协助,交换信息,分享反馈,
挑战彼此,以及提升领导能力[8]2。维斯特等人也发

现,加入每个共同体的学生比非共同体学生更容易

取得成功[5]320-321。
各种论文小组可以产生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作

用[16]309。小组模式鼓励根据学院职工的专业意见

实施同伴间一对一的学习活动。但这种模式应用范

围不广,原因在于缺少机构的支持[16]302。建立真正

的联系有助于学院职工和他们的论文小组在课外交

流。但是,研究也表明,也可能由于过分强调一致性

从而对博士生成长产生负面影响[17]1647。
为确保学习共同体的工作效率,研究者认为共

同体内的合作学习应该遵循10项原则:(1)加入共

同体的成员应该有共同的、清晰的目的;(2)共同体

成员分享明确表达出来的期望;(3)注意在共同体内

创建“社区”;(4)工作过程和结果有清晰明确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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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5)必须保证个体成员对整个共同体承担责

任;(6)共同体必须建立有效的结构,确保每个成员

知道如何开展活动;(7)当某个学习问题与共同体要

完成的工作有密切关系时,保证大多数成员有参与

的机会;(8)营造利用共同体成员长处和知识优势完

成学习社区目标的环境;(9)强调个体和集体对学习

社区的责任和高参与度;(10)帮助所有学习者以最

好的方式完成他们的工作[8]2-4。
(三)加强与导师和同伴之间的有效交流

许多研究指出,博士研究生与导师、学院职工和

研究生同伴之间的交流对学生完成课业和论文工作

至关重要。完成博士学业的过程也是社会化的过

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博士学习和研究以及以

后的生活和工作都非常重要[22]463。约翰逊(D.W.
Johnson)和约翰逊(R.T.Johnson)列出了8种重

要的交流内容:(1)提供和接收与学习任务和个人问

题有关的帮助;(2)交换资源和信息;(3)提供和接收

与学习任务和团队工作行为有关的反馈;(4)对彼此

的论断提出挑战;(5)为要完成的不断增加的任务提

供支持;(6)使彼此的论断和行为相互影响;(7)发展

有效团队工作所需的人际交往和小组工作技能;(8)
学习团队成员有效合作和持续改进的技能[36]。

在这些有意义的交流中,学生与导师的关系尤

为重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研究生和导师之

间培养发展性的指导关系是决定学生能够成功完成

研究生学习计划的关键因素。”他们“需要导师的支

持,也想和导师建立紧密的联系”,这既有助于其成

功完成学业,又能为他们进入下一阶段的生活奠定

良好的基础[37]。当然,他们也需要与其他人保持良

好的人际关系,尤其应该与其博士生同学多进行建

设性交流。如果博士生能将“学院职工、同伴、高年

级学生和其他机构的学者建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发展

网络,积极地进行基于学习的交流”,意味着他们“能
成功地应对人际关系给他们带来的挑战”[22]464,可
以说,“与尽可能多掌握某种知识的人士交往,能促

进学生的学习和成长。”[22]464-465“当学生的身份由课

堂学习者转变为未来的学者时,他们可以依靠并培

植一个多元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使之成为其迫在眉

睫的学术生活的重要学习资源。”[22]465

(四)搞好博士生指导工作的基础建设

穆伦指出,如果导师所在机构不提供支持,有能

力的、成功的指导教师可能不会去当博士生导

师。[16]306这意味着学校要在博士生指导方面做好基

础建设工作。

1.优化传统指导模式

穆伦指出,传统的以学院职工为基础的博士生

指导和学生—导师专享交流的模式一直没有发生大

的变化,其质量也未受到怀疑[16]301。但在博士生指

导计划设计方面还面临很多挑战。克里斯普(G.
Crisp)和克鲁兹(I.Cruz)认为,尽管人们对博士生

指导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但仍然缺乏成熟的指导

方式。[21]540-541阿里和科恩也指出,博士生常感孤立

的问题在博士计划中也没有获得解决[2]21。
库(H.-Y.Ku)等人对一个针对国际生的指导

小组进行研究和分析。由于国际生的学习类型和语

言不同,对他们的指导面临更多挑战。库认为美国

的国际教授是优秀大使,能推动与海外组织的合作

研究。证据表明,对这些国际生进行指导有助于他

们取得成功。库等人断定,对研究生,尤其是国际生

而言,需要建立一种学术支持机制[1]375-376。
穆伦认为,指导模式或最好的实践应该包括“合

作指导、共同体学习、跨文化指导、以及电话指导和

电子指导”[16]304。其中的共同体学习是指在导师的

领导下建立学习社区共同体,为学生提供信息、资
源、指导和学习支持,帮助学生与社区的其他成员建

立良好的关系,为学生提供机会积累和分享经验、教
训和智慧。合作指导、电话指导和电子指导则是通

过不同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都是帮助学生成长

的重要方法。
机构奖励能鼓励导师改进工作习惯并与博士生

建立有意义的关系[15]312。每年对成功的指导教师

进行褒奖有助于员工感觉到被认可[16]307。但对博

士导师来说,最大的回报是看到自己的投入在学生

完成学业并成为学者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自己的学

生在学术和发展上展现出他们的良好的技能和能力

是导师指导成功的标志。
2.合理设计博士计划

学生对博士计划的兴趣随着由入学到毕业的漫

长时间推移会逐渐降低,并导致学生不再对不切实

际的学术研究抱有幻想。在有些大学里,这种幻灭

可以通过设计更严谨的计划来消除。这类计划在学

生整个求学期间为其提供各种指导和安排,同时也

为毕业后的生活做好准备[38]。努尔米(J.Nurmi)
和萨米拉-阿罗(K.Salmela-Aro)建议,设计博士计

划时应确定可以完成的目标,为学生提供定期指导,
学业中期进行适当调整,让学生认识到不断进步,不
断减少挫败的特征[39]。史密斯(C.Smith)则提议,
可以使用真实记录学生挫折和挑战的日志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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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工具以帮助学生减少挫折感,使学生有能力

完成学业计划[40]。
将学术生涯视为一种旅程,并让学生认识到随

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上都

能获得持续发展,许多负面特征会消失[23]309。毕业

后与导师合作研究或共同撰写著作论文等也有助于

博士生从学生成功过渡到专业工作者。根据泰恩和

彼奇的研究,大学设计的指导计划中,在学生攻读博

士学位期间给学生配备教授做一对一指导是学生转

变为专业工作者的关键。教授们可以运用建立自信

的各种方法帮助学生,并与学生共同发表论文和出

版著作,以帮助学生成功完成这种转变[13]117。
3.营造有利于学生成功的大环境

博士计划要成功地转变为一种强调指导和伙伴

互动的模式,需要大学的领导者建立合理的架构以

营造有助于博士研究生取得成功的大环境。研究表

明,在博士指导计划中,如果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需

要在课外环境中为学生提供额外帮助,有助于学生

成功[41]39。每周通过电话会议的方式和学生交流也

是大学指导教师帮助博士研究生的重要方式[41]37。
尤因(H.Ewing)等人的研究表明,强调支持和

对话的博士计划可将博士研究生毕业率提高到

73%[42]。每周举行交流会鼓励学生分享成功的经

验和遇到的挑战也是帮助学生的常见方式。研究者

指出,为促进学生学习,在交流中要让学生非常舒服

地在整个集体中与同伴充分分享他们博士旅程的方

方面面。导师应该鼓励学生参加这种分享活动。此

外,还应该鼓励小组成员合作,并承认以小组合作为

基础取得的集体成绩[43]。
创建优质在线学习社区对博士研究生发展也有

益处,但面临许多困难,需要负责任的教育者为学生

的成功搭建人际交往和密切交流的平台[44]。同时,
接受指导博士生的员工除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外,
还必须了解大学的核心使命,考虑到大学博士计划

附属员工人数的日益增加,这会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这种挑战要求大学领导者有能力激发员工成为最好

的指导教师,为博士研究生学习成功提供必须的资

源、指导和支持。

四、结论

教育者希望所有博士研究生都毕业,然而,只有

那些成功走完这个旅程的学生才知道其中的挣扎、
孤独和艰辛。必须得承认,不是每一个博士研究生

都能毕业。博士级别的工作是学术的最高形式,从
一开始就要求精心谋划个人的生活道路,意味着要

攀登陡峭的学术高峰,并展现各种学术技能。由于

博士教育的本质,这个旅程常常伴随着孤单和孤立,
既是个人的旅程,也是各种技能的终极体现,这些初

露头角的学者要完成的任务,与以前经历的任何成

就相比,都需要更多和更苛刻的要求。
学生在博士旅程中的经验对其成功至关重要。

博士计划允许学生建立同伴和学习社区关系或支持

网络,为学生选择导师,帮助其发展各种技能及提供

各种资源,最终成功完成博士学业。和传统的课堂

教育模式不同,博士生常常需要学会和掌握人际交

往、专业发展和学术成长的新方式,这是一种更强调

整体的个人教育引导过程。影响博士生继续学习并

获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来自学院职工

的有效指导,尤其要精心设计指导和员工培训计划,
以促进学生完成学业并在毕业后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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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octoralStudentsAttritionanditsCopingStrategiesintheUSA

JINChuanbao

(SchoolofTeacherEducation,QiluNormalUniversity,Jinan250200)

Abstract:TheattritionrateofdoctoralstudentsintheUSAstayshighandhasremainedataround50percentsincetheendof
the20thcentury.Howtoassistdoctoralstudentstocompletetheirschooling,gainingdoctoraldegrees,andbecoming
independentscholarsisacommonconcerninpostgraduateeducationintheUSA.Manyresearcharticlescompletedby
Americanlearnersshowthattherearemanybarriersinthedoctorallearningandresearchprocess.Dealingwiththesebarriers
reliesonthejointeffortsoftheuniversities,thefaculties,andsupervisors.Agoodrelationshipbetweendoctoralstudentsand
theirsupervisorsisanimportantfactorfordoctoralstudentstofulfilltheirstudy,graduatefromtheuniversityandstarttheir
academiccareer.Basedontheanalysis,thispaperproposesthatmoreactivitiestoguidedoctoralstudentshouldbedesigned
properlyandabettertrainingprogramshouldbeestablishedsoastohelpthemadapttotheirstudyandresearch.Thispaper
alsosuggestsmoresupporttothestudentssoastoassistthemtobequalifiedscholars.
Keywords:doctoralstudent;doctoralstudentattrition;doctoralmentoring;doctoral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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