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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志趣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本文关注研究生的学术志趣,对1148名清华大学的学术型

研究生开展问卷调查,采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考察研究生学术志趣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

明,研究生的学术动机、科研投入、导学关系、导师指导、学术环境等因素均对学术志趣有显著影响。研究生

的个体属性、导师年龄、导师职称等因素对学术志趣影响不显著。为此,应从优化选拔机制、构建良好导学关

系、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等方面激发研究生的学术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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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志趣的内涵,即志向和兴趣,在教育中重要性的

表述自古有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论语•雍也》),说明兴趣对于求学的重要

性。“凡学,官先事,士先志”(《礼记·学记》),强调

志向是学习的重要前提。
学术志趣,指的是个体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和

兴趣,是学者潜心学术、琢磨学问的动力之源,是高

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高水平学术成果产出的重要基

础。国际顶尖学术大师、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戴

维·格罗斯曾说“进行科研的时候,一定要有兴趣,
否则不会走很久”[1],指出兴趣对于科研的重要作

用。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研
究生已成为代表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群体,但研

究生群体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

距[2]。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与其学术志趣密切相

关。如何激发研究生的学术志趣,是当前研究生教

育中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当前国内高等教育背景

下,探讨研究生群体的学术志趣影响因素,并分析各

因素与研究生学术志趣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

径,为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志趣是指对具有价值的理想做出承诺,是一种

结合了兴趣的志向[3],体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结合[4]。关于学术志趣,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概

念界定。陆一和史静寰认为,学术志趣与“专业承

诺”和“专业认同”的内涵相近,但比“承诺”和“认同”
的主动性和程度更深,是“是对专业领域高度认同、
非常感兴趣并且有志于投身其中成为有成就的科研

工作者的动机”[5]。王喜峰在研究中称“学术志趣是



把学术研究当成了自己终生的行为追求和价值取

向,也就是达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

业”[6]。鲍威等认为,学术志趣是一种研究兴趣和探

究取向,并侧重从内在动机的角度测量学术志趣[7]。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关于学术志趣的相关研究有限,
比较相近的概念包括专业承诺、学术忠诚和学术激

情等。连榕等将大学生的“专业承诺”定义为大学生

认同本专业,在此基础上愿意付诸努力的态度和行

为[8]。曹健将“学术忠诚”界定为认可学术研究价

值,愿意付出行动,追逐学术理想的行为倾向[9]。学

术激情则指的是个体热爱学术研究,能够从学术研

究中获得认同,愿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偏好倾

向[10]。参考学者们的研究,本文将学术志趣界定为

认同学术价值、具有科研兴趣并且立志从事学术工

作的倾向。
在学术志趣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的相关研

究较少。现有研究中,陆一和史静寰对本科生学术

志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学生的个人属性、
接受的教育内容以及人际互动等因素对个体的学术

志趣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5]。对于学术志趣的相近

概念,如专业承诺、学术兴趣、学术忠诚、学术激情

等,学者们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者开展了影响

因素方面的实证研究。
学术志趣及其近似概念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

以下几类。第一,个体属性,包括性别、年级以及感

情婚恋状况等。部分研究探讨研究者的性别、年级

等个体属性与其学术志趣之间的关系[11]。第二,学
术特征,包括学科类型、专业匹配、课程安排等学习

和科研的相关因素。学科特点对研究生的学术志趣

有一定影响,不同学科的研究生表现出不同水平的

学术激情[10]。也有学者认为课程因素对研究生的

学术志趣培养和学术成就取得具有重要作用[12]。
第三,环境因素,包括个体所拥有的人际网络和所处

的学术环境。在人际网络方面,师生、生生等人际互

动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投入、学习兴趣、志向的树立都

有显著影响。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从实证研究的

角度证明导师能力、导师指导、导师职称等因素显著

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包括研究生的学术忠诚、科
研投入、科研绩效等[13-14]。个体身边的学术榜样也

会显著影响其学术志趣,陆一和史静寰以本科生为

研究样本,证明学术领袖作为杰出榜样对学生成长

有着重要影响[5]。在学术环境方面,学术环境是研

究者在从事科研工作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支撑和影

响科研各环境的要素总和,包括科研条件、硬件设施

构成的“硬环境”,以及学术氛围、组织制度、校园文

化等构成的“软环境”[2]。良好的学术环境能激发个

体开 展 学 术 研 究 的 积 极 性,正 向 促 进 其 学 术

热情[15]。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本文关于学术志趣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基于国内

背景的学术志趣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少,针对高

层次科研人才的重要来源———研究生群体的实证研

究仍是空白。因此,本文以清华大学学术型研究生

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个体特征、学术动机、学术特

征、环境因素等对研究生学术志趣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

在本研究中,将影响研究生学术志趣的因素分

为学术动机、学术投入、导师因素、学术环境四大类,
研究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生学术志趣影响因素研究框图

动机是激发和维持有机体的行动,并将使行动

导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内部驱力[16]。本文将

学术动机界定为研究者最初选择参与科学研究活动

的心理动力。学术动机能够激励和维持研究者的科

研行为,也会影响研究者的学术志趣[17]。本研究用

两个变量衡量研究生的学术动机,一是研究生的读

研原因,即是否因对学术研究感兴趣而攻读研究生

学位;二是研究生的科研成就动机,即研究生追求科

研成功的趋向,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内部推动力量。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读研原因对于研究生学术志趣具有显

著影响。
假设1B:研究生的科研成就动机会正向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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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志趣。
研究生对于学术研究的认同感和获得感是影响

其学术志趣的重要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热情会反

映到研究生的学术投入程度上,学术志趣是研究生

在学术研究中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的支撑,一定的

学术投入也会促进学术成果的产出,从而增强研究

生的获得感,进一步巩固研究生的学术志趣,学术投

入与学术志趣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学术投入程度会正向促进研究生学术

志趣。
导师是研究生日常学术工作最重要的相关者,

对于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18]。导师

因素既包括导师的个人因素,如学术地位、学术能力

等;也包括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因素,包括导学

关系、指导方式、指导频率等。如熊斌等人认为导师

的学术能力对研究生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19]。王

健康等人通过对“211工程”文科院校研究生的问卷

调查分析后,发现导师指导对研究生学术努力程度

的影响作用显著[20]。侯志军等发现导师的指导方

式对研究生学术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13]。周文辉

则发现导师的指导频率对研究生培养作用显著[14],
但晋索灵发现指导频率对指导质量的影响作用不

大[21]。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导师职称对于研究生学术志趣具有显

著影响。
假设3B:导师年龄对于研究生学术志趣具有显

著影响。
假设3C:导师指导对于研究生学术志趣具有显

著影响。
假设3D:良好的导学关系会正向促进研究生学

术志趣。
学术环境构成了研究生学术研究的重要浸润空

间,是影响研究生学术志趣的重要因素[22]。学术交

流是现代科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研究生

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手段,对研究生培养至关重

要[23]。良好的学术环境能够为不同课题组、不同学

科之间的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对研

究生学术志趣的培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良好的学术环境会正向促进研究生学

术志趣。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于2018年5月开展,选取清华大学的学

术型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确

定样本。以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总

体,根据博硕类型和院系两个层次进行分层抽样,总
共抽取1148个调研样本,向调研样本定向发放网络

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975份,有效问卷率为

85%。有效样本中男生比例为63.4%,女生比例为

36.6%。博 士 生 比 例 为 61.2%,硕 士 生 比 例

38.8%。在学科构成上,工科为57.6%,文科为

23.3%,理科为19.1%。在政治面貌方面,共青团

员比例为46.9%,中共党员比例为46.6%。综合而

言,调研样本在性别比例、学生类型、院系分布、政治

面貌等方面的分布情况都与调研对象总体分布情况

较为吻合,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无偏性。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以学术志趣为解释变量,对于学术志趣

的测量参考陆一和史静寰设计的量表[5],结合清华

大学研究生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了学术志趣的测量

指标体系,共包含10个观测题项。学术志趣量表采

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
全同意”分别计1-5分。

相关的自变量包含学术投入、学术动机、导师因

素、学术环境等四个维度(见表1)。其中,本研究选

取研究生平均每天在学术研究上投入的时间作为衡

量其学术投入的核心指标。
学术动机用读研原因和科研成就动机两个变量

衡量。其中,读研动机为虚拟变量,测量研究生是否

将对科研感兴趣作为读研动机。科研成就动机量表

基于Deemer编制的科研动机量表[24]基础上修订得

出,该量表共包含20个题项,同样采用李克特5点

量表进行打分。
导师因素包含导师的个体因素(导师职称、导

师年龄)以及导师与研究生的互动因素(导师指

导、导学关系)两个层面。其中,“导师指导”用李

克特5点量表进行测量,评价的题项为“我的导师

在科研能力方面给我带来启发”和“我的导师在学

术视野方面给我带来启发”;“导学关系”为虚拟变

量,测量研究生与其导师之间的关系是否为和谐

的良师益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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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 术 环 境 的 测 量 上,本 研 究 主 要 参 考

PostgraduateResearchExperienceSurvey(PRES)
量表[25]中的“学术环境”分量表,结合国内高校特

点,设计了适用于测量国内高校学术环境的量表。
该量表包括8个题项,涵盖信息资源和设备、专业资

源、学术交流机会与平台、跨学科资源等多个方面。
表1 学术志趣量表以及主要自变量

因
变
量

学术

志趣

我对学术充满热情

我对学术的热情超过其他事情

学术给我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最先想到以学术工作

者自居

遇到再大的阻碍,我也愿意继续做学术

我知道从事学术会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无
论作为职业还是作为兴趣)

从事学术的想法总是存在我的脑海中

即使我现在手头没有在做学术工作,我还

是会常常想着学术

如果我生命中没有学术,我认为我的存在

就少了些意义

从事学术给我带来过强烈的满足感和

感动

自
变
量

学术投入 学术投入时间

学术动机
读研原因

科研成就动机

导师因素

导师职称

导师年龄

导师指导

导学关系

学术环境 学术环境评分

控
制
变
量

个体特征

在读学位

性别

政治面貌

健康评定
每周锻炼频次

压力大小

五、研究结果

(一)研究生学术志趣的基本情况

研究生学术志趣的总体情况如表2所示,从整

体上来看,研究生学术志趣人均得分为3.24,表明

研究生群体具有一定的学术志趣。在具体分项的得

分中可以发现,研究生群体对“学术给我带来巨大的

满足感”“我对学术充满热情”的说法认同度很高,但
对“遇到再大的阻碍,我也愿意继续做学术”“生命中

没有学术,存在就少了意义”的平均得分稍低,且标

准差较大,表明研究生群体普遍具有很强的学术热

情,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较为浓厚,但对于是否以学

术为人生志向方面则具有较大分歧。
表2 被解释变量统计数据

总体

均值

标准

偏差

我对学术充满热情 3.68 .946

我对学术的热情超过其他事情 3.121.024

学术给我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3.511.002

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最先想到以学术工作

者自居
3.191.168

遇到再大的阻碍,我也愿意继续做学术 2.921.069

我知道从事学术会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无
论作为职业还是作为兴趣) 3.441.128

从事学术的想法总是存在我的脑海中 3.141.153

即使我现在手头没有在做学术工作,我还

是会常常想着学术
3.111.156

如果我生命中没有学术,我认为我的存在

就少了些意义
2.851.214

从事学术给我带来过强烈的满足感和

感动
3.391.127

平均值 3.24 /

  (二)研究生学术志趣的相关关系

在对各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前,对各组自

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见
表3、表4、表5、表6)。结果表明,在四组自变量的

相关分析之中,学术志趣与学术动机、学术投入、导
师因素和学术环境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在学术动机中,学术志趣与研究生的读研动机

有弱相关关系,与研究生的科研成就动机呈现显著

的中等相关关系。在学术投入中,学术志趣与研究

生的学术投入时间呈现显著的弱相关关系。在导师

因素中,学术志趣与导师职称、导师年龄均不相关,
与导学关系、导师指导因素显著相关,均呈现正向的

弱相关关系。此外,学术志趣与学术环境也呈现正

向的弱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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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学术志趣与学术动机的相关性

学术志趣 读研动机 科研成就动机

学术志趣 1.000

读研动机 0.2761** 1.000

科研成就动机 0.4498** 0.4128** 1.000

  注:**代表p<0.01(两端检验),下同。

表4 学术志趣与学术投入的相关性

学术志趣 学术投入时间

学术志趣 1.000

学术投入时间 0.2507** 1.000

表5 学术志趣与导师因素的相关性

学术志趣 导师职称 导师年龄 导学关系 导师指导

学术志趣 1.000

导师职称 -0.0455 1.000

导师年龄 0.0048 -0.5752** 1.000

导学关系0.1590** 0.0397 -0.0176 1.000

导师指导0.2141** -0.1008*0.1086** 0.3806** 1.000

表6 学术志趣与学术环境的相关性

学术志趣 学术环境

学术志趣 1.000

学术环境 0.2746** 1.000

  (三)研究生学术志趣的影响因素

本文用多元线性回归检验各因素对研究生学术

志趣的影响。在控制博硕类型、性别、政治面貌变量

和身心健康状况之后,依次加入学术投入、导师因

素、学术环境、读研动机和健康评定因素,分别构成

模型1-模型4(见表7)。
共线性检验表明,4个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均值都小于2,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由回归结果可知,研究生的学术投入、学术动

机、导师因素和学术环境均对其学术志趣产生显著

影响。
在模型1中,本文首先检验学术志趣与动机之

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研究生的个体属性

后,研究生的学术动机会显著影响其学术志趣。具

体来看,不论是读研原因,还是科研成就动机,均会

正向促进研究生的学术志趣。模型2在模型1的基

础上,加入科研投入时间这一变量,结果表明,研究

生的科研投入时间对其学术志趣有显著影响。在模

型3中,进一步加入导师因素,和预期的结果有偏

差,本文观察到导师职称、导师年龄等导师层面因素

对研究生的学术志趣无显著影响,而导学关系和导

师指导正向影响研究生的学术志趣。模型4在模型

3的基础上,加入学术环境因素。结果表明,学术环

境对研究生的学术志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7 各组因素对学术志趣的多元回归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读研动机 0.126*** 0.117*** 0.116*** 0.116***

科研成就动机0.0224***0.0211***0.0189***0.0178***

科研投入时间 0.0221***0.0235***0.0225***

导师职称 0.0130 0.0152

导师年龄 0.00795 0.0111

导学关系 0.0696* 0.0646*

导师指导 0.0520*** 0.0417**

学术环境 0.0601**

在读学位 YES YES YES YES
性别 YES YES YES YES

政治面貌 YES YES YES YES
锻炼频次 YES YES YES YES
心理压力 YES YES YES YES

N 975 975 975 975

R2 0.218 0.230 0.244 0.247

  注:*代表p<0.1,**代表p<0.05,***代表p<0.01。

从学术动机来看,因对科研感兴趣而读研的

研究生比有其他读研动机(如更多的就业机会、更
广的社会网络等)的研究生具有更高的学术志趣;
此外,研究生的科研成就动机水平越高,其学术志

趣也愈加浓厚。从科研投入来看,在本研究调查

的时间范围内(每天12小时内),研究生在科研上

投入的时间越长,其学术志趣越浓厚。从导师因

素来看,导师职称和年龄对研究生的学术志趣均

无显著影响,而导学关系、导师指导具有显著影

响。与导师关系融洽的研究生相对于其他研究生

具有更高的学术志趣;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效果

越好,研究生的学术志趣越浓厚。从环境因素来

看,研究生对于学术环境的主观评价越高,其学术

志趣也越浓厚。
此外,在个体属性层面,除了心理压力,其他因

素均对研究生的学术志趣没有显著影响。个体层面

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不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

量,因此表格中不再将具体参数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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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关注研究生学术志趣,结合现有研究基

础设计调查问卷,利用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对研究生学术志趣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得到以下

一些结论:
第一,学术动机对研究生的学术志趣有显著影

响。学术动机是研究生从事学术工作的原始动力,
因对科学研究感兴趣而读研的研究生明显具有更高

的学术志趣;科研成就动机越高,研究生的学术志趣

水平也越高。因此,在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过程中,
应将读研动机作为重要的招生考察指标,优化招生

程序;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积极引导激发其科研

成就动机,成功经历对个体的成就动机具有显著影

响,应注重训练、提高研究生的解决学术问题的能

力,进而提升其科研成就动机水平。
第二,科研时间投入与研究生的学术志趣具有

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本研究限定的时间区间内,科
研时间投入与学术志趣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和

因果关系,但尚无法确认因果方向。本研究初步判

断,科研时间投入和学术志趣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

系,即更高的学术志趣促使研究生在科研上投入更

多时间精力,而科研时间的投入也可能促进学术志

趣的激发。因此,合理安排科研时间、保证足够的科

研投入,有助于培养和维持研究生的学术志趣。
第三,导学关系和导师指导对研究生的学术志

趣有显著影响。导学关系为“良师益友”型的研究生

比其他研究生具有更高的学术志趣水平;对导师指

导更为满意的研究生,其学术志趣水平也更高。因

此,要倡导构建良好和谐的导学关系,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树立、宣传尊师重教导师典范;同时,导师在指

导研究生的过程中要充分关注研究生的兴趣和特

点,注重因材施教,加强日常互动交流。
第四,学术环境对研究生的学术志趣具有显著

影响。研究生对学术环境的评价越高,其学术志趣

也愈浓厚。良好的学术环境有助于树立学术理想、
激发学术志趣,进而提升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2]。
一方面要加强硬件环境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学

术交流、注重朋辈激励,培育良好的学术软环境。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研究生学术志趣影响

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证实了关于研究生学术志趣

的相关假设,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回应。本文尚未将

学术特征、社会网络等因素纳入讨论范围,对于部分

学术志趣影响因素的具体因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这也是本研究接下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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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ademicinterestisanessentialbasisfortraininginnovativeprofessionals.Focusingonacademicinterest,the
authorsconductaquestionnairesurveyon1,148academicresearch-orientedpostgraduatesinTsinghuaUniversitytostudytheir
academicinterestandinfluencefactorsthereofwiththecorrelationanalysisandmultivariateregressionanalysismethods.The
resultsshowthatacademicmotivation,investmentinresearch,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supervisor’sguidance,

andacademicatmosphereinfluencetheacademicinterestofthepostgraduatessignificantly,whiletheindividualattributes,the
ageandtheprofessionaltitleofasupervisormatterinsignificantly.Inviewofthis,thispaperproposestoinspireacademic
interestofthepostgraduatesbyoptimizingcandidateselectionprocess,establishinggoodrelationsbetweensupervisorsand
postgraduates,andimprovingacademic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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