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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女性博士研究生群体的压力状况及疏解途径,本研究对来自于8所高校的13名女性博士研

究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基于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女性博士研究生的性别压力可分成三大核心类属,即学

习与工作压力、情感与家庭压力、人际与沟通压力。这些压力受到内在自我调节能力、外在社会支持系统以

及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为了疏解女性博士研究生的这些压力,可以从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建立社会支持体

系、提供专业心理支持、营造积极社会氛围等方面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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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部官方网站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全国在读博士研究生人数为361997人,其中女性占

比39.27%(142173人),而在1997年,全国在读博

士研究生人数为39927人,其中女性占比仅为

18.52%(7394人)。20年来,女性博士研究生的人

数和占比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该群体也从不被人认

可的“第三类性别”,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但与此同时,该群体自身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2017年10月,国际知名期刊《Nature》上的一篇研

究显示,博士研究生在求学期间普遍精神压力较大,
其中约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存在精神健康问题[1]。
2018年3月,《NatureBiotechonology》上的又一项

调查指出,研究生群体患抑郁和焦虑的可能性比一

般人群高六倍,该研究还特别指出,在该群体中,女
性比男性更容易患精神疾病[2]。

近年来,女性博士研究生在重压之下做出极端

事件的例子屡见报端:2018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

院在读华裔女博士Liu在学校的宿舍内自缢身亡;
2017年,36岁的LisaProcter博士在英国曼切斯特

的家中被发现上吊自杀;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一名即将毕业的40岁女性博士研究生,在校

园内跳楼身亡。在报道这些惨痛的案例时,“压力

大”的表述几乎都被媒体所提及。
科学研究和现实案例都提示我们,无论是中国

还是外国,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女性博士研究生们

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基于此,本研究拟采用质性

研究的方法,对女性博士研究生展开访谈调查,以了

解该群体的性别压力状况。质性研究的方法强调研

究者要深入社会现象之中,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

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情
境化的”“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3]。量化研究虽然

能够比较快捷地解释“是什么”的问题,但对于问题

的深入分析和解释尚显不足,而对于女性博士研究



生的压力研究不仅要研究“是什么”的问题,即了解

女性特征对该群体造成了哪些压力,更要分析这些

压力出现的原因以及压力疏解的渠道。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抽样与选择

质性研究最常用的抽样方法是“目的性抽样”,
即按照研究的目的来选择研究对象。本研究选择目

的性抽样中的最大差异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

抽样方法。其中,滚雪球抽样能够较快地抽取研究

对象,同时滚雪球抽样得到的样本通常是熟人介绍

而来,能够提高被研究对象的配合度。其次,本研究

的对象并非特殊人群,因而需要抽出具有广泛代表

性的样本,故选择最大差异抽样。第三,为了保证样

本的代表性,同时结合最大差异抽样,选择不同的差

异因素对样本进行筛选,兼顾年龄、攻读专业、读博

形式、情感婚姻状况等几个方面因素。
最终,研究选择了来自于8所高校的13名女性

博士研究生作为访谈对象,其中包含2名预访谈对

象,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此外,为方便行文表述,
后文暂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女性博士研究生”简称

为“女博士”。
(二)访谈提纲的编制与完善

根据研究目的,首先编制初步的半结构化访谈

提纲,并利用该提纲对2名女博士进行预访谈。预

访谈结束后,将访谈结果和被访谈者的反馈加以总

结,并与专家讨论,形成最终的访谈提纲。该访谈提

纲包括五个方面,分别用于调查研究对象的个人基

本信息、因为性别特征而造成的压力、影响压力的因

素、需要的压力疏解途径和补充信息等方面。
(三)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文件逐字转成文本文件,最
终形成11个文本文件,共计98045字。此后,将文

本资料导入Nvivo11软件进行分析:首先,结合访谈

中的笔记对原始文本进行反复阅读,给文本资料赋

予意义。其次,对文本进行登录和编码,在建立编码

和归档系统的基础上,对编码资料进行归类和深入

分析。在该过程中,Glaser和Strauss(1967)建议使

用开放式编码和持续比较法[4],前者指的是对原始

文本资料反复阅读,在文本资料中寻找有意义的单

元;后者指的是将编码的原始材料反复对比推敲,分

成不同的类属。
表1 被访谈者的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周岁)
攻读

专业

情感、
婚姻状况

备注

1 31 教育学 已婚 在职读博

2 27 材料科学
未婚,无稳

定交往对象

3 30
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未婚,有稳定

交往对象

4 37 思想政治教育 已婚 在职读博

5 29 经济学
未婚,无稳定

交往对象

6 43 哲学 已婚 在职读博

7 25 认知神经科学
未婚,无稳定

交往对象

8 35 软件工程
未婚,无稳定

交往对象
在职读博

9 29
信息与

通信工程

未婚,有稳定

交往对象

10 38 中药学 已婚 在职读博

11 28 生殖医学
未婚,无稳定

交往对象

12 30 免疫学
未婚,无稳定

交往对象
预访谈对象

13 38 管理学 已婚
在职读博,
预访谈对象

  同时,结合Strauss和Corbin(1990)的建议[5],
对文本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其中第一级编码即前文

所述开放式编码。第二级编码是关联式编码,即将

第一级编码中相同或类似的编码组合在一起,形成

具体的压力种类。通过这一级编码,使得每个压力

种类之间有着较强的异质性。具体而言,通过这一

级编码,形成了9个具体的压力种类。第三级编码

是核心式编码,即在形成了具体的压力种类之后,还
要提炼出若干“核心类属”,以便通过这些“核心类

属”将具体的压力种类串联起来,最终形成有关女博

士性别压力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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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一)女性博士研究生的性别压力类属划分

通过阅读原始资料、登录和编码以及对编码资

料进行归类和深入分析,关于女博士的性别压力,原
始文本资料可分成9种压力种类和3大核心类属。
其中,9种压力种类分别是科研压力、工作压力、就
业压力、择偶压力、经济压力、赡抚压力、师生沟通、
亲子沟通、亲密沟通。这9种压力种类又分属于学

习与工作、情感与家庭、人际与沟通三大核心类属。
具体的压力种类与核心类属划分见图1。

图1 女性博士研究生性别压力的类属划分

1.学习与工作

学习与工作类属主要涉及女博士在学习、科研、
工作等领域面临的压力。在全部13名被访谈者中,
有12人提到面临较大的学习和工作压力。具体而

言,学习与工作类属又包含科研压力、工作压力和就

业压力三个类别。其中,科研压力主要涉及做实验、
发论文等方面的压力。当前,各高校都把发表一定

水平的科研成果作为博士生毕业的限制条件。因

此,几乎所有的被访谈者在接受访谈的过程中或多

或少地提到了这方面的压力。例如2号被访谈者提

到(由于篇幅所限,每种类别仅列一例,下同):
“我们专业毕业要求发两篇SCI的论文,我们

同组的男博士至少手上都有一篇了,都不知道他们

怎么写出来的。我到现在一篇都没有,唉,愁死了。
我一个师姐也是,都博三了,才投出去一篇,还杳无

音讯,也不知能不能中,肯定要延期毕业。”
工作压力主要涉及在职读博人员,他们在攻读

学位的同时,还要兼顾本职工作。因此,受访谈的6
名在职读博女博士都提到,同时兼顾工作和学习对

她们来说也是一种压力。例如8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是在职读书嘛,要两头忙。单位领导其实不

是很支持我来读博士,我们学院的人手少,我来读博

士的话,课就没人上了,所以领导讲,你读书归读书,

该干的活还是要干的,这样我三天在单位上课,两天

在这边读书,一边写论文一边备课,累的要死。”
就业压力是指“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在博士毕业

时所面临的就业压力。在受访谈的7名“非定向”女
博士中,有5人提到该类别的压力。主要表现为对

女性博士研究生就业的不自信和对自己就业质量的

担忧。例如5号被访谈者提到:
“压力就是找不到工作。我们学校本身档次就

一般,不是211,男的还好一点,我们女的找工作就

更难了。我们前几届的男博士毕业,工作都还比较

顺利,有留校的,有去XX学院的。几个师姐就差多

了,有好几个都只能到大专做老师,还有去年毕业的

一个师姐,毕业都快一年,工作还没定呢,听说上周

她回老家的一个三本学校去面试,也不知道结果怎

么样。我马上也要面临这个问题了,各个学校新一

年的招聘都陆续开始了,我已经投了两个学校的简

历,也都没回音。”
2.情感与家庭

情感与家庭类属主要涉及女博士的情感生活和

家庭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在全部13名被访谈者

中,有11人提到面临较大的情感和家庭压力。具体

而言,情感与家庭类属又包含择偶压力、经济压力和

赡抚压力三个类别。其中,择偶压力指的是未婚女

博士由于社交圈较小、年龄增长等因素,在择偶与婚

姻方面感受到较大的压力。在接受访谈的8名未婚

女博士中,有6人坦言没有稳定的交往对象(男朋

友),因而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

力。例如12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父母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觉得女孩子干得

好不如嫁得好,整天跟我叨叨叨,一会说学历太高人

家不敢要,一会说过了30岁就不好找了,每次一打

电话就是催我找对象。我自己原本也是不着急的,
但想着,以后肯定还是要结婚的,还要涉及到生小孩

的问题,年龄大了以后,确实比较麻烦,我自己就是

学医的,高龄产妇有风险我也知道。所以,你说这事

不着急也是假的。”
经济压力指的是读博士期间收入较少或收入不

稳定,进而影响生活的压力。在受访谈的13名女博

士中,有8人都提及了经济方面的压力。例如6号

被访谈者提到:
“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孩

子随随便便报个培训班,万把块钱就没有了。我来

读博士,单位那边还要给我核减工作量,工作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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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工资就跟着少了,平时的工资就打八折了,年底

绩效又少两万。我们还要自己交博士学费,又不像

他们应届来读博士的年轻人,还能申请奖学金,我们

什么都没有。一来一去,一年至少要增加五万块钱

的经济压力。”
赡抚压力是指女博士在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方

面所面临的压力。其中又以抚育子女的压力更为明

显,在5名提及赡抚压力的被访谈者中,只有1人谈

到了赡养老人的压力。这可能是因为受访谈者年龄

普遍在40岁以下,暂未遇到赡养老人的困境。例如

1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现在压力太大了,简直都要退学了。我去年

生的孩子,现在小孩1岁多,什么事情都是我的,我

老公完全帮不上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凭什么

都丢给我,他要忙工作,我一边忙工作、一边读书,还
要忙孩子。我现在都是等孩子睡了,才能抽出时间

写论文。我现在就想小孩赶紧上幼儿园,我才有时

间忙论文。”
3.人际与沟通

人际与沟通类属主要涉及女博士的人际交往以

及人际交往中存在的压力,依据人际交往对象的不

同,该类属又包含师生沟通压力、亲子沟通压力和亲

密沟通压力三个类别。其中,师生沟通压力指的是

女博士在与老师,尤其是与其博士导师沟通的过程

中突显的压力。在所有接受访谈的女博士中,有7
人提到其与导师之间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尤其是

在博士研究内容方面与导师存在分歧。例如8号被

访谈者提到:
“我自己一直有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但导师手

上有一个国家自科(笔者注:“国家自科”指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他一直让我做他那个项目的内容。
说实话,那个方向我不是太熟悉,也不感兴趣。跟导

师沟通了几次,但他态度比较强硬。我现在就很焦

虑,不按他的要求做,生怕以后毕业受影响;按他说

的做吧,又怕自己做不下去,到时候也是耽误毕业。”
亲子沟通压力指的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问

题,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女博士在与其父母沟通的过

程中体验到的压力。在受访谈的13名女博士中,有
5人提到她们与父母之间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例

如7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爸妈总觉得女孩子读个大学,顶多再考个研

究生就够了。我跟他们说,现在读博士很正常,以后

可以在大学工作,多好。他们总想着我回老家,说回

去找找关系能安排很好的工作。还有就是催我找男

朋友,每次见面就是说,你看那谁,孩子都有了。我

现在25岁,又不是30、40多了,真不知道他们急什

么。反正就是说不到一起去。”
亲密沟通压力主要涉及亲密关系中沟通问题,

这里主要指的是女博士与亲密对象(包括男朋友和

配偶)之间存在沟通压力。在7名有亲密对象的女

博士(包括5名已婚女博士和2名有稳定交往对象

的女博士)中,5人提到与亲密对象之间存在沟通压

力。例如3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跟我男朋友感情还算稳定,不过我们最近为

了结婚的问题,也闹了挺久,他想尽早结婚,我是希

望等毕业了再结。其他都还好,说到结婚过日子,我
们意见就不一样了。他和他家都比较传统,觉得女

孩子不能太晚结婚生孩子,我都30了,再过几年就

是高龄产妇了。但我觉得无所谓,结婚生子分散精

力,还是先毕业把工作定下来是正事儿。”
(二)女性博士研究生性别压力的影响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女博士的性别压力可分

成9个种类和3大核心类属。然而,从访谈的文本

资料来看,并不是所有女博士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
例如同样是未婚女博士,有些女博士面临着婚姻压

力,也有女博士没有提及该类压力;也不是所有女博

士对压力都有着相同的认知,例如同样面对科研压

力,有些女博士认为自己难以招架,也有女博士认为

自己可以轻松应对。
进一步分析文本资料可以看出,出现这样的差

异,主要是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可分为

内、外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女博士的内在自我调节

能力,后者主要指女博士的外在社会支持系统。
1.内在自我调节能力

内在自我调节能力指的是面对压力,女博士进

行自我调节和自我疏解的能力。通过文本资料的分

析可见,内在自我调节能力的差异是影响女博士压

力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内在自我调节能力强者能

够较为轻松地应对压力,从而减少因压力而造成的

消极体验。例如11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寝室同学都说自己‘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家

人’,我是想得开的,就无所谓了。我老说,我们以后

都是做医生的,整天忙的跟鬼一样,就算结婚了,哪

有时间管家人、管孩子,医院里有句开玩笑的话,说

‘医生的孩子像根草’,你看多可怜。还不如淡定一

点。其实这么一想,想开点,我就觉得没那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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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愁什么愁呢,也不是你愁就能愁出结果的。”
然而,内在自我调节能力较弱的女博士在面对

压力时则显得难以招架,从而增加了因压力而造成

的消极体验。例如13号被访谈者提到:
“事情都只能堆在心里,要写论文要毕业,孩子

上学了也要管,老公上班也忙,找不到人可以交流。
他们年轻人有时候压力太大了,还会去学校的心理

咨询中心找心理老师聊聊,我一把年纪了,也不太好

意思去,而且也确实没时间去。最近忙毕业论文,根
本写不下去,有时候写写就在那儿发呆,好几次写不

下去了,我就一个人在书房里哭,真的,太难了。”
2.外在社会支持系统

外在社会支持系统指的是在面对压力时,能够

给女博士提供外在支持的社会系统。通过文本资料

的分析可见,外在社会支持系统的差异也是影响女

博士压力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强有力的外在社会

支持系统能够帮助女博士应对压力,从而减少因压

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例如10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老公特别给力,自打我读博士开始,家里的

事情都是他一手包办,不用我操心,真的是没后顾之

忧。专心搞学术,争取顺利毕业就行。还有我爸妈,
他们做生意,经济条件比较好,知道我在职读博,工

资会受影响,就在经济上给了我们好多帮助。你要

说压力,肯定有,科研这些压力嘛。但相比周围的博

士,特别是你说的女博士,我的压力算小的了。”
相比而言,如果外在社会支持系统不强,女博士

面临的压力就更大,因压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也就

更明显。例如9号被访谈者提到:
“根本就没人真正关心我。导师整天催我们出成

果,结果把论文交给他,每次都是这个不对、那个不

对,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爸妈也是,就喜欢打肿脸

充胖子,我就一穷学生,非要说我发展的多好多好,过
年去亲戚家非要我买这个买那个带着,我一年学校给

的补助才多少钱呀。男朋友也整天催我结婚,老说要

不休学一两年,结婚生了孩子再回来读书。没有一个

人真正关心我生活的好坏,照顾我的体验。”
3.年龄因素

除了以上内、外两点因素外,从资料分析来看,
年龄因素也会影响女博士的压力体验,13名受访谈

者中,有4名女博士都提到了年龄因素,其中6号和

7号被访谈者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描述了年龄对于女

博士压力的影响:
“我们年龄放在这了,不像她们小姑娘,一心一

意读书就好。我们这个年纪都是又要管老的,还要

管小的。再加上年龄大了,都四十多岁了,精力也跟

不上,确实还是蛮有压力的。”(6号被访谈者)
“我还小,选择的空间大,以后随便是回老家还

是留南京,还是去其他城市,我都可以的。又不像有

些师姐,她们都结了婚定住在南京,毕业也不可能去

其他地方。所以爸妈催我找对象我也不急,现在三

十多岁结婚不要太正常哦,那我至少还有五、六年的

时间呢。不急不急,现在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就行,其
他我都不烦。”(7号被访谈者)

(三)研究的效度分析

Maxwell(1992)指出,质性研究的研究效度可

以分为描述性效度、解释性效度、评价性效度和推广

性效度[6]。其中描述性效度指的是研究能否准确描

述研究的内容和现象,解释性效度指的是研究能否

准确解释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评价性效度指的是

研究者对于研究结果做出的价值判断是否合理,推
广性效度指的是研究能否推论到其他群体或领域。
本研究采用专家评价法,邀请五位专业人士(三名女

性博士研究生,一名心理学副教授,一名社会学教

授)对研究初稿进行评阅性阅读。评价采用5级评

分,其中1表示很差、2表示较差、3表示一般、4表

示较好、5表示很好,评价结果如表2。
表2 研究效度评价结果

效度

类型
检验项目

评价得分

专家1 专家2 专家3 专家4 专家5 均分

描述
对于女性博士研究生的性别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的描

述是否真实
4 5 5 5 5 4.8

解释
对于女性博士研究生的性别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的总

结和归纳是否合理
4 5 4 4 4 4.2

评价
对于女性博士研究生的性别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分

析判断是否公正
4 5 5 4 5 4.6

推广 本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大部分女性博士生 4 5 4 5 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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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建议

(一)女性博士研究生性别压力的分类

本研究旨在探讨女性博士研究生的性别压力及

其影响因素。这些压力在已有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

曾被零散提及,例如有研究从学业与科研、婚姻与家

庭、择业与就业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女性研究生的压

力和心理健康问题[7];还有研究讨论了女性研究生

的就业压力和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8];国外的研

究也发现,科研是博士生的主要压力来源,而社会经

济和师生关系亦是造成博士生压力的原因[9],但该

研究并没有明确区分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本研究

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度访谈,对女博士的压力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
1.学习与工作压力

受到社会观念、社会行业结构、女性自身生理心

理特点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在就业市场中一直处于

劣势地位,女博士也不例外。此外,尽管学习与工作

压力中的科研压力和工作压力是男性和女性所共有

的压力,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压力对于女性的影

响也更大。例如,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

数据显示,我国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数量占全国科技

人力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但女性科研工作者的科

研贡献量(例如申请并获批国家级基金、获国家级科

研奖励等)和地位(例如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比例)却
远不及该比例。可见,女性在科研工作方面确实面

临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
2.情感与家庭压力

尽管择偶、经济、赡抚三种具体压力是男性和女

性所共有的压力,但多数对于女性的影响更大。其

中,由于受到社会观念和女性生理特征的影响,择偶

压力对女性的影响最为明显。一方面,“女大当婚”
“干的好不如嫁得好”等社会观念,以及父母对子女

未来生活的担忧使得女博士不断寻求婚姻;另一方

面,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能力的下降和生育风险的

提升也催逼着女博士尽早结婚生子。然而,面临的

学习与工作压力又很难允许女博士很好地兼顾学

习、工作、生活、婚姻等多重选择。因此,择偶与婚姻

的压力非常典型地展现出女性博士研究生们所面临

的情感与家庭压力。
3.人际与沟通压力

在人际与沟通压力中,女博士所面临的压力也

较为明显。首先,在师生沟通压力方面,博士生与导

师的沟通主要集中于学业与科研内容,但如前文所

述,女博士在科研工作方面面临着比男性更大的压

力,因此围绕科研工作而开展的沟通无疑也成为女

博士的压力源之一。其次,在亲子沟通方面,受到前

文所述的一些传统社会观念以及对女性的一些刻板

印象的影响,一些父母完全不支持女子攻读博士学

位,因而容易产生亲子间的沟通不畅。再次,在亲密

沟通方面,有研究显示,女博士在择偶过程中,会主

动降低择偶对象在学历等方面的标准[10],因此亲密

交往对象可能并不完全了解女博士的学业和科研工

作,进而产生交流和沟通的问题。
(二)女性博士研究生压力疏解的建议

总结分析结论和访谈资料,对于女博士压力的

疏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提升自我调节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的高

低影响着女博士的压力体验,但多位女博士表示,她
们并不知道该如何调节。在研究生培养实践中,多
数研究生培养单位尚未形成如本科生培养一样的完

整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因此,对于博士研究生培

养单位而言,在开展学业培养和科研培训的同时,如
能建立一整套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帮助研究

生提升自我调节的能力,对于女博士群体疏解压力

将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8号被访谈者在谈到需要

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所说:
“如果学校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心理讲座之类的

活动还是蛮好的,以前上本科时倒是有心理健康课,
但那时候觉得没意思,不愿意听。现在除了蹲实验

室,什么都没有,想学学怎么给自己排解压力都没这

个途径了。”
第二,建立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支持理论认为,

外界的支持对于个体积极应对压力有着显著的作

用[11],本研究中对于女博士的访谈也印证了这一

点,即强有力的外在社会支持系统能够帮助女博士

应对压力,从而减少因压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正

如9号被访谈者在谈到需要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

所说:
“要是周围人多给我一些理解和支持,我觉得比

什么途径都有效。我们女生,特别是我们这种做研

究的女生,要求真的没那么多,压力大的时候,能给

我一句安慰,我觉得就特别好。结果我周围的人,要
么是逼我、催我,要么是给我打退堂鼓,周围都是这

样的人,你说还有什么途径能排解压力?”
第三,提供专业心理支持。当遇到压力无法排

解时,为女博士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以免发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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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所描述的极端事件显然更为重要。对此,医疗

卫生领域的“三级预防”概念或许能为女博士的压力

疏解提供一些借鉴:对于广大女博士群体,采用一般

性预防干预,即向她们宣传心理卫生知识,提高该群

体的心理卫生水平,强化“心理求助”意识;对于易患

心理障碍危险因素的亚人群,例如长期处于高压力

状态下的女博士,采用选择性预防干预,即有针对性

地开展个体或团体压力疏解的心理介入,防患于未

然;对于已经出现心理障碍的群体,例如在高压下产

生自杀倾向、精神障碍的群体,采用指征性预防干

预,通过专业治疗技术进行心理与精神干预。正如

13号被访谈者在谈到需要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

所说:
“我其实非常需要心理咨询,但是我听说外面的

心理咨询机构做的好的不多,所以不敢随便选。学

校里有心理咨询室的,但好像主要是针对本科生的,
我们这种在职博士,一把年纪了,我都不太好意思

去。如果学校能有专门针对博士,哪怕是针对硕士

博士研究生的这种心理咨询,那就太好了。”
第四,营造积极社会氛围。研究显示,社会环境

对于女性的压力与精神障碍的影响比男性更大[12]。
对于女性研究生群体的研究也提示社会环境对于该

群体心理压力的影响[13]。因此,营造有利的社会氛

围对于该群体的压力疏解同样具有一定的作用。在

访谈中,被访谈者谈及的理想社会氛围主要包括两

点,一是弹性的科研氛围,二是宽松的社会氛围。
弹性的科研氛围指的是不以发表论文为唯一评

价指标和毕业要求,例如2号被访谈者在谈到需要

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所说:
“你要说给我排解压力,我觉得无所谓,只要科

研上这种压迫少一些就行。其实你说一定要发论文

才能算合格博士生吗? 我有同学在国外读博,他们

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只要你的博士论文专家认为达

到博士水平,通过答辩就可以了。我们不说取消这

些规定,至少有些弹性吧,你如果有其他成果,不一

定是论文,比如发明专利、比如有影响力的会议报

告,我觉得都可以体现博士生的水平呀。完全用论

文来评价给我们压力就太大了。”
宽松的社会氛围指的是避免一些传统观点和刻

板印象对于女博士的影响,例如4号被访谈者在谈

到需要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所说:
“这个社会对我们女性的要求太多。家里人希

望我做好贤妻良母,过年回家我爸妈都说:‘你都快

40了,还读什么书啊,小李(笔者注:小李指被访谈

者的丈夫)那么忙,妞妞(笔者注:妞妞是被访谈者女

儿的乳名)都上小学了,把她学习抓好比什么都重

要。’单位里领导恨不得你是女强人,最好是以校为

家,天天在学校干活才好。如果大家对女性都宽容

一些,我想我们女博士也不会压力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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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ntellectualPropertyCourseReformforEngineeringPostgraduatesinthePerspectiveofQualityAssurance

JIAXiaolong
(LawschoolofLanzhouUniversityofTechnology,Lanzhou730050)

Abstract:Thecourseteachingqualityevaluationandqualityassuranceareimportantfactorsintheconstructionofthe
postgraduateeducationqualityassurancesystem.Inthepostgraduatecurriculumportfolio,thecommoncourseteachingand
qualityevaluationaremoreindependentandeasiertobeoverlookedthanprofessionalcourses.Intheperspectiveofquality
assurance,thereareproblemswiththeintellectualpropertycoursesforengineeringpostgraduates,suchasmarginalizedstatus,
inconsistencebetweencourseteachingandtheobjectivesofthecoursedesigned,andactualabsenceoftheevaluationonthe
realizationofteachingobjectives.Toreturnfromintellectualpropertylaweducationtointellectualpropertyeducation,andthen
clarifyitsteachingobjectivesandbasicrequirementsarethebasicrequirementsforthecurriculumreformintheperspectiveof
qualityassurance.Tothisend,theauthorproposesadoptionofcomprehensivemeasuressuchasrenewingcurriculumaccording
toteachingobjectives,conductingteachingdesignandteachingorganizationwithfocusonthecultivationofapplicationskillsof
intellectualproperty,andreformonteachingmethodsandcurriculumevaluationmethods,soastoensureeffectivesupportto
theeducationalobjectivesandthefulfillmentofdegreerequirements.
Keywords:engineeringpostgraduate;qualityassurance;intellectualpropertycourse;curriculum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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