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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导关系对博士生的专业学习和成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244名在校博士生进行问卷调查,考
察了导师指导功能的影响因素和结果。调查数据表明,博士生的个人特征依恋类型和博士生所感知的与导师的

深层相似性与博士生报告的导师指导功能显著正相关,而且博士生报告的导师指导功能与博士生的专业承诺

水平和对指导关系的满意度显著正相关。文末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研究的启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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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心理学家Levinson宣称“职业生涯早期缺

乏导师的指导就如同人生的幼年缺乏父母的养育”,
并认为指导关系能为职业发展初期的年轻人提供丰

富的学习资源和榜样、在其自尊和工作认同感的发

展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1]。博士阶段作为从学生身

份向专业技术人员过渡的重要时期,博士生导师的

指导功能尤显重要。西方的指导关系理论指出指导

功能受到徒弟个体特征、导师特征、师徒配对状况、
组织特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2],然而既往的研究却

忽略了对徒弟的依恋风格和徒弟对师徒配对的感知

的考察。鉴于此,本研究将以博士生为调查对象,对
博士生导师指导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和路径进行

实证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指导功能

指导关系,也译作师徒关系,一般指资历较深或

经验较丰富的年长者(导师)对资历经验较浅的年幼

者(徒弟)给予工作技能和生涯发展指导与支持的人

际关系。指导功能(mentoringfunction)是指导关

系具有的直接功能,是导师帮助徒弟所展现出的全

部行为[3]。指导关系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累积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工作场所中的企业导师制、青
年导师制和学生-教师组合的学术导师制三个领域。
指导关系理论涵盖了指导关系的发展过程和阶段,
以及指导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和作用机制。徒弟

的职业生涯成功可以说是早期指导关系研究最为关

注的一种徒弟的远期收益。此外徒弟的胜任力、个
人学习、职业承诺、职业满意度等也是重要的职业相

关结果变量。

Kram通过对组织中师徒样本的深度访谈,于

1985年提出指导功能体现为赞助、展露、教导、保
护、挑战性安排等职业发展功能与接纳和认可、咨
询、友谊、角色榜样等社会心理功能这两大方面。

Scandura[4]于1992年提出角色榜样是独立的维度,
相应地指导功能应由职业发展功能、社会心理功能

和角色模范功能这三个维度构成。
对研究生的教育来说,导师指导是学生专业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导师能提供知识、支持,并
提供学术指导(如课堂表现,学术技能培养)以及非

学术性指导(如个人、身份问题)。学术指导可以提

高研究生学术成就,学术生产率,专业发展,身份认

同,学术持续力和心理健康等。导师作为榜样,还可

为学生提供他们所选职业的现实预览。Paglis等[5]

曾在美国24个院系的357名博士生中进行了为期

5年半的纵向研究,在控制了入学时的学习能力和

学习态度后,仍然发现了指导关系的积极结果:指导

功能与博士生的学术生产率和自我效能显著正相

关。正如 Waldeck等所说“合到一起,这些个人的

和专业的帮助促进了徒弟的职业发展”[6]。
(二)依恋类型与指导功能

成人有四种依恋类型:安全型、痴迷型、恐惧型、
疏离型。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感情上很容易接近他

人。痴迷型的个体希望在亲密关系中投入全部的感

情,但经常发现他人并不乐意把关系发展到如自己

期望的那般亲密。恐惧型害怕与他人发生亲密接

触。疏离型即使没有亲密关系也感到安心,不喜欢

依赖别人或让人依赖。

Gormley指出指导关系是一种从高度有效到高

度机能失调的亲密关系,大多数位于中间位置;“依
恋理论特别适合帮助我们理解指导关系的有效与失

调,因为它考虑了亲密关系的复杂性”[7]。高回避依

恋倾向的个体报告称难以从大学导师那里寻求帮

助,对潜在的支持者的信任度低[8]。Allen等的研

究发现焦虑依恋型徒弟在指导关系中不太可能寻求

和接受反馈[9]。Wang等的研究则表明导师和徒弟

的依恋回避特征和将来导师较少为徒弟做出指导有

关,导 师 回 避 与 徒 弟 报 告 所 接 收 到 的 指 导 呈 负

相关[10]。
由于博士生和导师间的人际关系属于一种较为

亲密的人际关系,许多学者指出依恋理论是分析和

理解师徒关系的一种恰当视角[11]。不同依恋类型

的个体在回避亲密的程度上有差异,在忧虑被弃的

维度上也有差异,那么不同依恋类型的博士生在接

纳建立和接纳指导关系、与导师的人际互动中也自

然存在差异,可导致感知获取的指导功能存在差异。
因此提出假设:

H1:博士生的依恋类型对博士生感知到的导师

指导功能有影响。
(三)师徒深层相似性与指导功能

Byrne的相似-吸引理论认为具有相似性的个

体之间更容易产生人际吸引[12]。相同的价值观和

世界观会减少彼此的误解与冲突,能更好的促进彼

此的沟通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相似性可分为表

层相似性和深层相似性。前者为可直接观察到的个

体特征,如性别、种族等;后者指经过熟悉或互动才

可被觉察的个体特征,如个性、兴趣、工作价值问题

解决方法和价值观等。深层相似性能预测人际吸引

和关系的质量。人格、价值观和态度的相似性与导

师更多的指导支持正相关[13],且主观深层相似性能

促进徒弟发展舒适的指导关系,并获得更高水平的

职业发展和社会心理支持[14]。
由于已有研究表明导师与徒弟之间的深层相似

性会减少彼此间的人际冲突,增进沟通的质量和导

师的知识分享行为[13,15],而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关

系又是一种典型的指导关系,因此提出假设:

H2:博士生感知的与导师的深层相似性对博士

生感知到的指导功能有正向影响。
(四)指导功能与专业承诺

专业承诺是指专业的学习者或从业者对专业的

认同和卷入程度。Meyer和Allen认为承诺由情感

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构成[16]。以研究生为对

象的调查表明与导师建立了良好指导关系的研究生

报告了更高水平的个人和专业发展[17]。Curtin等

对一所大型研究型公立大学的26个院系的博士生

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在控制种族、性别、专业领域等

人口学因素后指导功能依然能显著预测博士生的追

求学术生涯的自我效能和从事学术生涯的兴趣[18]。
国内的学者许慧的研究则发现指导功能与硕士研究

生的专业认同的各维度都显著相关[19]。
由于导师对博士生的专业指导、研究技能传授,

带领博士生结识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立专业领域

的人际网络,提供友谊和情感的支持,并以自身为榜

样向博士生提供榜样模仿学习的机会,导师的指导

行为可以提高博士生对其专业的热爱、认同、付出和

不舍。因此提出假设:

H3:指导 功 能 对 博 士 生 的 专 业 承 诺 有 正 向

影响。
(五)指导功能与关系满意度

关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身所处的人际关系的一

种主观感受,当人际关系符合自身的期望或超过自

身的期 望 时 就 会 形 成 满 意 感。《Nature》杂 志 在

2017年发布了一项全球博士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对来自全球多个国家不同领域的5700多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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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报告揭示良好的指导关系

是影响博士生学业成功和满意度的关键因素[20]。
该报告还显示尽管大多博士生对自己与导师的关系

感到满意,但近1/3的博士生报告说若有可能宁愿

换个导师。国内学者陈洪捷等提出我国研究生的学

业满意感由多个维度构成,而其中指导关系是其中

一个重要维度[21]。
由于导师对博士生提供的职业指导功能越高,

越能符合博士的心理预期,博士生体验到的指导关

系越满意。因此提出假设:

H4:指导功能对博士生的指导关系满意感有正

向影响。
(六)指导功能的中介作用

在 Wanberg等人提出的指导关系动态过程模

型中[2],指导功能是指导关系的影响因素与其近期

结果和远期结果的中间过程。师徒关系的各种影响

通过影响指导功能的大小进而影响师徒关系的各种

结果。因此,具体到本研究中,指导功能同样在其影

响因素与结果之间起中介作用。简言之,由于师徒

之间认知风格的一致性(相似性)会影响徒弟对知识

的接受与理解,认知风格一致性越高,导师与徒弟之

间的知识转移效果越好,而且越是隐性的知识在师

徒间转移时受到认知风格一致性的影响越大。徒弟

的依恋类型和感知的相似性会影响徒弟感知到的指

导功能,进而影响徒弟的专业承诺和期望的满足,因
此指导功能起了一个中介作用。在此假设:

H5:指导功能在深层相似性、依恋类型对专业

承诺和关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以上所有假设可用以下概念模型加以描述(见

图1)。

图1 概念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程序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了天津市几所

高校的博士生来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包

括:专业承诺、指导功能、深层相似性、依恋类型、关
系满意度。共获得有效问卷为244份。其中男性博

士占比50.6%。25岁及以下占18.9%,26~30岁

占70.8%。人文社科类专业占23.4%,理科类专业

占55.9%,工 科 类 占 16.8%。男 性 导 师 占 比

81.9%。
(二)研究工具

1.指导功能测量。此处将导师指导功能定义为

导师在帮助博士生时提供的全部支持和指导行为。
采用Scandura的《指导功能量表》[22],共15题。分

量表职业发展功能、社会心理功能、角色模范功能的

题数分别为6、5、4,采用5级计分。总量表和三个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93,0.88,

0.82,0.90。

2.深层相似性测量。参考Lankau等学者的研

究[23],定义深层相似性为在兴趣、人格特质、工作价

值观、解决问题风格、个人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对

Lankau等6道题的《深层相似性量表》做了修订,去
掉了内容不适合博士生的2道题,自编了1道题,共

5题,采用7级计分。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0。

3.专业承诺量表。对连榕等编制的《大学生专

业承诺量表》[24]做了少量语言和内容的修订,形成

了适合博士生的专业承诺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分别

为情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继续承诺。共27
题,采用5级计分,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2。

4.成人依恋量表。采用李同归修订的《关系问

卷(RQ)》[25]。共5题,前4题是7级计分。

5.满意度量表。采用整体满意度测量的方式来

测量博士生对导师间的指导关系的满意程度。共1
题,采用7级计分。

四、研究结果

(一)指导功能及其他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
准差

博士生报告的指导功能的平均值是3.34(SD=
0.73)。指导功能的三个维度中角色模范功能得分

最高,平均值为3.97(SD=0.87);社会心理功能最

低,平均值为2.76(SD=0.83);职业发展功能居中,
平均值为3.38(SD=0.81)。专业承诺的平均值是

3.73(SD=0.51)。在5级评分尺度上,博士生报告

的专业承诺和指导功能都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
都不是特别高。深层相似性的平均值是4.28(SD=
1.25),关系满意度的平均值是5.07(SD=1.41),这
在7级评分尺度上也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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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导师指导功能的影响

不同性别、年龄和专业以及导师性别的博士生

报告的导师指导功能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1。对

指导功能在博士生性别和导师性别上进行T检验,
结果表明指导功能总分在博士生性别上的差异显著

(t(211.4)=2.32,p<0.5),男博士感知到的指导功能

高于女博士。男女博士生报告的职业发展功能和角

色模范功能差异皆不显著,但是男女博士生报告的

社会心理功能差异显著,男博士报告获得的社会心

理功能显著高于女博士(t(237)=3.27,p<0.1)。指

导功能总分及其维度在导师性别上的差异皆不

显著。
表1 不同性别、年龄、专业等的博士感知的指导功能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博士性别 导师性别 年龄 专业

男 女 男 女 25岁以下25~30岁30岁以上 人文社科 理科 工科 其他

师徒功能
3.45
(0.61)

3.23
(0.82)

3.35
(0.69)

3.41
(0.75)

3.45
(0.75)

3.30
(0.70)

3.37
(0.87)

3.57
(0.56)

3.25
(0.74)

3.35
(0.77)

3.25
(0.99)

职业发展
3.48
(0.64)

3.29
(0.95)

3.40
(0.76)

3.48
(0.89)

3.49
(0.91)

3.35
(0.78)

3.43
(0.83)

3.57
(0.61)

3.28
(0.83)

3.44
(0.88)

3.44
(1.02)

社会心理
2.94
(0.77)

2.60
(0.86)

2.79
(0.80)

2.80
(0.83)

2.81
(0.92)

2.73
(0.78)

2.87
(0.97)

3.00
(0.70)

2.68
(0.86)

2.77
(0.82)

2.58
(0.86)

角色模范
4.03
(0.75)

3.89
(0.97)

3.96
(0.88)

4.08
(0.65)

4.17
(0.64)

3.92
(0.88)

3.92
(1.12)

4.28
(0.70)

3.87
(0.89)

3.93
(0.82)

3.79
(1.21)

  注:单元格中的数据为平均数,括号中的为其标准差。

  对指导功能在博士生年龄和专业背景上进行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指导功能总分及其维度在博士生

年龄上的差异皆不显著。指导功能总分在专业背景

上显著(F(3,236)=2.67,P<0.5),多重比较检验(方
差齐性时采用Bonferroni法比较,方差不齐时采用T2
法比较)表明人文社科类专业报告的师徒功能要显著

高于理科类的专业。不同专业背景报告的职业发展

功能和社会心理功能差异不显著,但是报告的角色模

范功能显著(F(3,238)=3.348,P<0.5),人文社科类专

业报告的角色模范功能显著高于理科类的专业。
(三)依恋类型对指导功能的影响

博士生的依恋类型的人数分布和各类型报告的

指导功能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2。在博士生的依

恋类型分布中,安全型和疏离型占大多数。
表2 依恋类型的分布及不同依恋类型感知的指导功能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安全型 疏离型 痴迷型 恐惧型 总计

人数 97 87 40 20 244

百分比 39.8% 35.7% 16.4% 8.2% 100.0%

指导功能平均数与标准差 3.45(0.71) 3.26(0.68) 3.12(0.84) 3.60(0.63) 3.34(0.73)

职业发展平均数与标准差 3.47(0.81) 3.34(0.71) 3.13(0.98) 3.68(0.72) 3.38(0.81)

社会心理平均数与标准差 2.94(0.86) 2.66(0.74) 2.43(0.91) 3.00(0.55) 2.76(0.83)

角色模范平均数与标准差 4.05(0.79) 3.88(0.94) 3.86(0.87) 4.21(0.91) 3.97(0.87)

  不同依恋类型的博士生报告的指导功能总分

(F(3,236)=3.25,P<0.5)及职业发展功能(F(3,238)

=2.76,P<0.5)和社会心理功能(F(3,240)=4.89,

P<0.1)差异显著,但是角色模范功能(F(3,238)=
1.30,P>0.5)差异不显著。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安

全型报告的师徒功能总分显著高于痴迷型,恐惧型

报告的职业发展功能显著高于痴迷型,安全型报告

的社会心理功能显著高于痴迷型。故研究假设 H1
得到了验证。

(四)深层相似性对指导功能的影响

对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依恋类型做哑变量处

理,对深层相似性和指导功能做中心化处理。做

指导功能对深层相似性的逐步回归分析。在控制

了博士性别、年龄、专业和导师性别以及博士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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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后,指导功能对深层相似性的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3。可见深层相似性对指导功能及指导功能

的各个维度都影响显著。故研究假设 H2得到了

验证。
(五)指导功能对博士生专业承诺及关系满意度

的作用

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指导功能对博士

生专业承诺以及关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可见指导功能及指导功能的各维度对专业承诺

和关系满意度的影响皆显著。故研究假设 H3、H4
得到了验证。

表3 指导功能对深层相似性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R2 ΔR2 F β
指导功能 0.469 0.374** 16.429** 0.631

职业发展功能 0.319 0.249** 8.818** 0.516
社会心理功能 0.439 0.319** 14.867** 0.584
角色模范功能 0.391 0.313** 12.069** 0.577

  注:**p<0.01,*p<0.05。下同。

表4 专业承诺和关系满意度对指导功能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2 ΔR2 F β

专业承诺

指导功能 0.253 0.199** 8.497** 0.461**

职业发展功能 0.236 0.184** 7.825** 0.440**

社会心理功能 0.242 0.189** 8.174** 0.450**

角色模范功能 0.150 0.096** 4.489** 0.320**

关系满意度

指导功能 0.474 0.431** 23.676** 0.677**

职业发展功能 0.378 0.334** 16.120** 0.593**

社会心理功能 0.373 0.331** 15.905** 0.594**

角色模范功能 0.371 0.330** 15.612** 0.593**

  (六)指导功能的中介作用分析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

程序,应用Hayes编制的SPSS宏process程序采用

偏差矫正百分位Bootstrap检验法(重复抽样5000
次,95%的置信区间,模型4)对指导功能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和中介效应量的计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

在深层相似性对专业承诺和关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

中,指导功能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

的百分比分别为93.671%、78.556%。以痴迷型作

为参照变量设置哑变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仅在

疏离型哑变量对专业承诺的影响中及安全型哑变量

对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中,指导功能的中介作用显著,

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的百分比分别为43.275%、

75.556%。

按照结构方程建模要求,以图1中的概念模型

作为 基 础 建 立 结 构 方 程 模 型,模 型 的 拟 合 指 数

RMSEA为0.087,NFI为1.00,NNFI为0.93,RFI
为0.90,GFI为1.00。模型的拟合指标表明测量数

据对概念模型是一种较好的拟合。故假设 H5得到

了验证。

五、讨论与反思

虽然博士生和导师的关系受到众多教育学者的

关注,但大多从学位教育的角度出发,很少从个体心

理的视角考察,也缺少系统的理论构建。本研究希

望把西方指导关系的理论框架应用到我国的博士生

和导师的关系研究中,构建一个可行的理论模型。
本文依据西方指导关系理论提出了几个研究假设,
在本文中都基本得到了验证。

本研究发现博士生的一些个体特征性别、年龄

和专业对感知到的指导功能有影响,而且在控制了

这些人口学特征后,个体心理特征依恋类型依然对

感知到的指导功能影响显著。安全型依恋的博士生

报告的指导功能最高,这与学者Banerjee-Batist[27]

和 Wang等[10]学者的研究发现相一致。本研究提

出假设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匹配特征如博士生感知

的与导师的深层相似性会影响博士生所获取的指导

功能,这一假设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本研究发现

博士生感知的与导师的深层相似性与博士生报告的

指导功能总分和各维度都显著正相关,这与学者

Eby[13]和 Ensher[14]等 学 者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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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berg等学者在其2003年提出的指导关系研究

框架中指出指导关系的结果可以分为近期结果和远

期结果[2]。对指导关系的满意度是近期结果,对专

业的承诺是远期结果。本研究发现博士生报告的指

导功能与其对指导关系的满意度和对专业的承诺都

显著正相关,这与Curtin等[18]学者的研究发现也是

一致的。这些假设的验证说明西方的指导关系理论

框架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

研究。
本研究的调查数据表明博士生报告的师徒功能

总体水平只是中等偏上的水平,而且社会心理功能

还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只有2.76分。博士生对自己

与导师的关系的满意程度也只有5.07分,处于基本

满意的状况。这说明导生关系和导师给予的指导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社会心理功能偏低,说明导师

需要与博士生进行更多的非正式交流互动,更多的

工作以外的一对一沟通。导师要对学生的心理状态

保持敏感,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帮助学生缓解压力。
博士生报告的职业发展功能也只有3.38分,处于中

等水平。这说明导师除了给博士生提供诸如选题、
研究方法、毕业论文写作等专业相关的训练外,导师

还要向博士生多提供职业发展的资源及建议、带领

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引领博士生进入专业团体建

立专业人际网络,给予学术锻炼的机会,多进行职业

指导与职业支持。
本研究亦发现博士生的依恋类型会影响其接受

的指导功能,安全型的依恋者更易与导师建立舒适

的亲密关系也更易从指导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指导。
这暗示博士生和导师及培养院系在建立指导关系前

都需要考虑博士生个体的特征和影响。如果是非安

全型依恋的个体,例如恐惧型个体,导师要对学生的

情绪更加敏感并给予更多的指导才能提高其获得的

指导功能。另外本研究揭示博士生感知的深层相似

性与其所获得的指导功能密切相关,这提示院系在

进行博士生招生和分配导师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让

导师和学生在一些关键特征上有所匹配。不断完善

师生互选机制,尊重导师与学生双方的权利,在选择

导师前采取更多的机制,比如引入心理测量的技术

来帮助双方进行匹配。博士生联系申请导师时除了

提供自己的专业能力信息外,还可以提供一些个体

兴趣、爱好、价值观、人格特征方面的信息。导师在

招生过程中除了显示自己的专业特长外,也可以提

供自己的一些有关个人生活、兴趣、爱好、人格特点

等方面的信息。这可能需要国内博士生培养制度在

信息不对等的问题上做出一些针对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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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InfluenceFactorsandResultsfrom MentoringFunctionofDoctoralSupervisors

LIXia,WUXiaofan

(ZhouEnlaiSchoolofGovernment,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350)

Abstract:Mentoringrelationshipexertsimportantinfluenceontheprofessionalstudyandpersonaldevelopmentofdoctoral
students.Throughaquestionnaireon244doctoralstudentsatuniversities,thispaperexaminestheinfluencefactorsandthe
consequencesofthementoringfunctionofsupervisors.Thedataobtainedshowthatthecorrelationbetweenthepersonal
characteristicsattachmentstyleofthedoctoralstudentsaswellasthedeepsimilaritywiththeirsupervisorsperceivedbythe
doctoralstudentsandsupervisors'mentoringfunctionreportedbythedoctoralstudentsissignificantlypositive.Moreover,the
correlationbetweenthementoringfunctionofthesupervisorsreportedbydoctoralstudents,theprofessionalcommitmentlevel
ofthedoctoralstudentsandtheirsatisfactionwiththementoringrelationshipisalsosignificantlypositive.Attheendofthe

paper,theoutcomesofthestudyarediscussed,andtheimplicationsofthestudyandsuggestionsforfurtherstudyare

proposed.
Keywords:doctoralstudent;deepsimilarity;attachmenttype;mentoringfunctions;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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