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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士生培养环境因构成要素的错综复杂而成为待揭开的“黑箱”。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采用内容分

析法,选取Nature发布的2019年博士生调查数据为样本,对我国的博士生培养环境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博士生所感知的培养环境,由以导师为核心的微观组织环境、培养单位构建的中观制度环境和输入社

会信息的宏观社会环境构成。权力机制的异化、激励机制的缺失以及社会化机制的嵌入,造成了目前组织环

境的秩序失范、制度环境的工具理性以及社会环境的信息超载,进而影响了博士生的学术成长。应通过规范

导师指导权、强化制度激励效应以及加强人文关怀等措施,切实改善博士生培养环境,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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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博士生培养质量是博士生在培养环境这个特殊

场域内,由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培养环境浸

润了博士生涯的整个过程,决定了博士生在读期间

的学术发展,也形塑了博士生对未来学术环境的预

期。近年来,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规模稳步提升,培养

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这表明博士

生培养环境有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不时发生的

博士生跳楼轻生、学术不端、延期毕业以及博士生与

导师、学校对簿公堂等事件屡屡引发社会热议,似乎

又佐证了博士生培养环境恶化的推断。因而,探究

我国博士生培养环境的现状及对博士生培养环境的

改善提出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已对博士生培养环境进行了多方面研

究。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博士生的心理活动折射

了外在的环境因素。冯蓉[1]、何阳[2]等的研究发现,
博士生的焦虑心理主要来源于毕业、社交、健康等外

界环境因素。麦基(SylviaAnneMackie)等认为,博
士生的心理压力产生于导师指导、科研工作量和职

业前景的不确定性等教育环境因素[3]。从教育学的

视角来看,博士生培养环境是不同教育要素相互作

用的教育体系。皮尔森(MargotPearson)等基于宏

观视角,提出博士生培养已经超越了学科本位的机

构教学和研究结构,处于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研

究网络的“分布式”环境之中[4]。麦卡尔平(Lynn
McAlpine)等立足于学术环境层面,认为博士生的

培养活动发生在学术部落、机构环境、社会或者超社

会环境的层层嵌套之中[5]。郭建如针对博士生教育

质量保障问题,认为行政管理体系、学术共同体和社

会体系三种不同的逻辑制约了博士生培养的效

果[6]。顾剑秀和罗英姿基于博士生培养的内部规律

和外部需求视角,提出博士生培养的学术逻辑和市



场逻辑的作用机制[7]。赫马蒂(RezaHemmati)等
进一步分析了学术社群、学习文化、科学政策和大学

自治等学术环境因素对博士生学习体验的影响[8]。
此外,相关研究还涉及到博士生的跨学科培养环

境[9]、学术生态环境[10]、硬环境和软环境[11]等领

域,也分析了具体的培养工作[12]、培养制度和培养

条件[13]、导师指导[14-16]、导生关系[17]、学术交往[18]、
博士生分流[19]等因素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

已有成果为博士生培养环境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也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心理学视角的研

究,较为注重对博士生主观体验影响因素的分析,欠
缺以培养环境改善为目标的研究指向。教育学视角

的研究,对培养环境的分析大多局限于学术环境层

面,缺少将其置于社会环境系统的整体考量。总之,
已有研究多以管理主体的视角审视博士生培养环

境,尚待对博士生培养环境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研

究。本文基于社会学的视角,以博士生对培养环境

的注意力配置为切入点,揭示博士生培养环境的构

成要素,深入分析博士生培养环境的形成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注意力配置(attentionallocation)的组织社会

学研究肇始于西蒙(HerbertA.Simon)[20],而后经

历了奥卡西奥(WilliamOcasio)[21]的企业注意力基

础观、琼斯(BryanD.Jones)[22]的政府注意力转换

分析、金登(JohnW.Kingdon)[23]的多源流的注意

力解释框架等的研究流变,形成了外在环境影响注

意力配置的基本理论。简而言之,社会学视角下的

注意力配置认为,个体的注意力配置经历了“输入—
转化—输出”的过程,外部的环境因素决定了输入的

基本内容,主观偏好和判断会促成对输入内容的过

滤转化,一定的外部条件则会诱发注意力配置的最

终呈现。我国学者练宏又进一步将注意力配置的研

究拓展到时间社会学领域,认为注意力配置是对组

织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映[24]215。因此,
本文基于注意力配置的社会学视角,借鉴练宏所提

出的注意力配置理论,认为博士生的注意力配置指

向博士生培养环境,并从组织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

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博士生培养环境的分析框架。
(二)样本选择

2019年 Nature发布了博士生调查结果,通过

问卷设置的61个题项,研究了博士生的职业意向与

培养满意度。本文根据博士生培养环境的研究主

题,选取培养满意度(PhDhighsandlows)中的“自
从您读博以来,还有没有其他令您担忧却在题项中

没有提到的事情?”这一开放式问题的答案作为分析

对象。由于调查样本来源于世界各国的6800余名

博士研究生,而本文只研究我国的博士生培养环境,
故将被调查对象的来源国限定为中国,共筛选出

817条数据,然后剔除其中的无效数据,共收集到

351条有效数据。
(三)适切性分析

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认知倾向会在经常使用的文

字中集中呈现,人们经常使用的语句位于认知的中

心地带,反映了思维中最为关注的部分[25]。博士生

对前述培养满意度问题的回答文本,是博士生借助

于权威调查的机会,在主观偏好作用下对培养环境

注意力配置的结果呈现。培养环境作用于博士生这

一主体,形成了博士生对培养环境的判断与评价。
作为对权威调查的反馈,博士生的回答更像是一种

政策议题或者决策行为,暗含了博士生通过影响调

查结论进而影响培养环境的政策建构意图。因而,
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以博士生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为样本,对于分析博士生的培养环境具有理论上的

适切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四)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是一种系统和客观地从口头、视觉或

书面数据中作出有效推论,以描述和量化特定现象

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所选择的样本是一种定性数

据,适合采用内容分析法并借助NVivo软件对样本

数据进行编码,进而全面深入地分析样本数据的显

性内容和潜在内容。
按照内容分析的基本程序,样本数据内容分析

的具体过程为:(1)选择分析单元。研究样本中的定

性数据大都以短句的形式呈现,因而将句子作为内

容分析的基本单元。(2)构建类目。本研究采用常

用的理论生成法构建类目,即以前述理论分析提出

的组织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作为类目。(3)
数据编码。首先,将351条样本数据导入NVivo软

件,形成编码所需要的源内容。其次,逐句提取源内

容中的原始语句,从中抽象出初始概念,形成30个

三级节点。再次,确定初始概念之间的类属关系,对
初始概念进行聚类分析,形成10个二级节点。最

后,对已确定的概念类属进行统整分析,将其分别归

类到组织环境、制度环境及社会环境的类目中,形成

3个一级节点。(4)信度检验。由于每一阶段的编

码都需要双方在各自编码的基础上对编码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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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校准,只有双方都对编码内容没有异议时,才
展开下一步的编码工作,在反复编码与校正的基础

上,确保了编码的信度。

三、注意力配置的宏观折射:博士生

培养环境的现实图景

(一)博士生培养环境的构成

根据博士生注意力配置的编码结果及对样本资

料的内容分析,发现博士生将分析框架的组织环境、
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维度,分别指向微观的导师层

面、中观的培养单位层面和宏观的社会层面。微观

的组织环境包括导师作用下的导师指导、科研条件、
团队支持及学术环境,中观的制度环境以培养单位

制定的培养制度、管理制度及奖助制度为内核,宏观

的社会环境由社会输入的婚姻家庭、工作就业及社

会压力等社会信息所塑造,三者共同构成了博士生

培养环境(见表1)。
表1 博士生注意力配置的描述性统计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原始语句(节选)

组织环境

(146)

导师指导

(57)

科研条件

(36)

团队支持

(32)

学术环境

(21)

师德师风 (36) 导师无指导,主要将PhD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

学业要求 (9) 导师的毕业要求有点高

学术能力 (7) 导师什么都不懂,需要非常刻苦努力的自学

学术资源 (5) 导师无法给予学术和实验环境的帮助

软件条件 (28) 没有理想的科研课题

硬件条件 (8) 实验室设备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

同门关系 (22) 组内竞争激烈,发不出好文章就会被忽视

团队氛围 (6) 实验室学术氛围和自己的预期落差很大

教师辅助 (4) 无法获得团队的支持和帮助

学术趋势 (9) 研究方向以后是否还会是热门方向

学术伦理 (7) 实验室内部,包括导师在内有造假的嫌疑

学术风气 (5) 很多人搞学术只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和名利

制度环境

(77)

培养制度

(62)

奖助制度

(12)
管理制度

(3)

论文发表 (45) 学术文章的发表数量以及影响因子

研究方向 (11) 研究方向不喜欢又不能换

学习年限 (5) 学制太长,导致很大年纪才能找工作

培养目标 (1) 对博士的定位不明确

科研补助 (11) 科研经费严重紧缺,靠贷款维持科研资金项目支撑

生活补助 (1) 博士生待遇太低

科研管理 (2) 基础研究经费的压缩导致生存空间被压缩

学生管理 (1) 学校并没有对学生转导进行任何辅助

社会环境

(128)

婚姻家庭

(65)

工作就业

(43)

社会压力

(20)

恋爱市场 (33) 圈子太小,遇不到心仪的人

婚姻市场 (26) 博士毕业平均年龄都在28,导致选择空间很小

家庭境况 (6) 父母老去,年华已逝,毫无建树

就业前景 (36) 领域太窄,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薪资待遇 (5) 找工作的薪资和学位不成正比

工作环境 (2) 工作环境问题

社会认可 (6) 社会对PhD的认可程度、信任程度逐年下降

社会阅历 (6) 可能存在的与社会的脱钩

同辈压力 (5) 同龄人都开始挣钱养家,自己依旧在温饱线上挣扎

社会关系 (3) 长期以来的科研生活会让博士们很难融入生活

  从博士生注意力配置编码节点的参考点值来

看,博士生培养环境内部存在明显的注意力配置差

异,反映了博士生受培养环境构成要素影响程度的

不同(见表1)。从一级节点的参考点值来看,组织

环境处于主导性地位,社会环境的作用效果也较为

显著,制度环境的影响程度则相对较低。这一方面

说明,对博士生造成影响的并不局限于高校内部的

因素,社会因素也会对博士生产生重要作用,需要在

培养工作中引起重视。另一方面表明,相对于静态

而稳定的制度环境,组织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动态性

与复杂性,产生了内部要素的叠加效应,给博士生造

成了多向度的外部刺激,形成了博士生注意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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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局面。从二级节点的参考点值来看,在组织

环境中,科研条件与团队支持分别通过物质基础与

人员保障对博士生发挥显性作用,学术环境的无形

性则对博士生产生了隐性影响,而导师指导是诸要

素连接的纽带,可单独或以合力对博士生产生影响,
从而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在制度环境中,以学

术规范为主而辅以适当行为管理的管理导向,决定

了行为约束类管理制度的作用微弱。奖助制度通过

为博士生提供物质保障产生较大影响,而培养制度

以其与博士生学业完成的直接相关性,成为博士生

无可规避的关键要素;在社会环境中,博士生的身心

特点和趋向于“社会人”的个体属性,引致婚姻家庭

成为当前博士生最为关注的问题,未来的工作就业

和接收的社会压力也引起了较多博士生的担忧。从

三级节点的参考点值来看,事关毕业的论文发表、决
定导生关系的师德师风、影响职业选择的就业前景、
关系结婚成家的恋爱市场等要素,从不同的方面、以
不同的程度吸引了博士生的注意力配置,成为博士

生判断与评价培养环境的决定性要素。
(二)博士生培养环境的困境

博士生的注意力配置是博士生对培养环境的主

观感知,蕴含了博士生对培养环境的选择偏好和价

值判断,通过对博士生注意力配置内容的深入分析,
发现出于对培养环境的不满或者是对问题改进的反

馈,被调查博士生对培养环境的评价集中于其对博

士生学术成长的负面作用。
其一,组织环境的秩序失范,抑制了博士生的学

术能力发展。组织环境是博士生从事学术活动的基

本场域,按学术规范运行是其良性发展的基本规律。
博士生感知的组织环境,处于因导师师德师风失范

造成的无序状态。在导师指导方面,导师违反制度

确立的权责规定,以非恰当的语言或行为为影响方

式,设定远高于学校标准的学业要求,限定博士生的

研究内容,安排与研究无关的其他事务;或者囿于学

术能力、学术兴趣及学术资源的不足,导师对博士生

指导较少甚至无指导。“过度指导”和“指导缺乏”的
并存,制约了博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在科研条件

方面,科研项目、课题等软件条件所承载的研究内容

与博士生研究旨趣及研究能力的匹配错位,降低了

博士生科研训练的实际效果。而支撑博士生科研的

材料、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的不足,则影响了博士

生科研成果的产出与质量。在团队支持方面,团队

中存在的恶性竞争、分配不公、导师偏爱、教师辅助

缺乏等问题,降低了博士生从事科研活动的积极性。
在学术环境方面,学术研究为地位名利、学术评价重

关系权力等不良风气蔓延,违背学术伦理的数据造

假与论文注水等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盲目追逐学术

热点的现象也渐成趋势,以此所营造的学术环境对

博士生学术道德的形成产生了负面作用。
其二,制度环境的工具理性,遮蔽了博士生的学

术价值体认。培养单位视制度为完成博士生培养任

务的重要手段,将经济性和有效性作为制度追求的

基本目标,重在通过制度规避因自身表现不佳的质

量问责,而忽视制度对博士生学术价值体认的塑造

作用,这集中体现为博士生培养的“数目字管理”。
其中,培养制度对博士生的影响是主导性的,特别是

以规定的论文发表期刊和数量作为博士生毕业的前

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框定了博士生科研活动的目

标选择。而以影响因子所表征的论文质量,成为博

士生科研成果评价的基本标准,弱化了博士生对科

研活动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考量。同时,培养

目标的单一性、研究方向的确定性、学习年限弹性的

缺乏,造成了博士生之间区分度小、科研创新难、延
期毕业等问题,最终对博士生的毕业与就业产生了

不利影响。此外,奖助制度和管理制度本应为博士

生在读期间的科研与生活提供充分的保障,但目前

奖助制度规定的科研补助和生活补助的标准较低,
使博士生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与生活压力;僵化

的学生管理和科研管理制度,制约了博士生科研活

动的自由开展。
其三,社会环境的信息超载,诱发了博士生的学

术投入偏差。社会环境以输入的社会信息为驱动,
改变了博士生以学术活动为生活全部的思维模式,
对未来社会角色的构想与社会职责的承担也成为博

士生日常精力投入的重点。首先,“男大当婚,女大

当嫁”的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博士生对自

身婚恋状态的反思和婚恋需求的渴望。婚恋市场中

大龄青年以及高知群体的婚恋困境,则凸显了博士

生因个体时间与社会时间脱节的家庭再生产难题,
使得博士生有成为社会文化现象中所谓的“剩男剩

女”的可能,这进一步加剧了博士生对婚恋问题的焦

虑。同时,来自家庭的期望与及时回馈家庭的意愿,
又助推了博士生急于毕业的学业速成心理。其次,
就业市场中学术岗位逐渐饱和与就业门槛不断提高

的信息,冲击了博士生对于就业期望的现实认知,使
得博士生对于就业前景、工作环境以及薪资待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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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产生了担忧。最后,社会生活中对于人际关系

的强调、来自同龄人比较的压力、因博士身份带来的

社会期望等,容易凸显出博士生的社会阅历欠缺、社
会关系简单甚至与社会脱节等问题,成为博士生融

入社会的障碍。上述社会环境带来的信息超载,促
使博士生面临着除学术任务之外的多任务环境,分
散了博士生学术投入的专注度。

四、注意力配置的微观透视:博士生

培养环境的形成机理

上述注意力配置所反映的博士生培养环境的困

境,对博士生的学术成长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根据注意力配置理论,注意力配置在权力权威机制、
激励机制和再社会化机制等的作用下生成[24]233,以
此分析了博士生培养环境的形成机理(见图1),剖
析了博士生培养环境困境的原因所在。

(一)权力机制异化的组织环境

微观的组织环境从形式上看,是基于导师的服

务性职权,以学术发展为目标,没有明确规章制度的

非正式组织。但实质上,组织内“权力真空”的存在,
助推了导师话语权主导地位的确立。导师对组织秩

序的维持并不以成员共识的达成为前提,而是依靠

以命令性规范为表征的类刚性权力对组织成员施加

影响。该权力超越导师指导权的既定范畴,辐射组

织内科研任务的承担、团队绩效的分配、学术秩序的

构建等方面,甚至将权力边界延伸到了博士生的生

活乃至情感领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由泛化

的导师权力所塑造的正式组织。组织内导师权力的

过度扩散,使得博士生既排斥组织的影响又不得不

依附于组织。博士生对组织依附性的增强,将原本

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演变成符合导师要求的时

间安排,导致博士生长期处于强压之下,限制了其学

术活动的自由开展,也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利影

响。导师权力的占优与权威的退却,造成导师人格

魅力的消解,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异化为雇佣

关系,增加了师生关系的商业属性和资本化倾向。
组织环境强大的溢出效应,也使得博士生倾向于将

培养单位窄化为由导师建构的非正式组织,淡化了

从学校、学院到个人的自上而下的科层组织对博士

生的影响,消解了作为博士生培养实质载体的正式

组织的符号意义。
(二)激励机制缺失的制度环境

作为博士生培养的责任主体,培养单位基于对

博士生的理性人假设———博士生面对制度的刚性要

求,会做出适应性的行为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旨在借助制度规范,保证博士生培养的秩

序,提高博士生培养的效率。为此,培养单位从博士

生的培养、管理、奖助等诸多方面构建了相应的制度

体系,并做出了严格细致的规定。但是,培养单位所

构建的制度体系更多是基于管理主体的价值立场,
减轻了自身的培养责任,放大了博士生个人的主体

责任,体现出了将不利的培养结果归咎于博士生个

人行为选择的价值导向。在制度规范的框架内,博
士生从事的学术活动是为了完成组织目标而非个人

目标,制度起到的也就并不是激励作用,而是结果导

向的行为惩罚。慑于制度预设的可能培养结果,博
士生太多适应制度要求的学术行为,给其造成了强

大的心理压力,诱发了其对学术活动意义与价值的

怀疑。同时,博士生也会将其对于制度缺陷的不满

反作用于制度体系,产生对制度的抵制行为或对制

度改进的利益诉求。但囿于观念、成本及利益等考

量,培养单位会保持对制度的路径依赖,强化制度惯

性在博士生培养中的作用。在博士生与培养单位之

间围绕制度的持续博弈中,会引发制度的合法性危

机,降低博士生对制度的认同感,最终影响制度所追

求的效率目标。
(三)社会化机制嵌入的社会环境

博士生虽然身处高校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但
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环境,依然保持与社会的联系,
社会信息通过博士生与社会的联系进入博士生的认

知范畴。高校环境的封闭性虽然对社会信息产生了

一定程度的屏蔽效应,但社会信息的高度异质性,仍
然冲击了博士生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启动了博士生

的身份识别机制。博士生基于对社会价值观、文化、
行为方式等因素的甄别与筛选,打破了对自己学生

身份的单一认知,赋予自身以带有一定社会责任的

社会角色,从而完成了自己社会身份的建构过程,推
动了自身的社会化进程。有悖于社会对博士生“学
生”身份的认可,博士生倾向于承认自己的“社会人”
属性,提前预设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并基于对社会身

份的认同,遵从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以获得

未来在社会生存的合法性基础。博士生虽然对社会

化有批判、抗拒与不适,但博士生的社会化并不是被

动的过程,而是博士生在逐步认知、探索以及参与社

会过程中的主动融入行为。在博士生持续社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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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随着社会诱因的逐步增多及参与社会生活

程度的加深,博士生的社会化意识也愈发强烈,思想

倾向与行为模式也更趋于社会化,并会随着对社会

情势的分析与判断,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行为。

图1 博士生培养环境的形成机制

五、博士生培养环境的优化路径

针对博士生培养环境存在的问题,应以培养环

境形成机制为切入点,聚焦于导师、制度和社会三个

方面,切实解决博士生学术成长的培养环境障碍,提
高博士生培养的质量。

(一)规范导师指导权力,落实立德树人责任

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博士生的

学术成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解决导师现存问题

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导师指导的事中事后监管,规范

导师指导权的运用,推动导师立德树人责任的落实。
一是在保障导师指导自主权的同时,加强对导师指

导的评价反馈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学生评价的作

用,形成博士生对导师评价的常态化机制,对导师的

师德师风、学术能力、履职尽责等情况作出全面反

馈,作为导师队伍调整的重要参考,以此倒逼导师落

实立德树人责任。二是加强对导师指导的过程管

理,确保导师能够充分履职尽责。规范导师以科研

项目、课题等为载体对博士生进行科研训练的行为,
防止于博士生学术成长无益而单纯为完成导师科研

任务的“学术打工”行为。同时,注重对导师指导的

专业培训,将规范的指导模式植入导师的思想意识

中,不断提高导师指导的能力和专业化程度。三是

加强团队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导师应

做到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避免偏爱偏重,杜绝团队

内的不公平奖惩行为,形成公平和谐的团队文化。
导师应该以身作则,引导博士生专注科研,形成竞相

学术的浓郁氛围,杜绝将社会中的不良文化带入团

队中来,防止其对博士生学术成长的负面影响。
(二)提高培养制度质量,强化制度激励效应

博士生培养制度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为制度

的管制效应大于制度的激励效应。提高培养制度质

量的核心在于,在博士生培养制度中注入激励性因

子,以充分调动博士生从事学术活动的积极性。一

是提高毕业要求的弹性,以适应不同学科专业、不同

博士生的个性化特点。改变博士生科研成果评价的

单一标准,破除对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的指定,增加

课题、咨询报告、发明专利等多样化的评价内容。不

以影响因子为论文质量的唯一标准,重视发挥导师

在博士生科研成果评价中的作用。增强博士生科研

的现实指向性,切实提高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和意

义。二是提高博士生的奖助标准,保证博士生的学

术投入。除国家拨付的博士生培养经费外,培养单

位应提高筹资能力,通过校企合作或者联合培养等

方式,增加博士生的科研或者生活补助支出,特别是

要关注延期毕业博士生的经费保障问题。三是改进

制度运行机制,及时吸纳博士生的反馈意见。培养

单位在制度决策过程中,应该广泛听取博士生的意

见,提高制度的针对性与合理性。在制度运行过程

中,针对制度暴露出的问题和博士生的意见反馈,及
时进行制度的修订与改进,保证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三)重视社会介入因素,加强人文关怀力度

博士生所处的环境虽然与社会有一定的区隔,
但博士生的学术和生活都离不开社会。对培养单位

来说,应该正视社会因素介入的合理性,给予博士生

更多的人文关怀,引导博士生以合适的方式达成自

我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降低社会因素的负面影响。
为此,培养单位除了关注博士生的学业外,也应该将

博士生的健康、情感、就业等情况纳入日常的培养工

作中。具体来说,培养单位应加强对博士生的心理

健康关怀,通过学校设置的心理辅导机构、举办的心

理健康讲座或开设的课程,及时解决博士生来自科

研、生活、社会等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充分发挥研

究生管理机构、学工组织、学生组织等机构的作用,
丰富博士生的业余生活,扩大博士生的社交范围,促
进博士生情感需求的满足;设置与博士生可迁移能

力培养相关的课程,并通过就业讲座或者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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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等方式,增加博士生对就业形式的认识,提高博

士生的就业能力,拓宽博士生的就业渠道;通过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等培养方式变革,为博士生与社会接

触提供平台和机会,引导博士生发现社会实践中的

现实问题,避免与社会隔绝的“闭门造车”式的学术

科研活动,使博士生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科

研能力,在社会交往中锻炼自己的社会生活能力,以
此推动博士生从学校到社会的顺利过渡。

六、讨论

博士生培养环境因构成要素的错综复杂而成为

待揭开的“黑箱”。本文以博士生的注意力配置为切

入点,化繁为简地剖析了博士生培养环境的构成要

素、形成机理及优化路径,对博士生培养环境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文在研究样本上,选择

了Nature发布的小样本定性数据,以后的研究可以

将大规模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方法予以拓展;在研

究对象上,存在以理工科博士生为主而人文社科博

士生相对较少的结构性差异,以后的研究可增加人

文社科博士生的比重,进一步比较研究结果的可能

差异;在编码内容上,博士生提及的“身心健康”,因
其可能是三种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未纳入编码节

点,由此引出的各环境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则需

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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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hangesandEnlightenment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tructure
intheUKsincethe21st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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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theanalysisofthechangesinthestructure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theUKsincethe21stcentury,the
authorsfindthatintermsofthestructureofdegreetypes,thescaleofteaching-orientedpostgraduatesdevelopsrapidly,while
thescaleofresearchpostgraduatesgrowsrelativelystable.Intermsofthehierarchicalstructure,thescalesofpostgraduates
anddoctoralstudentshaveexpandedsignificantly,andtheproportionofpostgraduatesanddoctoralstudentstendstobestable.
Intermsofformalstructureoflearning,thescaleoffull-timepostgraduatesincreasessignificantly,whilethescaleofpart-time
postgraduatesisinatrendofdecline.Intermsofdisciplinestructure,thescalesofpostgraduatesindifferentdisciplineschange
obviouslyandnoticeabledifferencesamongdifferentdisciplinesappear.ThispaperproposesthatChinashould,basedonthe
needs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prioritiz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asthedominanttypein
postgraduateeducation;steadilystrengthenthetrainingofpart-timepostgraduates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alearning-
orientedsociety;andadjustthedisciplinestructure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timetomakeitfittotheeconomicstructure
andemploymentstructur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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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alTrainingEnvironment:Landscape,MechanismandPath:
AnanalysisofattentionallocationbasedontheNature's2019PhDSurvey

FANChenga,WULibaob

(a.SchoolofManagementScienceandEngineering;

b.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stitute,NanjingUniversitiesofInformationScience&Technology,Nanjing210044)

Abstract:Duetothecomplexityofconstituentelements,thedoctoraltrainingenvironmentissofara“blackbox”tobe
revealed.Basedonthetheoryofattentionallocation,thispaperstudiesthedoctoraltrainingenvironmentinChinawiththe
contentanalysismethodandthesamplesfromselecteddataoftheNature's2019PhDSurvey.Theresultshowsthatthe
educationenvironmentperceivedbyPhDstudentsconsistsofthemicroorganizationalenvironmentwithsupervisorsasthecore,

themesoinstitutionalenvironmentconstructedbytheuniversities,andthemacrosocialenvironmentwithinflowofsocial
information.Thealienationofmotivation mechanism,thelackofincentive mechanism andtheembeddedsocialization
mechanismhavecausedtheanomieofcurrentorganizationalsettingandtheoverloadedinformationrelatingtoinstrumental
rationalityofinstitutionalenvironmentandsocialenvironment,whichfurtheraffectsthedoctoralcandidates’academicgrowth.
Thispapersuggeststhatinordertoimprovethetrainingenvironmentandthedoctoraleducationquality,thesupervisor's
guidingrightshouldberegulated,thesystem'sincentiveeffectbestrengthened,andthehumanisticcarebeimproved.
Keywords:Doctoralstudenttrainingenvironment;attentionallocation;content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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