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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情感在博士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导向与调节作用。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情感

可分为接受、行为反应、价值选择、价值组织以及性格化五个层次,层次越高越稳定,对学生的行为影响越深

刻,越有助于从内在激发学生对真理的探索欲望,提升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幸福感。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

程中,应有意识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稳定的高层次学术情感,不断提升博士研究生的情感素养,激发其内在的

学术研究动力,进而促进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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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研究生学术情感:
一个亟待关注的研究议题

博士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是追求真理

的过程;情感在博士研究生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其学术自觉、学术理想和信念

都会产生影响。所谓情感,一般是指以自身精神需

求和自身价值体现为主要对象的一种自我感受、内
心体验、情境评价、移情共鸣和反应选择[1],其对个

体的态度和行为有着重要的调节和导向作用。积极

的情感可以提高学业成就、学习投入、学习动机和自

我调节[2-3],有助于博士生学业的顺利完成和身心的

健康发展;消极的情绪情感则相反,甚至会影响到

博士生的生命安全。因此,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不仅需要关注博士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

的情感体验,而且需要引导其树立积极、稳定的学术

情感。然而,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情感在博士研究

生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情感的重要

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4]。博士教育中对情感研

究的不足,使得博士研究生的情感管理面临诸多的

挑战[5]。博士生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情感体验

往往被忽视,常常被置于博士学习研究的次要地

位[4],博 士 研 究 生 经 常 试 图 忽 视 或 控 制 这 些 情

感[6-7],这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而且不利于

学生从事长久的学术研究。因此,本文在梳理已有

学术情感研究的基础上对学术情感进行界定,同时

借鉴克拉斯沃尔的情感目标分类理论,对博士研究

生学术情感的形成层级及其功能进行探讨,以期能

为博士研究生学术情感的培养提供参考。

二、博士研究生学术情感:
概念内涵与相关理论

当前,国内外关于学术情感的研究,主要是从学

业方面进行研究[8-9],且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小学生;
在这些研究中,情感与情绪两个概念经常互用。有

研究者把学术情感界定为与学术相关的情绪体验,
包括自豪、紧张、喜爱、气愤和羞愧等学术情绪[10]。
也有研究者把学术情感看作是情感的一个从属概

念,并且认为学术情感是在教室学习、日常作业和测



验等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情感[11-12]。另有研究者认

为学术情感是学生进行学术活动时的态度体验,表
现为对所学专业的兴趣以及各种学术体验等,对学

生的学术行为有调节作用[13],对学生的学术适应也

会产生积极影响[14]。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学术情

感是对学术产生的正向情感倾向,是学术理想建构

的动力源泉[15]。目前以学术情感为核心概念的研

究较少,涉及到的研究要么把学术情感作为一个中

介变量,要么作为一个从属变量,揭示了学术情感在

学生学习和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研究并

未单独对学术情感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并未对学

术情感予以清晰的界定,更多是从情感的维度进行

研究,所提到的学术情感更多是指学生学业方面的

情感。综合上述研究者关于学术情感的探讨,同时

结合我国心理学家孟昭兰对情感的界定[16],可以将

学术情感界定为:学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基于对学

术活动的认知、体验和感受而形成稳定、持续的内在

学术倾向性;学术情感属于人的高级情感,对学生尤

其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根据学术情感

的定义,学术情感的形成,需要学生通过参与学术实

践,对学术问题产生好奇,从而积极主动的进行学术

探索和研究,收获愉快的情感体验,最终形成稳定、
积极的学术情感,进而指导学生的学术实践行为。
高层次的学术情感形成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可
参考克拉斯沃尔的情感目标分类来进行探讨。

美国心理学家克拉斯沃尔于1964年提出情感

分类学,他把情感目标分为接受、反应、价值评价、组
织和性格化五个层次。接受层次是指学习者觉察到

某些外部现象和刺激的存在,并且愿意接受或注意

这些现象和刺激,包括觉察、愿意接受和有控制的注

意三个亚层次;反应层次是指学生对注意到的现象

或刺激做出一定的行为反应,包括默认的反应、愿意

的反应和满意的反应三个亚类别,随着反应层次的

上升,情感内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价值评价层次是指

学生接受和内化社会所认可的价值准则,并对满足

其情感体验的方式做出价值评价,包括接受某种价

值、对某一价值的偏好和信奉三个层次,是情感形成

的关键阶段;组织层次是将各种价值组织成一个体

系、确定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确立占主导地位和普

遍的价值,包括概念化和价值体系的组织两个层次;
性格化层次是指学生通过将所有的行为、价值观、信
念等组织成一种内部一致的体系,形成稳定的性格

特征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时依据已经内化

的价值来指导个体的行为反应,是内化过程的最高

层次[17]。

三、博士研究生学术情感:
五大层次及其功能

克拉斯沃尔情感目标分类表明情感是一个按等

级层次排列的连续体,情感的形成是从外部控制向

内部控制、从有意识向无意识逐渐内化的过程,并且

在每个层次上情感都有其特定内涵[18]。因此,基于

克拉斯沃尔的情感教育目标分类,同时结合学术情

感的定义,可以将学术情感分为接受、反应、价值选

择、价值组织和性格化五个层次。
(一)学术情感形成的基础:明确而坚定的接受

学术研究

从事学术研究需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从
心底热爱学术,才能享受学术研究所带来的成就与

乐趣。因此,明确而坚定的接受学术研究是学术情

感的基础层级。在该层次包括觉察、愿意接受和有

选择的注意三个阶段,其中觉察是指学生对所处外

在环境的觉知,属于对外在客观刺激的反应,愿意接

受和有选择的注意则属于个体内在的主观体验。因

此,学生对学术研究的接受程度受外在和内在双重

因素的影响。首先,学生对外在因素的觉察,包括国

家和学校制度、学术氛围、导生关系等,学生对这些

因素的认知将直接影响其对学术研究的接受程度。
完善的制度[19]、浓郁的学术氛围[20]及和谐的导生

关系[21]将有助于学生积极参与学术实践,产生积极

的学术情感体验。其次,是学生的内部加工,包括愿

意接受和有选择的注意,在这两个层次,学生将从自

己所觉察到的外在学术刺激中进行选择性注意,将
外在因素的被动刺激转化为内在的积极关注,即需

要学生对外在环境的被动注意转化为内在的积极体

验,由自上而下的加工形成内在的个体认知,进而推

动学生对自我情感的行为反应、意识体验、理性认知

和观念深化,逐步深化学生对学术研究的接受水平。
总而言之,外部环境的刺激与学生个体的内在加工

相结合将产生直接的情感体验,进而直接影响学生

的学术研究行为。
(二)学术情感形成的动力源泉:清晰而深刻的

行为反应

明确而坚定的接受学术研究是学术情感形成的

基础,在这个阶段,学生从被动注意转向主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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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在客观刺激有了积极的主观情感体验。当然,
只有积极的情感体验还不足以产生正向的学术情

感,还需要学生针对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做出相应

的行为反应。学术情感与学习者的特定情绪和动机

有关,积极的学术情感体验有助于学生采用适当的

学习策略和研究行为[22]。行为反应处于学术情感

形成的第二层级,主要是指学生在接受第一阶段的

学术刺激后,受到刺激的驱动,做出相应的行为反

应,包括默认的反应、愿意的反应和满意的反应。默

认的反应更多是指学生为了遵从学校的课程安排或

导师的要求而进行的一些学术实践活动,这类行为

反应具有被动性。愿意的反应通常是学生经过选择

而做出的自愿反应,比如选择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学

术讲座或学术沙龙等,不是迫于外界所施加的压力。
满意的反应是指学生在从事学术实践的过程中,同
时伴随着愉快、兴奋等情绪体验,从而提高和强化学

生从事学术实践的行为频率。学生通过积极参与学

术讲座、认真专研学术课题、撰写学术论文等学术实

践,进一步强化从事学术研究所带来的积极情感体

验。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学生做出清晰而深刻的

学术行为反应。因此,正向学术情感的形成必须要

以清晰而深刻的行为反应作为依托,才能产生源源

不断的主动学术实践行为。
(三)学术情感形成的保障:完善而合理的价值

选择

在该层次上,学生的学术情感不再依赖于一些

外在的要求,而是依赖于对学术本身及满足其学术

需求的方式做出价值评价。该层次是学生学术情感

形成的一个关键阶段,只有经过该阶段,学生的学术

情感才能真正发展起来,学术情感才能得到理性的

调节和控制,才能有质的提升。具体来说,学生通过

对学术的接受并积极参与学术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

验和体验,进而对这些经验和体验进行价值评价,融
入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因此,可以说,在这个阶段

对已有学术活动的体验做出完善而合理的价值选

择,是正向学术情感形成的保障,包括价值的接受、
对某一价值的偏好和信奉三个阶段,情感水平逐级

递增。首先就较低层次的价值接受来说,学生通过

清晰而深刻的学术行为实践,对特定学术研究或现

象具有一致性的反应,接受某种学术研究的价值观。
其次,对某一价值的偏好,进一步表明,学生对从事

学术研究不只是单纯的接受,而是选择某一种价值

观念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追求。最后,信奉作为

价值评价的最高层次,具有高度的确定性,从事学术

研究的行为在于促进某一类别研究的发展,把学术

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内部的信仰与外部的行为之

间具有一致性。因此,学生由价值接受到对某一价

值的偏好,进而达到信奉阶段,有助于学生形成完善

而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保障正向学术情感得以形

成。在该阶段,导师对学生的指导理念、道德培养、
情感支持不仅可以感染研究生的心灵,而且还能积

极促进研究生道德品质的不断提高和人格的不断完

善[23],进而促进博士研究生形成完善而合理的学术

研究价值观。
(四)学术情感的升华:稳定而丰富的价值组织

在前三个层次的基础上,学生的学术情感已经

有了很大的提升,完成了情感形成从接受刺激到做

出反应再到价值选择三个阶段。随着学术情感的不

断内化,学生在参与学术实践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

不同的价值情境。因此,需要学生把各种价值加以

体系化,厘清不同价值之间的关系,确立占主导地位

和普遍的价值。学生通过对这些价值判断进一步升

华和组织,从而形成有序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稳定而丰富的组织绝不是对价值进行简

单的归类,只有经过个体积极的重塑方能产生实际

效果。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博士研究生已具有一

套比较稳定的价值体系,要改变其原有的价值体系

需要学生做出更大的努力。因此,在该层次学生需

对接受到的价值评价进行概念化的提取和整合,以
融入原来的价值体系中。首先,学生需要通过对第

三阶段的价值进行概念化提取,从而学生能够清晰

的看到,某一新的价值是怎样与他已有的价值联系

在一起的,也便于学生对各种价值做比较性评价,从
而促进其正向学术情感的形成。其次,在对价值进

行概念化的基础上,需要对价值进行组织,即把各种

价值组织成为一个价值复合体,从而明确不同价值

之间的有序关系。在该阶段整合的过程中,可能会

出现矛盾与冲突,可以把它视作一个动态变化的过

程,即随着对新价值的吸收,该体系又会产生变化,
从而不断丰富学生的价值体系。

(五)学术情感的最高层级:和谐而统一的性

格化

在博士研究生学术情感的形成过程中,一方面

要加强学生低层次学术情感形成所需的学校物质环

境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学生从事学术研

究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真正意义上实现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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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避免学生功利化、学历化的学术倾向。性

格化是学术情感的最高阶段,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过

程中应追求的最高目标。性格化是指学生将价值

观、信息、态度等组织成一个和谐而统一的整体,形
成性格特征,引领自己的学术实践,即学生的学术实

践行为与学生的学术需求一致,达到和谐而统一。
由此,学生已有的体验、价值判断以及学术研究观念

等就与学生的个性融为一体,成为学生人格组成的

一部分,与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紧密结合,
对学生后续的学术研究乃至毕业后的学术职业发展

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性格化的学术情感将引领个体

的学术行为,使得学生在任何时候对学术研究都有

一种内在一致的态度和价值体系,能够坚守学术研

究所必需的伦理学原则以及从事学术研究的行为规

范。和谐而统一的性格化作为学术情感的最高层

级,将有助于避免博士研究生形成功利化的发展倾

向,有助于博士研究生坚持正确的学术规范、树立崇

高的学术理想,引导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实践行为。

四、学术情感:助力博士研究生

培养质量的提升

近年来,随着博士生规模的日益扩大,博士教育

目的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工具性渐强、学术性式微使

得博士培养质量有降低之虞[24],博士生学习动机弱

化、心理健康问题增加以及博士生延期毕业率的持

续攀升等问题凸显,使得博士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教

育质量问题更加严峻[25]。然而,当前有关博士研究

生培 养 质 量 的 研 究,主 要 是 从 制 度[26]、影 响 因

素[27]、国外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启示[28]、导师[29]

等外在因素方面进行探讨,较为欠缺聚焦博士研究

生个体的学术情感研究。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实践不

仅是其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创造新知识和新

思想的关键因素,而学术情感是博士研究生在从事

学术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高级情感,不仅影响博

士研究生学术身份认同的发展,而且影响学生对博

士学习生涯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感知[30],是博士研究

生情绪体验的调节器,是博士研究生学术实践中的

动力源泉,有助于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一)促进博士研究生学术身份认同的发展

学术情感影响着博士研究生学术身份认同的发

展。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教育培养的最高层次,其
学术性本质决定了其学术人的身份,其学术身份认

同的发展不仅影响其对专业的认同,而且影响其创

新能力的提升。身份认同是个体将自己归类,对其

所属群体角色及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程度,是
动态和可塑的,个体基于他人的期望、动机和行为而

做出互动的行为反应,进而从内在激发行为,并决定

外部行为的变化[31]。学术身份认同是博士研究生

追求的核心[32],其发展需要有挑战性的 情 感 体

验[33],而学术情感影响着博士研究生学术身份认同

过程中的各种情感体验。博士研究生对学术研究的

积极情感体验,有助于博士研究生对其学术身份的

认同,积极的学术情感是其对学术身份认同的基础。
(二)博士研究生情绪体验的调节器

博士研究生学习之旅就像是情绪上的“过山

车”,[34]是积极和消极情绪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平衡

过程,[35]需积极、稳定的学术情感来加以调节和控

制。情绪和情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情绪

通常具有情境性、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的特点,而情感

与稳定的社会内容密切相关,在多层次、多方面感受

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某种持久的、稳定的、反
映本质需求关系的态度体验,常以内心体验的形式

存在,始终处于意识支配的范围内,情感的深度决定

着情绪表现的强度,情感的性质决定情绪的表达形

式[36]。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情感是博士研究生在从

事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高级情感,决定着博士研

究生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情绪的表现强度和表达

形式,对博士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情绪体

验有着重要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当博士研究生对学

术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情感时,将对学术研究产生

积极的情绪体验,反之,则容易产生消极情绪体验。
(三)博士研究生学术实践的动力源泉

当前博士研究生中存在的学术造假、创新性不

足[37]、发表“内卷化”[38]、心理问题凸显、自杀事

件[39]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学生对学术研究的

情感缺失,其学术研究行为更多受外在因素的被动

驱动,而缺少内在的研究动力。情感具有增强行为

动力的效能,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形

成良好的学习态度,改善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等积

极作用[40],是学生学习的发动机,影响学生的学习

行为与结果[41],影响个体道德、认知、审美和价值的

发展[42]。研究生教育如不能与鲜活的人的情感结

合为一体,那么教育就会异化,学生不知道是“为什

么而学”,而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43],将不利于学生

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和正确的学术研究价值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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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学生的学术研究行为,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
心理健康以及学业进程,最终影响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质量。
总而言之,学术情感是博士研究生在从事学术

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的个人情感,是学术研

究行为和价值内化的过程,是学生学术研究行为从

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是博士研究生从事学术研

究的调节器和指示器,有助于学生进行持久的学术

研究和确立正确的学术研究价值观,提升学生进行

学术研究的幸福感,进而提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因此,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应关注学生进行学术

研究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注重学生正向学术情感的

培养,把学术情感的培养纳入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

中,不断提升学生的情感素养,激发学生内在的学术

研究动力。在后续的研究中,可立足于学术情感的

形成层级,深入分析影响博士研究生学术情感的因

素,探讨博士研究生学术情感的培养路径,从而更好

地促进学生高层级学术情感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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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eliminaryExplorationoftheAcademicEmotionofDoctoralStudents

HEFeixia1,2,ZHOUXiaoli1

(1.SchoolofEducation,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

2.CollegeofPublicManagementofGUFE,Guiyang550025)

Abstract:Academicemotionplaysanimportantroleinguidingandregulatingtheacademicresearchofdoctoralstudents.The
academicemotionofdoctoralstudentscanbedividedintofivelevels:acceptance,behavioralresponse,valuechoice,value
organizationandpersonality.Thehigherthelevelisandmorestablethestudentsremainatthelevel,themoreprofoundthe
influenceisonstudents'behaviorandmorehelpfulitwillbetostimulatestudents'desiretoexplorethetruthandenhancetheir
happinessinacademicresearch.Theauthorssuggestthatintheprocessofcultivatingdoctoralstudents,weshouldconsciously
guidestudentstoformpositiveandstablehigh-levelacademicemotionandconstantlyimprovetheiremotionalliteracy,soasto
stimulatetheirinternalacademicresearchmotivationandthenpromotetheimprovementofdoctoralstudentcultivationquality.
Keywords:doctoralstudent;academicemotion;affectivegoal;emotional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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