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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育学术志趣对于重大科研项目团队的博士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涯发展理论,对一所

“双一流”大学3个重大科研项目团队的16名博士生进行回溯性访谈,采用质性分析方法探析学术志趣发展

阶段及特征。研究发现:学术志趣分为启蒙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职业后阶段4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

阶段有特定的专业发展任务和自我发展任务,两个任务之间协同促成学术志趣的发展,任何一个任务发展受

阻都可能导致博士生离开学术领域;自我效能机制和角色认同机制是学术志趣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高校

重大科研项目团队需要根据学术志趣发展阶段合理安排学术训练任务,提升学术自我效能,促使学生认同学

术角色,进而培育学生的学术志趣,引导优秀博士生以学术为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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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等学

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教研〔2018〕5
号)指出“强化科研育人,结合国家重点、重大科技计

划任务,建立科教融合、相互促进的协同培养机制,
促进知识学习与科学研究、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重大科研项目是指国家应对国际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投入巨额资金设置的一大批基础性、创新性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包括973计划、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1]。这些重大科研项目

在完成科技创新任务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拔尖

创新人才。学术志趣是预测拔尖创新人才科研能力

发展的重要因素[2-3],结合重大科研项目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的学术志趣已成为科研育人的重要命题。然

而,当前关于重大科研项目团队中研究生学术发展特

征的研究还较少。本研究以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团队

的博士生为研究对象,使用质性分析的方法探讨学术

志趣的发展特征,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一、学术志趣及相关研究

(一)学术志趣的概念及内涵

志趣一词在中华文化中有悠久的历史,但志趣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进入教育领域却相当短暂。当前

学术界对学术志趣的界定有三种取向:第一,强调学

术志趣是一种个体兴趣。即学术志趣是一种将学术

追求与学术研究作为人生方向的长远兴趣,是一种

与人的生命相统一的内在兴趣,是一种具有普遍性

的个体兴趣[4]。第二,强调学术志趣是一种个人品

格,包含社会价值判断的远大志向。即学术志趣是

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潜心学术研究、献身学术事

业、追求高远、勇攀学术高峰、淡泊名利和刻苦钻研

是其外在的表现[5]。第三,强调学术志趣是学术兴

趣和学术志向有机结合形成的有机体。即学术志趣



是指学生对特定专业、学科的学术抱负,包括对专业

领域的认同以及后续学业发展目标[6]。
(二)学术志趣的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研究

学术志趣前因变量的研究集中在个体因素和环

境因素两个方面。第一,个体因素。研究发现,中小

学生随年级升高志趣变窄、变低[7],本科生学术志趣

水平随着年级升高也降低[8];但在研究生群体,有研

究发现学术志趣水平随年级上升而增加[9];个体通

过提高努力水平,可以培养学术志趣[10];此外,研究

还发现学术志趣的发展跟自我发展、学术成就有

关[11]。第二,教育环境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学生

学术志趣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导师的学术志趣[12]、
专门的课程[13]、交叉学科培养方式[14]、本科生阶段

的科研训练[15]、家庭文化资本和重要他人[16]。
学术志趣结果变量的研究集中在学术态度和行

为方面。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接受学生采

访时说在科研过程中“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志趣之火

不灭,生生不息”[17]。学术志趣是拔尖创新人才进入

学术世界,攀登学术高峰的驱动力。研究发现,学术

志趣是影响研究生学术力的重要因素[18];学术志趣越

高博士生毕业时选择学术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19]。
总之,当前学术志趣的相关研究探讨了影响因

素及其作用结果,分析了学术志趣的静态特征,但并

没有揭示个体学术志趣的动态发展特征,难以解释

学术志趣发展的复杂性。研读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系

列案例[20]发现:其学术志趣表现为学术行为产生、
发展以及实现学术抱负的全过程。因此,本文将学

术志趣界定为个体对兴趣和潜能评估后产生的学术

抱负,是受过去学术成就以及当前情境影响的学术

目标和期望。它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
学术志趣伴随个体学术生涯全过程,本研究主

要聚焦在学术职业化之前,即学术训练期间的学术

志趣发展特征。在学术高度专业化的今天,将学术

视为一种职业的想法已成常态[21]。学术工作在物

质意义上是一项职业,但应更多地体现出人格意义

上的志业[22]。从“学术零基础”到“以学术为志业”,
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团队中的博士生,他们的学术志

趣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有哪些特征? 有哪些内在

心理机制? 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综合考虑团队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情况、团队学

生的学术活力、学术志趣水平以及参与式观察的难

度及时间因素,从一所“双一流”大学选择了3个重

大科研项目团队(分别是通信、化学和车辆专业)。
在获得团队领导人同意后,进入2个团队进行参与

式观察,对16名博士生(博士生候选人)进行访谈,
抽样案例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及特点

编号 性别 年龄 生源地 本科学校类型 硕士学校类型 博士学校类型 年级 其他信息

A* 女 30岁 农村 c a a 博四 博士跨专业

B* 男 20岁 城市 a - - 大三 有本科直博资格

C* 男 20岁 城市 a - - 大三 有本科直博资格

D* 男 18岁 城市 a - a 博一 本科直博

E 男 22岁 城市 c a 硕一 有硕转博资格

F* 男 23岁 城市 a - a 博一 本科直博

G* 女 29岁 农村 c a a 博四 硕转博,博士跨专业

H* 女 26岁 农村 b b a 博二 申请考核制

I 男 31岁 农村 c c a 博四 普通招考

J 男 28岁 农村 c c a 博四 普通招考

K 女 23岁 城市 a b 硕一 有硕转博资格

L 女 24岁 城市 a a a 博四 硕转博

M* 男 27岁 城市 a - a 博四
本科直博,中国汽车学会

青委会秘书长

N 女 24岁 农村 a b 硕二 有硕转博资格

O 男 27岁 城市 b b a 博三 普通招考

P 男 23岁 农村 a a 硕二 有硕转博资格

  注:a表示“双一流”高校;b为一流学科高校;c为非a非b高校;*表示深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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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包括参与式观察资料和访谈资料两

部分。
第一,参与式观察资料。参与式观察从2018年

9月至2019年1月,持续一个学期,深度访谈于

2018年12月开始实施。参与式观察及访谈均取得

重大科研项目团队负责人及访谈对象同意,并签订

知情同意书。团队负责人向在场学生介绍研究者的

教育学博士生身份后入场观察。通过旁听课程、组
会、进入实验室体验等方式,与访谈对象建立良好关

系,并提升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敏感性。参与式观

察记录共3万字。
第二,访谈资料。首先,准备访谈提纲。针对研

究问题设计的访谈提纲包括5个初始问题:①以往

学习经历;②对学术志趣的理解;③学术兴趣产生和

发展过程;④学术目标和学术抱负及其变化;⑤影响

学术兴趣和学术抱负的因素。在上述问题基础上,
研究者随着访谈进行而追问。其次,签订知情同意

书,实施第一次访谈。根据访谈质量和配合度,确定

8人进行深入访谈。最后,整理访谈资料。将访谈

录音转录成逐字稿发回访谈对象核对,保证资料真

实无误。研究者在后期参与式观察中根据访谈对象

的表现进行核实、回访,确保研究资料的可信度。共

收集到21个小时约22万字的访谈文字资料。
(三)资料分析

个体成长、教育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教育阶段

是指教育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教育特点划分的教

育段落[23];埃里克森(Erikson)将个体心理社会发

展分为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发展任

务,如果没有成功过渡,自我发展就面临延缓、倒退、
混乱等后果[24];舒伯(Super)的生涯发展理论将个

体生涯发展阶段划分成成长、试探、建立、保持和衰

退五个阶段,提出自我概念、生涯发展阶段和生涯发

展任务三个核心概念[25]。基于以上理论,构建了本

研究资料分析的理论框架,见图1。

图1 学术志趣发展的质性分析框架

本研究通过质性分析的方法梳理博士生学术志

趣的发展阶段和特征。首先参考舒伯的生涯发展理

论提出学术志趣发展的质性分析理论框架,然后采

用类属分析法[26]对理论框架进行充实或修正。详

细过程是:将原始资料的观点或主题串联起来,明晰

个案学术志趣发展的故事线;从资料中抽取新知识

和新概念,对理论框架进行“丰富”和“修正”,展现博

士生学术志趣发展的内核和外核,建构理论;通过与

研究资料来回对话、与访谈对象讨论研究结果等方

式,直到不能发现新概念而认为理论达到饱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术志趣发展阶段及发展任务

分析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团队16名博士生学术

志趣的发展特点发现:学术志趣发展具有明显的教

育阶段特征,表现为按照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阶段

接受相应的学术训练任务、发展出相应的学术能力

和学术品格,形成不同特征的学术志趣。据此,本研

究将学术志趣发展阶段划分并命名为启蒙阶段、发
展阶段、成熟阶段和职业后阶段四个阶段,这个结果

与孙琦(2018)关于博士生学术志趣发展过程的划

分[27]、Weidman(2003)关于研究生学术职业社会化

四阶段的划分有相似之处[28]。现将每个阶段的特

点、发展任务及其对应的教育阶段阐释如下。
(1)学术志趣启蒙阶段及发展任务。启蒙阶段

主要发生在大学本科及之前的教育阶段。它是学术

志趣产生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形成的学习态度、特
定领域的知识兴趣和学习信念奠定了学术志趣发展

的基础,主要完成通识知识积累、专业兴趣定向和专

业认同。第一,专业发展任务的内容和特征。此时

个体没有接触或较少接触学术概念和学术活动,是
宽泛的知识兴趣养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体广

泛涉猎不同主题的知识,并逐渐对特定知识主题产

生兴趣,产生深入学习的愿望和行动。《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中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要求,本科毕业

生必须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

和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

能力。第二,自我发展任务的内容和特征。个体根

据学业表现形成专业自我概念,完成专业认同,是自

我发展任务的核心。在启蒙阶段,个体根据不同学

科的成绩表现形成了专业自我概念,成绩表现优异

的学科会在其自我概念中凸显,影响未来的专业选

择,如案例 A是数学课代表,这使她形成了稳固的

数学专业自我概念并选择与数学密切相关的专业方

向。然而,专业认同行为还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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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该专业的认可程度等因素影响到个体的专业

选择和认同。步入大学本科学习阶段,个体根据学

习体验形成专业自我概念,开始专业认同过程。如

果专业表现与专业自我概念一致,个体体验到自我

发展,随即产生专业认同,反之认同失败。个体根据

本科阶段形成的专业自我概念、专业认同,对未来是

否继续深造、是否更换专业做出选择(如案例E),但
更多个体还可能因为就业压力而继续选择考研(如
案例A、G、H、I)。研究发现,即使是资优本科生群

体其学术志趣依然不稳定[29]。因此,启蒙阶段自我

发展任务的核心是发展专业自我概念,主要完成专

业自我认同;对学术概念、学术活动处在知识了解和

初步体验阶段,没有深刻的情感态度体验(如连续实

验失败、发表学术论文被拒后的沮丧体验),没有形

成稳定的学术志趣品质。
(2)学术志趣发展阶段及发展任务。学术志趣

发展阶段主要发生在硕士教育阶段。这个阶段的研

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学术活动,密集接触科研

与学术的活动、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主要完成

专门、高深知识的学习以及掌握知识生产的方法、范
式和技能,完成对学术角色的认同。第一,专业发展

任务的内容和特征。学术志趣发展阶段常见的学习

活动有专业课程学习、阅读文献、组会讨论、参与课

题、发表学术论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中硕士学位授予条件要求,硕士生必须在本门学科

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因此,在掌握专门知识理论的基础上,硕士生习

得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完成一篇学术论文和一篇硕

士论文,对学术活动有了基本的体验,具备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的能力。第二,自我发展任务的内容和特

征。在自我发展上,主要完成学术角色的认同。根

据自我认同理论,生活中的个体会扮演很多角色,而
不同时间、地点和情境会使显著的自我形象成为当

下的自我认同[30]。通过接受学术训练,硕士研究生

逐渐接触学术工作的价值观、生活方式,逐渐把学术

角色内化为自我概念,并产生忠诚等高级情感体验。
是否把学术角色纳入并凸显为自我的主要成分,即
是否完成学术角色认同,影响到硕士研究生对待学

术的情感和行为。如果认同自己的学术角色,个体

将按照专业偶像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案例A);如果

否认自己的学术角色,那么个体对自己的学术要求

不断降低、未来选择非学术岗位就业(如案例B)。

研究发现,多数人在硕士阶段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胜

任学术工作,此时学术兴趣并不稳定。如果个体在

发展阶段能激发学术潜质,产生积极的科研情感体

验,有利于学术角色认同。
(3)学术志趣成熟阶段及发展任务。学术志趣

成熟阶段主要发生在博士教育阶段。经过硕士阶段

的学术训练个体已经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导师开始不断培养博士生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能

力,主要完成知识创新任务和学术角色再认同。第

一,专业发展任务的内容和特征。进入博士生阶段,
专业发展任务就是进行学术创新,此时最突出的专

业发展任务就是经过博士阶段严格的学术训练,达
到毕业要求的发文量,完成高质量的博士论文,获得

学术同行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博

士学位授予条件要求,博士生必须在本门学科上掌

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
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

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第二,自我发展任务的

内容和特征。在自我发展任务上,这一个阶段主要

是巩固硕士阶段建立起的学术角色认同。无论从内

在要求和外在评价上看,博士生阶段的学术难度都

远远超过硕士生阶段。这些挑战,促使博士生重新

审视自己的学术能力,不断突破自身知识和能力的

边界。硕士阶段取得的成绩已经成为过去,步入博

士阶段需要重新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且,创新性的

要求需要博士生独立寻找研究课题,每一次选题都

是一次冒险。此时,成败经验将深深影响到学术角

色认同。如果遇到重大挫折,如实验毫无进展、发表

论文不顺利、开题不顺利等情形,个体容易产生消极

学术自我概念,如对自身学术能力产生自我否定(如
案例 H)、怀疑自己不适合走学术道路(如案例I)、
感受到痛苦(如案例L)等,导致个体焦虑和抑郁,产
生认同危机、心理健康危机(如案例G)。就访谈来

看,每位博士生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学术角色认同

危机,这是博士生学术成长中的必修课,正是渡过这

些危机,个体的学术志趣品质才走向成熟。
(4)学术志趣职业后阶段及发展任务。学术志

趣职业后阶段主要发生在取得博士学位证,走上学

术职业岗位之后。不同的学术训练体验对未来职业

选择造成不同的影响。如果博士学术训练期间体验

较差(如高焦虑/高抑郁),个体在未来择业时可能放

弃学术职业;如果学术训练期间体验良好,博士毕业

后个体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31]。一旦选择学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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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个体就进入学术志趣的职业后阶段。个体开始

独立从事科研工作,或者传授知识,或者是两者兼有

之。此时学术角色成为个体自我概念系统中重要而

且稳定的角色,相对于学术志趣之前几个发展阶段,
职业后阶段形成了稳定的学术志趣。即使学术工作

中遇到打击和挫折,也不容易使其放弃学术角色。
(二)学术志趣发展阶段模型的构建

结合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本研究将在校接受

科研训练期间博士生学术志趣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

段。在进一步厘清专业发展任务、自我发展任务及

其两者的关系,厘清学术志趣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和

教育阶段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学术志趣发展

四阶段模型,见图2。

图2 学术志趣发展四阶段模型

模型概括了学术志趣发展的阶段、发展任务和

教育阶段三条进路:第一条是学术志趣发展阶段进

路,学术志趣发展遵循启蒙阶段→发展阶段→成熟

阶段→职业后阶段的发展顺序;第二条是学术志趣

发展任务进路,包含专业发展任务和自我发展任务,
学术志趣发展遵循通识和专业知识→学术训练→学

术训练和学术创新→学术创新和知识传授的专业发

展任务顺序,遵循专业认同→学术角色认同→巩固

学术角色认同→学术职业角色认同的自我发展任务

顺序;第三条是教育阶段进路,学术志趣发展遵循本

科及本科之前→硕士阶段→博士阶段→学术岗位就

业的教育发展阶段。
(三)学术志趣发展阶段模型的阐释

(1)专业发展任务的核心是形成学术自我效能。
学术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地完成学术

任务的主观判断,受以往成功经验、言语说服、替代

性经验和情绪唤起的影响。学术志趣发展与专业发

展任务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专业发展任务的核

心是获得学术自我效能,体现了学术志趣发展的自

我效能机制。每个教育阶段都有特定的专业发展任

务,而每一次发展任务的变化都是一次挑战。随着

教育阶段的发展,个体逐渐从追求知识的广度(通识

教育)发展到追求知识的深度(专业知识),从接受知

识、学习知识走向生产知识(接受学术训练、进行学

术创新),完成职业化和专业化(学术创新和知识传

授),每一个阶段的专业发展任务都需要个体发展出

相应的能力特质,这种能力特质是形成学术自我效

能感的基础。如,案例D在每一个阶段都发展了相

应的能力,对完成专业发展任务具有足够的信心,相
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些任务。

(2)自我发展任务的核心是形成学术角色认同。
学术角色认同是指参与学术活动的个体用“正在从

事学术工作的人”“未来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回答“我
是谁”“我想成为谁”的问题[32]。学术志趣发展与自

我发展任务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充分而必要的,
自我发展任务的核心是获得学术角色认同,体现了

学术志趣发展的角色认同机制。学术角色认同是个

体对自我与未来学术职业关系的探索[33],是个体从

学生角色走向学术职业生涯的必由之路[34]。每进

入一个新阶段,个体都经历“角色承诺→深入探索→
重新承诺”的学术角色认同循环[35]。如,案例A禀

赋一般但硕士阶段在导师手把手引导下获得良好的

学术体验、发表高水平论文,认同了学术身份,但在

博士阶段因为跨专业不得不重新进行学术角色认

同;与之相反,案例B禀赋优异,在双一流高校就读

实验班(拥有本科直博资格),但因本科生科研训练

时无人指导而感到焦虑、否定了自己的学术角色,丧
失了未来从事学术工作的兴趣,只期望按部就班完

成学业、拿到博士学位。
(3)学术志趣发展是专业发展任务与自我发展

任务协同发展的结果,学术志趣发展的心理机制包

括自我效能机制和角色认同机制。学术自我效能、
学术角色认同对学术成就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验

证[36]。本文多个个案的学术志趣发展轨迹表明它

们之间有以下关系:第一,学术志趣发展是学术自我

效能和学术角色认同的协同发展;第二,新的学术志

趣发展阶段意味着新的专业发展任务和自我发展任

务;第三,任意一个阶段都重新开始建立认同感和效

能感,因此任意阶段个体都有志趣熄灭的可能,意味

着学术志趣发展的终止;第四,学术志趣发展中自我

效能机制非常重要,既直接影响学术志趣又间接影

响学术角色认同。学术自我效能受既有成功经验的

影响,但个体还可以通过榜样学习、言语说服和情绪

唤起的途径提高学术自我效能,为个体带来持续的

努力和行动。已有量化研究也验证了科研训练环境

通过自我效能机制、角色认同机制的中介作用、交互

作用对学术志趣产生积极影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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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术志趣发展阶段、教育阶段及发展任务之

间的关系。学术志趣发展嵌套在教育阶段中,学术

志趣发展阶段与教育阶段具有一致性,但也可以超

越。这种一致性体现了学术志趣发展阶段的普遍

性,学术志趣发展阶段与教育发展阶段相对应。如

本科阶段,个体接受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主要以积

累专业知识为主,学术并不是本科生的发展任务。
超越是指个体提前完成了本阶段的发展任务而进入

下一个阶段。有两种表现:第一是拔尖学生学有余

力,超越了所处的教育阶段而进入学术志趣发展的

下一阶段;第二,“双一流”大学有更优质的生源,本
科生在高年级就开始接触学术训练,发展学术志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科生科研训练存在发表论文

的功利倾向[38],违背了学术志趣发展规律,有碍于

学术志趣健康发展。如,案例A按照学术志趣发展

阶段拾级而上,逐渐产生了学术角色认同,面对学术

挑战坚强而富有韧性;但案例B的本科科研训练并

没有让他产生学术角色认同,产生了熬到博士毕业

就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强烈想法。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使用质性分析方法,对高校重大科研项

目团队博士生学术志趣的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得到

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根据教育阶段顺序,将学术志

趣发展阶段划分为启蒙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

职业后阶段四个阶段;第二,每一个阶段都有既定的

专业发展任务和自我发展任务,学术志趣发展是两

个任务协同发展的结果;第三,自我效能机制和角色

认同机制是个体学术志趣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第
四,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了学术志趣发展的四阶段模

型。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团队培养学生的学术志趣,
需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分阶段培育,在科学安排学术

训练任务的同时,重点关注学生学术角色认同的

发展。
首先,遵循学术志趣发展的阶段,合理设计学术

志趣发展任务。学术志趣的发展包括了专业和自我

两个部分,两个发展任务都不可偏废。高校重大科

研项目团队需要改变当前重视博士生专业发展、忽
视博士生自我发展的误区。在专业发展方面,按照

博士生的能力匹配任务、对其抱持合理的期望水平,
提高博士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在博士生自我发展

方面,需要重视博士生对待学术的情感和态度,通过

树立榜样,引导博士生认同学术角色;在给团队拔尖

学生设置跳级专业发展任务的同时,还应注重培养

个体对学术角色的认同,引导拔尖学生以学术为志

业。从实践看,引导博士生阅读和讨论诸如彭加勒、
居里夫人、钱学森等国内外科学家传记,《以学术为

业》《科学的价值》《最后的沉思》《我的世界观》等反

映科学精神类的名著,对培养学术志趣是非常有益

的。阅读科学家的传记及著作,能使博士生进入科

学共同体的内心世界、了解学术创新的规律,汲取学

术成长的养分,促进学术人格成熟。
其次,遵循学术志趣发展的机制,优化学术志趣

发展外部环境。学术志趣发展体现了个体自我发展

与职业选择的互动探索过程,遵循自我效能和角色

认同两个心理机制。从社会化理论看,稳定的学术

志趣是博士生顺利完成专业社会化的标志。重大科

研项目团队中博士生的年龄跨度较大,既有已成家

的博士生也有未成年的博士候选人,这些博士生面

临着“自我同一性VS角色混乱”“亲密VS孤独”的
心理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和学术志趣的专业发展任

务、自我发展任务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学术志趣是弹

性的、依情境而变化,它的成长需要一个既强调自主

创新、适度竞争又倡导劳逸结合、学业生活平衡的积

极科研训练环境。在科研训练环境的创设上,需要

遵循提升自我效能和促进角色认同的原则。为提升

博士生的学术自我效能而改善科研训练方法,为提

升博士生的学术角色认同而鼓励其自我发展、自我

探索。这需要高校、导师、管理者创造有利于学术创

新的良好环境。
总之,本研究揭示了博士生学术志趣发展的阶

段、特征和心理机制,旨在为重大科研项目团队博士

生“以学术为志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本研究界定的

学术志趣,少了科学精神的严肃崇高,多了博士生个

体发展的现实性,更贴近博士生实际生活,引导博士

生脚踏实地走进学术职业。本研究有助于高校重大

科研项目团队打破固定思维,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博

士生的学术志趣发展,重视博士生学术社会化过程

中的自我发展需求,培养优秀博士生以学术为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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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nstructionandApplicationofCreativityEvaluationSystemforEngineeringPostgraduates:
ACaseStudyoftheCollegeofEngineering,ZhejiangUniversity

YAOWeia,b,CHUZhaoweia,b,HUShunshuna,b,HANXuc

(a.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b.InstituteofChina'sScience,TechnologyandEducationPolicy;

c.InstituteofAdvancedTechnology,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Theengineeringpostgraduateeducationisthe main waytocultivatehigh-qualityandinnovative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Tomakeupthedeficiencyofthecurrentevaluationsystemforengineeringpostgraduateeducation,thisresearch
systematicallyreviewstheengineeringcreativityevaluation methodsanddevelopsasystemtoevaluatethecreativityof
engineeringpostgraduatesfromsixaspects:fluency,richness,originality,feasibility,economicefficiency,andreliability.At
thesametime,byrelyingonthecourseof“InnovativeThinkingandInnovativeMethods”carriedoutinZhejiangUniversity
PolytechnicInstitute,thisresearchverifiestheapplicationsof167engineeringpostgraduatesamples.Finally,basedonthe
resultsfromtheapplicationoftheevaluationsystemconstructed,thispaperputsforwardthefollowingsuggestions:establish
anevaluationsystemcenteredonengineeringcreativityinaccordancewiththelawofengineeringactivities,forman"integrated
andinnovative"evaluationorientationaccordingtothedevelopmenttrendofthenewindustrialrevolution,strengthenthe
dynamicmonitoringanddiagnosisfunctionsoftheevaluationsystembasedonthestudyofengineeringcreationmechanism,

andpayattentiontofosteringachievementssoastostrengthenthecultivationofcreativeconsciousnessandcreative
personality.
Keywords:engineeringpostgraduates;engineeringcreativity;evalu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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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DevelopmentStagesandtheCharacteristicsof

DoctoralStudents’AcademicInterestinR&DProjectTeams

KUANGHongda1,LILinying2

(1.SchoolofMarxism,GuilinUniversityofElectronicTechnology,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2.SchoolofMarxism,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ecultivationofacademicinterestisofgreatsignificanceforthedoctoralstudentsinR&Dprojectteams.Basedon
theCareerDevelopmentTheory,theauthorscarryoutretrospectiveinterviewswith16doctoralstudentsfromthreeR&D
projectteamsofa"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y,andanalyzethedevelopmentstagesandcharacteristicsofacademicinterest
withthequalitativeanalysismethod.Theresearchfindsthatacademicinterestcanbedividedintofourstages:enlightenment
stage,developmentstage,maturestage,andthestageaftertheystartedcareer.Eachdevelopmentstagehasitsownspecific
professionaldevelopmentand self-development missions.Thecoordination betweenthetwo missions promotesthe
developmentofacademicinterestandthedoctoralstudentsmayleavetheacademicfieldifeitheroneofthemissionsis
impeded.Theself-efficacymechanismandtheroleidentificationmechanismaretheintrinsicpsychologicalmechanismofacademic
interestdevelopment.R&Dprojectteamsneedtoreasonablyarrangeacademictrainingtasksaccordingtothedevelopmentstagesof
academicinterest,improveacademicself-efficacy,andpromotestudentstoidentifytheiracademicroles,soastocultivatestudents'
academicinterestandguideexcellentdoctoralstudentstotakeacademicstudiesastheirambitiouscareer.
Keywords:majorR&Dprojectteam;academicinterest;academicidentity;academicprofession;development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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