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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加强对博士生培养过程的关注,促进博士生从学习者转变为研究者。
博士生建构学术身份使他们能够以研究者的角色界定自我,将研究者角色纳入自我印象。本研究从心理层

面出发,探讨了学术意义感的内涵、来源及其对博士生学术身份建构的作用。研究发现,博士生的学术意义

感是博士生在从事研究活动中获得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满足感,其内涵特征包括认知一致性、动机目标性和

情感重要性。博士生在与学科和院校共同体互动中经历的习得学术规范、重要他人肯定、满足兴趣好奇和实

现自我认同是学术意义感的重要来源。学术意义感影响博士生相信学术价值的信念,对博士生学术身份的

建构具有认知推动、动机驱动和情感联动作用。重视培养博士生的学术意义感,有利于促进博士生学术身份

建构和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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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

的发展目标,研究生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高

端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1]。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

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高质量学科建设、高水平

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存在着吸引

力不及发达国家、内生力有待充分激发等问题与不

足,需加快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1]。博士生

是研究生的最高层次,博士生培养质量是关乎我国

研究生教育能否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博

士生教育领域,学术界对培养质量的看法经历了从

“产品质量观”到“过程质量观”的转变[2],越来越多

学者指出在博士生教育发展中应该更注重博士生学

术训 练 和 学 习 过 程[3]。学 术 身 份 (Academic

Identity)是个体对归属研究者群体的自我确认,博
士生在培养过程中建构学术身份是指博士生能够以
研究者的角色界定自我[4]。学术身份会影响博士生
在读期间的学业表现[5],有利于激励其增强科研自
信和创新能力[6],对博士生个体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博士生成为具有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的研究者。处于从学习者向研究者过

渡阶段的博士生,他们在认知发展、能力提升和共同

体融入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导致其对研究者角色存在
不同看法。为了促进博士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激发

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探讨影响博士生学术

身份建构的因素及其作用确有必要。
近年来,关于生命意义感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关

注。学界围绕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展开了

一系列实证研究。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呈正相关,
能够促使个体保持积极情绪,同时积极情绪也有利
于增强个体的生命意义感[7]。拥有生命意义感还能



降低个体的压力感和工作倦怠感,帮助个体自主并

主动地化解心理健康风险[8]。研究发现,生命意义

感与身份认同联系密切。一方面,拥有特定身份认

同 是 生 命 意 义 的 重 要 来 源。克 里 斯 蒂 安 森
(Christiansen)认为,个体建构职业身份有利于其从

中获得意义感[9]。王鑫强等人通过分析中国高校青

年教师职业认同对生命意义的影响发现,教师的职

业认同与拥有意义呈显著正相关[10]。另一方面,意
义感也影响个体自我和身份认同的实现。科佐尔
(Kozoll)和奥斯本(Osborne)的研究指出,发现意义

的过程也是对照他人来反思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过

程,个体在其中理解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11]。总的

来说,现有研究揭示出意义与身份之间具有关联性,
但较少关注博士生群体的生命意义体验,更鲜有研

究探讨博士生意义感知与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就

博士生培养而言,博士生的日常经历与研究人员高

度相似,包含着科研、教学、写作、社交等一系列学术

活动[12]。从学术活动中获得意义感会对博士生建

构学术身份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博

士生的心理层面,分析博士生学术意义感的内涵、来
源及其对学术身份建构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擅长捕捉社会结构与系统中的日常事

实,有助于探索社会现象、阐释文化意义和发掘总体

与深层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13]。本研究采取质性

研究方法,探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心理要素,旨在

探究藏匿于博士生学术意义感和学术身份建构背后

的情境结构要素。为了选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

最大信息量的人”[14],本研究围绕“何谓‘研究者’”
“何时认同‘我是研究者’”“何时感觉‘学术有意义’”
等主题,综合考虑年级、性别、学科等因素对21位学

术学位博士研究生进行了多次回溯式深度访谈,并
对部分受访者进行参与式观察。如表1所示,受访

者均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男性11人,女性

10人;理科4人,工科6人,人文学科4人,社会科

学7人。对每位受访人访谈1—2次,每次访谈时间

为60—120分钟,并针对每位受访者撰写接触摘要

单和访谈/观察备忘录。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出生年 学科 受访时年级 录取方式 学术意义感知程度

NS-1 男 1991年 物理 博五 直博 较强

NS-2 男 1992年 物理 博三、博四 硕博连读 一般

SS-3 女 1994年 法学 博二 考博 较强

SS-4 男 1992年 政治 博四 考博 一般

SS-5 女 1992年 教育 博二、博三 硕博连读 一般

NS-6 女 1992年 生物 博四 直博 较强

EN-7 男 1992年 计算机 博三 直博 较强

HU-8 女 1993年 历史 博一 硕博连读 较强

EN-9 女 1992年 工学 博四 直博 较弱

NS-10 男 1993年 化学 博三 直博 较强

HU-11 男 1991年 哲学 博四 硕博连读 较强

EN-12 男 1992年 计算机 博四 直博 较弱

SS-13 男 1991年 管理 博四 硕博连读 较强

SS-14 女 1994年 国际关系 博二、博四 考博 较弱

EN-15 男 1992年 力学 博四 硕博连读 较弱

HU-16 女 1995年 考古 博三 直博 较弱

SS-17 男 1984年 教育 博四 考博 较强

HU-18 女 1991年 哲学 博四 考博 较强

SS-19 女 1993年 教育 博二、博三 硕博连读 一般

EN-20 男 1994年 计算机 博五 直博 较强

EN-21 女 1995年 环境 博三 直博 较弱

  注:NS代表理科(NaturalScience),EN代表工科(Engineering),HU代表人文学科(Humanities),SS代表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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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借助NVivo11软件进行访谈资料处理,
并运用主题分析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主题分析是

一种识别、分析和报告资料所蕴含模式(主题)的方

法,能够组织和描述资料中的丰富细节并解释研究

主题的多个方面[15]。与其他质性研究路径不同,主
题分析不拘泥于预先存在的理论框架,可以在不同

的理论框架中开展不同侧重的资料分析。作为一种

灵活且有用的研究工具,主题分析可以对资料进行

丰富、详细、复杂的解释,既可以反映现实,又可以揭

示现实背后的深层现象。在主题分析中,“主题”呈
现资料与研究问题相关的重要信息,并揭示资料模

式化的含义,“子主题”反映主题的复杂结构和含义

层次[15]。如表2所示,本研究通过对资料进行分析

和编码获得了2个主题和7个子主题。“博士生与

社会结构互动产生学术意义感”和“学术意义感促进

学术身份建构”是从资料中发掘的,与本研究密切相

关的两个概念化信息。“主题地图”是主题及其关系

的整体概念化,图1反映了本研究所生成主题之间

的关系。
表2 主题—子主题—编码结果表

主题 子主题 次级子主题

博士 生 与 社

会结 构 互 动

产生 学 术 意

义感

习得学术规范
习得学科规范、习得院

校规范

重要他人肯定

来自院校共同体的肯

定、来自学科共同体的

肯定

满足兴趣好奇
满足学科兴趣、体验探

索乐趣

实现自我认同
在与情境的互动中认

可自我价值

学术 意 义 感

促进 学 术 身

份建构

认知推动
认识角色转变、认识角

色期待

动机驱动
认同学术目标、追求学

术方向

情感联动 价值共情、精神满足

  主题地图呈现了本研究中被概念化的问题。经

过对资料进行“编码—生成主题—创建主题地图”可
知,学术意义感来源于博士生与所处结构的互动,具
体来源于博士生在与学科共同体和院校共同体互动

中经历“习得学术规范”“重要他人肯定”“满足兴趣

图1 主题地图

好奇”和“实现自我认同”的体验。通过认知推动、动
机驱动和情感联动,学术意义感可以促进博士生学

术身份的建构。

三、博士生学术意义感的内涵与来源

(一)博士生学术意义感的内涵

学术意义感源自术语“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Life)。生命意义感指个体存在的意义感和个体

对自我重要性的感知,被区分为“拥有意义”和“追寻

意义”两个维度。前者是个体对于当下生活的评价,
后者表现了个体追求生命意义的努力程度[16-17]。
需要指出的是,生命意义与目标等概念并不完全等

同。目标特指生活具有方向和未来的导向,而生命

意义感涉及个体心理的理解、激励和评价三个领域,
具体包括一致性(Coherence)、目标性(Purpose)和
重要性(Significance)三方面:一致性是指生命有可

理解和有意义的感受,目标性是指生命有核心目标、
目的和方向的感受,重要性是指生命有内在价值和

值得生活的感受[18]。生命意义感是影响个体幸福

与发展的关键因素[19],对个体应对压力、痛苦和促

进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20]。
博士生的学术意义感是博士生在从事研究活动

中感受到有价值、有意义的满足感。拥有学术意义

感能够帮助博士生在学术训练和科研活动中感知并

认同学术研究的目标、价值和重要程度。其内涵包

含认知、动机和情感三个维度[21]。如表3所示,认
知维度上的一致性是指博士生能够理解研究并从中

明确感知研究的意义,体现了学术意义感的可知性;

动机维度上的目标性是指博士生追求和努力实现有

价值的研究目标,体现了学术意义感的导向性;情感

维度上的重要性是指伴随研究目标实现和重要事件

完成,博士生所获得的成就、幸福等精神满足,体现

了学术意义感的价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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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博士生学术意义感的内涵、维度、属性及特征

内涵 维度 属性 特征

一致性 认知 可知性 明确感知

目标性 动机 导向性 目标驱动

重要性 情感 价值性 精神满足

  (二)博士生学术意义感的来源

由于不同学科博士生所处培养情境不同,其在

实际学术意义的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如表1所

示,在本研究中,有11位博士生的学术意义感知程

度较强,4位博士生的学术意义感知程度一般,6位

博士生的学术意义感知程度较弱。正如生命意义感

的获得源自个体对世界的理解、驱动和评价[18],博
士生在培养过程中对学术意义的感知来自博士生与

所处环境的互动,来自与学科和院校共同体互动所

产生的肯定性反馈体验。具体来说,博士生可以从

习得学术规范、重要他人肯定、满足兴趣好奇和实现

自我认同的经历中感知学术意义。
1.习得学术规范

博士生从学术规范的习得中可获得学术意义

感。社会化是个体成为群体成员角色习得所需价值

观、态度、规范、知识和技能的过程[22]。学科情境和

机构情境是博士生社会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博士

生在与学科和院校的互动中习得学术规范。一方

面,博士生如果在互动中发现自身所从事的研究具

有实际价值,在学术界内外能够发挥作用,则他们通

常能够认可本学科的价值规范,并从学术研究中获

得强烈的意义感。例如,计算机专业EN-20认为,
科研的意义在于解决重要问题以发挥实际功用。教

育专业SS-17在发现研究能够促进知识积累和指导

实践时,获得了较强的学术意义感。另一方面,学术

规范的内化有利于推动博士生形成相信研究价值的

信念,从而促使博士生保持相对稳定的学术意义感。
例如,生物专业NS-6认为自然科学知识生产具有

累积效应,即使自身研究的当下价值有限,“一旦某

天别人应用到了你的成果,可能会迸发出一个新的

领域”。无法习得学术规范的博士生,在与学科和院

校共同体的互动中获得的意义感较弱。例如,国际

关系专业的受访博士生SS-14认为本学科距离实际

生活较远,“论文写完了并不会马上获得正反馈,所
以会质疑它的意义”。
2.重要他人肯定

研究能否得到包括教师、同辈、亲友、共同体等

重要他人的肯定,影响着博士生学术意义感的体验。
如果博士生在与学科和院校共同体的互动中,认为

自身能够被重要他人所接纳、认可,则他们的学术意

义感较高。相反,未得到他人认可的博士生通常学

术意义感较弱。例如,管理专业SS-13发现“自己作

为一名博士生,所做的研究工作,连最亲的人、朋友

等社会大众不是特别认同你,高校的其他从业者也

不是特别认同你……自己也会开始怀疑研究的意

义”。受访博士生认为,获得重要他人认可的方式除

人际交往外,还包括科研成果的发表和引用。比如

计算机专业EN-7在文章被期刊接收时产生了学术

意义感,“这意味着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力

学专业EN-15虽然在博士生低年级时因不被所在

院校的教师群体认可对自身研究产生了无意义感,
但当他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他人,尤其是共同体

中的权威学者引用时则产生了强烈的意义感。
3.满足兴趣好奇

对博士生来说,在研究中满足兴趣和好奇是学

术意义感的重要来源。博士生所处的院校和学科为

博士生开展研究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互动空间。
有研究指出,创造是个体获得生命意义感的重要途

径,创造性的想法或行动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意义

感,又可以通过积极情绪间接预测意义感[23]。兴趣

与好奇是影响博士生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当个体对

某个事物或某件事情怀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时,就
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事件中去,并表现出创造性的

行为[24]。博士生对自身科研活动感兴趣并由此取

得科研成果的经历是他们感知学术意义的重要契

机。例如,生物专业NS-6“感觉自己的课题挺有趣、
挺好玩的,感觉做科研很有意义”。哲学专业HU-
11认为自身对所在领域“有兴趣和野心”,故能专注

于研究活动并取得科研突破,故而产生强烈的学术

意义感。
4.实现自我认同

在学术中能否实现自我认同影响着博士生的学

术意义感。乔治·H·米德 (GeorgeHerbert
Mead)指出,“自我”是“主我”与“客我”的统一,“他
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

一个‘主我’对之作出反应”[25]。“自我”本质上是

“产生于社会经验的一种社会结构”[25]。从心理层

面来看,博士生的“客我”来源于个体与所在学科及

院校共同体的互动,来自互动情境中的反馈构成了

博士生的“客我”并引起博士生“主我”的反应。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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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将“自我”视为客体并能够实现自我认同时,他
们能够体验到强烈的学术意义感。否则,如果自我

认同无法实现,即使得到外界肯定,博士生也难以获

得意义感。正如国际关系专业SS-14认为,“我发了

那么厉害的成果,我一点都不觉得有意义,因为我觉

得这个东西写得很差”。
综上所述,博士生与所处社会结构的互动促进

了学术意义感产生,他们在与学科和院校共同体互

动中经历的“习得学术规范”“重要他人肯定”“满足

兴趣好奇”和“实现自我认同”体验是学术意义感的

重要来源。

四、学术意义感对博士生学术身份建构的作用

身份认同是依赖情境与个人互动的社会建构过

程。博士生对学术意义的感知影响着他们能否获得

学术价值的信念,进而影响其学术身份建构。
(一)学术意义感对博士生学术身份建构的认知

推动

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将角色身份内化为自我印

象。对博士生来说,建构学术身份即将研究者的角

色身份纳入自我印象。博士生社会化是学生通过学

习特定情境或专业改进所信奉的价值观、规范、知
识、信念和人际交往技能而成为独立研究者的一种

机制[26]。社会化的步骤包括观察、模仿、反馈、调整

和内化,即识别角色模型、尝试角色模型的行为,对
尝试行为进行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行为转换或改

进,最后将角色模型的价值观和行为融入个体的自

我印象[22]。由此可见,博士生阶段实质上是过渡阶

段,学术身份认同是博士生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标志。
在博士生从学习者角色向研究者角色的转变过程

中,博士生的角色定位并非单一明确,而是存在多重

角色重叠交叉,处于不同时间阶段和社会化程度的

博士生在角色扮演上存在不同的选择和侧重。感知

科研意义能够推动博士生对研究者角色产生直观

认知。
学术意义感能够促进博士生对研究者角色进行

认识和反思。计算机专业EN-20表示,“刚入学的

时候感觉自己是学生,需要了解、学习这个领域,当
我在做一个研究或者说在做到一半的时候角色就转

化成研究者了,因为我在其中感觉到了做科研的意

义”。对研究者角色的认知是博士生建构学术身份

的开端,学术意义感能够启发博士生从所处情境中

认识自我所面临的角色转变和角色期待。“我在做

我们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不再

是学生而是研究者”(计算机专业EN-20)。博士生

对学术价值的感知促使他们意识到自我需满足学习

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角色期待,并逐渐从前者向后者

转变。哲学专业HU-18从感知学术意义的经历中

意识到,“博士生已经不纯粹是学生了,而是要在科

研中培养自主探究精神和独立研究意识,把自己当

成独立学者来看”。学术意义感促使博士生对研究

者角色和自身定位进行反思,使他们把博士生培养

看作“加工产品的工厂”(化学专业NS-10),博士生

在其中经过“加工”成为成熟的科研工作者。
院校为博士生提供了实践知识生产的现实场所

和物质基础。博士生从与导师、同辈等重要他人的

互动中感知学术价值,从而增强他们对研究者角色

的认知。导师是博士生学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

人,已有研究发现导师指导能够在促进博士生身份

转变上发挥重要作用[27]。受访博士生认为,导师为

学生在学术能力、学术人格、学术精神、学术态度、学
术行动等方面树立了榜样。例如法学专业SS-3表

达了对导师的崇拜并“期望自己成为导师那样的

人”。导师的学识和勤恳为博士生理解学术身份树

立了榜样,导师的道德精神和人格魅力也影响着博

士生对学术意义的评价。导师的榜样示范使博士生

从中获得“做学术有价值”的体验,提升博士生的学

术意义感,从而有利于博士生认识研究者的角色期

待并以此为参照反思自我。同辈也是博士生学术身

份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互动群体。博士生从观察同辈

并与之交往中获得作为学术共同体未来成员的角色

规范。例如,工学专业EN-9从观察同辈的学习与

科研成果中发现本学科领域的研究能够产生很大价

值,从而感受到学术意义。
(二)学术意义感对博士生学术身份建构的动机

驱动

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所归属

群体的认知、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

整合的心理历程[28]。从心理层面来看,学术身份的

建构是博士生确认自我归属于研究者群体并伴随相

应情感体验和整合学术行为模式的过程。学术意义

感能够激励博士生产生参与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

动机缘由,从而有利于将研究者的角色纳入自我

印象。
构建学科知识并从博士学位的经历中挖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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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博士生发展的独特之处[29]。学科情境是博士生

学术身份建构的重要情境,博士生从学科中获得意

义感能够使其认同所在学科领域,产生从事学术研

究和归属于学术共同体的动机,推动着他们以学科

共同体成员的身份界定自我。例如,哲学专业HU-
11认同并对所在学科感兴趣,在学科知识生产中获

得了较强的意义感,由此树立起致力于学科发展的

目标,故认可自身为“研究者”。
学术意义感影响着博士生能否认同和内化所在

学科的价值观和行动理性。不同学科领域形成了自

身独特的学科文化。马克斯·韦伯(MaxWeber)区
分了决定社会行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30],工具

理性的社会行为以获得效用为取向,与利益相联系;
价值理性的社会行为只重视行为本身的、内在的价

值,忽略其他外在价值与目的。学术意义感通过影

响博士生对所在学科价值观和行动理性的看法而影

响其学术身份认同。学术意义感激励博士生产生认

同学科目标的动机,感知较强学术意义的博士生更

倾向于将自我与所在学科领域相匹配。学者经过研

究发现,纯科学崇尚价值理性,而应用科学更遵循工

具理性[31]。例如,教育专业SS-17和力学专业EN-
15发现所在学科能够指导实践后产生的意义感促

使其认可自身的研究者身份;而生物专业NS-6和

哲学专业HU-11发现,学术对知识积累、人文关怀

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产生的学术意义感,促进其实

现学术身份认同。
学术意义感的不足会降低博士生以学术共同体

成员定位自我的动机,从而对博士生建构学术身份

和实现社会化产生消极影响。博士生在培养过程中

的不同经历和体验使他们产生经济层面、象征层面

和社会层面的意义,如果他们在情境中感受的意义

不符合自身价值取向时会产生对学术职业的排

斥[32]。例如,受访者力学专业EN-15认为,当前学

术评价体系存在不公正之处,部分科研人员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使其对学术意义产生怀疑,从而严重削

弱其对学术身份的认同。
(三)学术意义感对博士生学术身份建构的情感

联动

学术身份是博士生对从事学术研究的角色在认

知与情感上予以的认同[33]。R.K.默顿(R.K.
Merton)指出,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

织的怀疑态度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也是约

束学术人员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

体[34]。学术意义感能够促使博士生从科研经历中

获得积极情感体验,推动博士生将研究者的角色和

规范纳入自我印象,从而有利于建构学术身份。
学术意义感和学术身份认同具有精神层面的一

致性。一方面,学术意义感促使博士生在价值评价

上对研究者角色产生共情,从而有利于实现学术身

份认同。如前所述,博士生感知学术意义离不开其

科研和创新的经历。在研究生教育中,原创性成为

一种新型的(AcademicCharisma),以道德力量的形

式承载着信仰力量的功能[35]。部分经历过价值共

情的博士生会将科学研究“神圣化”和“艺术化”。正

如有受访博士生提到,“我认为学术是很神圣的”(力
学专业EN-15),作为博士生要为学术“燃烧自己”,
要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国际关系专业SS-
14)。另一方面,学术意义感可以使博士生在学术研

究中获得精神满足,从知识探究的过程中追寻意义

能够使人产生价值感和尊严感。正如韦伯将科学视

为“内在天职”,“只有发自内心地献身于自己的使

命,才能提升自己,使自己达到自己所宣称致力的那

项事业的高贵与尊严”[36]。学术意义感有利于博士

生从研究中感知“内在天职”并由此产生积极的情

感,促进博士生认可研究者角色的价值和规范,从而

推动学术身份建构。
由学术意义感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与博士生对研

究者角色认同形成了情感联动,这是促使博士生形

成学术身份的内在动力之一。从心理层面来说,人
们在寻求工作外在报酬的同时也注重工作的意义与

目的,渴望能够在工作中表达真实完整的自我,期待

能够将他们的工作、生活与精神性体验联系起

来[37]。已有研究发现,许多青年持有“成为他们想

成为的人”的观念,他们对自己生涯发展中的意义性

有着强烈的期待[38]。博士生也不例外,比如,受访

博士生EN-20由于从科研的利他结果中获得了意

义感和情感满足,从而实现学术身份认同。还有博

士生在界定自我时对照研究者的精神气质来评价自

我,正如SS-13认为研究者是具备“打破砂锅问到

底”钻研精神的人,故而将具备此种精神特征的自我

也定义为研究者。

五、结语

本文从心理层面出发,探讨了博士生的学术意

义感及其对博士生学术身份建构的作用。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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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博士生的学术意义感是博士生在从事研究活动

中感受到有价值、有意义的满足感,其内涵特征包括

认知上的一致性、动机上的目标性和情感上的重要

性。博士生在与学科和院校共同体互动中的“习得

学术规范”“重要他人肯定”“满足兴趣好奇”和“实现

自我认同”体验是学术意义感的重要来源。学术意

义感影响着博士生相信学术价值的信念,对博士生

学术身份的建构具有认知推动、动机驱动和情感联

动作用。
对博士生而言,学术意义感能够使博士生从内

部认同学术身份的价值,从而推动其将学术身份纳

入自我印象。为了促进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高
校有必要采取措施提升博士生在培养阶段的学术意

义感,将学术意义融入博士生培养和管理过程。一

是导师和管理者要关注博士生的心理状态,引导博

士生体验研究活动的意义,在参与学术活动中增强

意义感。二是在提升博士生科研能力的同时注意加

强学术规范培养,通过导师指导、课程思政等方式加

强价值引领,促进博士生适应学科和院校文化。三

是为博士生开展科研提供支持与帮助,鼓励博士生

参与学术交流,使其尽早掌握研究的知识和技能,推
动博士生学术社会化,促进其融入学科和院校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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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theRoleoftheSenseofAcademicMeaning
intheBuildingofDoctoralStudents’AcademicIdentity

ZHANGHuirui1,JIANGKai2

(1.FacultyofEducation,theOpe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39;

2.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doctoraleducation,weneedtopaymoreattentiontotheprocessof
doctoraleducationandfacilitatethetransformationofdoctoralstudentsfromlearnerstoresearchers.Theconstructionof
academicidentitybydoctoralstudentsenablesthemtodefinethemselvesasresearchersandtoincorporatetheroleofresearcher
intotheirself-image.Thisstudyexplorestheconnotations,sources,andtheroleofacademicmeaningintheconstructionof
doctoralstudents’academicidentityfromapsychologicalperspective,andfindsthatthesenseofacademicsignificanceisthe
senseofvaluableandsatisfactionthatdoctoralstudentsfeelintheirresearchactivities.Itsconnotationfeaturesinclude
cognitivecoherence,motivationalpurpose,andemotionalsignificance.Theacquiredacademicnorms,recognitionfromothers,

satisfactionfrominterestsandcuriosity,andrealizationofself-identitythatdoctoralstudentsexperiencethroughinteraction
withdisciplinaryandinstitutionalcommunitiesareimportantsourcesofacademicmeaning.Thesenseofacademicsignificance
influencesdoctoralstudents’beliefinacademicvalueandplaysacognitive,motivational,andemotionallinkageroleinthe
constructionoftheiracademicidentity.Valuingthecultivationofacademicsignificancefordoctoralstudentsisconduciveto
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academicidentityand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doctoraleducation.
Keywords:senseofacademicmeaning;academicidentity;doctoraleducation;high-qual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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