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期[总第83期]
2024年10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5

Oct.,2024

  文章编号:2095-1663(2024)05-0092-08  DOI:10.19834/j.cnki.yjsjy2011.2024.05.12

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一项元分析检验

崔小雨1,2,李 辉2,苏 涛3

(1.广东警官学院,广州510230;2.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公安管理学院,北京100038;

3.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广州510520)

收稿日期:2024-01-29
作者简介:崔小雨(1989-),男,河北邯郸人,广东警官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辉(1984-),男,山东菏泽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
苏涛(1990-),男,广东汕头人,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团队危机领导力的内涵、动因及对团队韧性的影响机理:基于悖论视角”(723720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领导谦逊触发职场偏差行为的情感—认知过程机理:领导—追随双重视角下的追踪

研究”(7200204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中小微企业管理者危机领导力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机理研究”
(GD22XGL28);广东工业大学“青年百人”A类科研项目“中国情境下领导谦逊的效用研究”(220413736)

摘 要:近年来,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广为学界关注,亦颇具争议。为回应既有争议,本研

究基于48913个独立研究生样本,通过元分析方法对导师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

性分析。结果发现:导师指导风格整体上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强相关关系,但不同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

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支持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强,家长式导师对研究生创新

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弱。同时,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个体、群体、组织而异。在导师个体

层面,正高级以下职称导师的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更大;在研究生个体层面,导师指导风格对男

生、25岁以下、人文社科、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在群体层面,随着师门规模扩大,导师

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效用也愈发突出。在组织层面,导师指导风格对普通院校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对从导师指导风格层面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教育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导师指导风格;研究生创新能力;元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由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

不断迈进,研究生创新能力在整个研究生教育培养

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愈发突出[1]。2020年,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

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引

领,全面提升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

力”[2]。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是研

究生教育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因此,近年来导师指

导因素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了

学界广泛关注[3]。
在已有导师指导因素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的

相关研究中,多数学者聚焦于探究导师指导风格与

研究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即便如此,学界关于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影响仍存在诸多争议,研究结论也不尽一



致,甚至完全相反。一方面,就不同导师指导风格对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而言,有学者在对比分析了

支持型导师与控制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后发现,支持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更强[4-5]。但也有学者发现,控制型导师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6]。有学者甚至发现,支持

型导师与控制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相当[7]。此外,还有学者在对比分析了变革型导师、
交易型导师、自由探索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影响后发现,变革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而交易型导师和自由探索型导师对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则不显著[8]。但也有学者发现

自由探索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9]。另一方面,就同一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影响而言,有研究发现包容型导师与研究

生创新能力具有强相关关系[10],但也有研究发现二

者仅具有弱相关关系[11]。此外,还有学者发现变革

型导师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中度相关关系[12],但
也有研究发现二者具有强相关关系[13]。随着研究

不断深入,这些争议已然成为制约导师指导风格与

研究生创新能力领域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因此,无论从学理上讲,还是从研究生创新教育管理

实践上讲,厘清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影响及其效应强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拟运用元分析方法对导师指导

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量化

综述,以期在回应既有学术争议的同时,进一步推动

该领域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之所以运用元分析方

法,主要在于该方法不但能够聚合特定主题的不同

研究成果,获得偏差较小的阶段性结论,而且还能够

挖掘变量关系的潜在调节因素,以更好地呈现并诠

释变量关系[14]。元分析中的潜在调节因素是指分

析中所包含的、有助于解释方法差异的任何因素,一
般可通过对纳入文献进行编码后提炼得出[15]。沿

着这样的思路,本研究在对纳入文献进行编码后,按
照分类式变量操作方法,从个体、群体、组织三个层

面提炼出了七种人口统计学特征项进行调节效应检

验,并建构了分析框架(详见图1),以期在厘清导师

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效应强度的

同时,更为全面地呈现并阐释导师指导风格影响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边界条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元

分析对特定主题纳入的独立研究有数量要求(K①

≥3),否则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无法保证[15]。因此,

遵循该要求,本研究仅对包容型导师、变革型导师、
家长式导师、支持型导师、控制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

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元分析。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

探析如下四个核心问题:第一,导师指导风格整体上

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效应程度如何? 第

二,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项的具体情境下,导师指

导风格整体上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以

及存在何种差异? 第三,特定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效应强度如何? 第四,不同

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有何影响差异?

图1 元分析框架

二、研究设计

(一)文献检索与筛选

本研究主要按照以下方法检索文献:(1)在知

网、维普、万方、中国优秀硕博论文数据库等中文数

据库中分别以“导师风格与创新”“导师风格与创造

力”“导师指导风格与创新”“导师指导风格与创造

力”“导师指导模式与创新”“导师指导模式与创造

力”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2)在 WebofScience、
EBSCO、ProQuest等外文数据库中以“mentorstyle
andinnovationinhighereducation”or“supervisor
styleandinnovationinhighereducation”or“tutor
styleandinnovationin highereducation”or
“mentorstyleandcreativityinhighereducation”
or “supervisorstyleand creativityin higher
education”or“tutorstyleandcreativityinhigher
education”or“leadershipandinnovationinhigher
education”or“leadershipandcreativityinhigher
education”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通过初步检索,
共获取相关文献1335篇。其中,外文文献1044篇,
中文文献291篇。

对于初步检索到的1335篇文献,本研究主要按

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研究主题必须聚焦导师指

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或创造力的影响。(2)必须是

实证文献,剔除案例、访谈和文献综述等质性文献。
鉴于使用β 值得到的元分析结果往往会出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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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16],故仅纳入报告了变量间相关系数(r)与样本
量的实证文献。(3)效应值选取以独立样本或特定
导师指导风格为单位,当同一文献包含不同的独立
样本或导师指导风格时,则分别对每个独立样本或
不同导师指导风格进行编码。如王茜在同一文献中
通过2个独立样本分别探究了支持型导师与控制型
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17],故按照4个独立
研究分别进行编码。(4)对于研究主题和样本重复
的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仅纳入期刊论文。按照上
述标准,本研究最终对48篇文献的64个独立研究
进行了编码。其中,包含1个独立研究的文献34
篇,包含2个独立研究的文献13篇,包含4个独立
研究的文献1篇。聚焦于探讨包容型导师、变革型
导师、家长式导师、支持型导师、控制型导师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影响的独立研究分别为K=3、K=8、K
=3、K=35、K=15。文献检索与筛选的具体流程
见图2。

图2 文献检索与筛选流程

(二)文献质量评估
纳入文献质量对元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至关重

要,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参照Kmet等
设计的量化研究质量评估清单对纳入文献进行了质
量评估。该清单涵盖了研究问题、研究设计、样本特
征、研究方案、研究结果等14个评估项,并在操作中
按照“不满足”“部分满足”“完全满足”三种情况分别
进行0分、1分、2分的赋值[18]。本研究选取了其中
适切性较高的9个评估项逐一评估了48篇纳入文
献的质量,每篇纳入文献得分区间为0~18。根据

Kmet等的研究建议,当某文献得分低于总分的

55%时,属于低质量文献,需要予以剔除[18]。借鉴
以往元分析的经验做法[19],经两位作者单独对文献
质量进行评估后,本研究纳入文献的得分区间为

14~17,占总分的比值区间为77.78%~94.44%。
这表明本研究所纳入的48篇文献均符合质量标准,
可用于元分析。

(三)数据编码

为尽可能规避因个人主观性而导致的编码偏差

问题,编码工作由两位作者分别独立进行,完成后再

交叉核对,出现不一致时,回归原文勘误并修正不一

致的编码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最终编码数据。编

码数据主要包括:文献标题、作者、出版年份等文献

描述项,研究生性别、年龄、年级、导师职称、师门规

模和院校层次等人口统计学特征项以及样本量、相
关系数、信度系数等效应值统计项。具体而言,以每

一个独立研究为单位进行编码,对于信度系数缺失

的处理,按照保守性原则设定为0.8[20]。对于相关

系数则需要分情况考虑:如若是来自相同样本总体

中导师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相关

系数,则以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替代效应值[21];如若

来自不同的样本总体,则分别编码。
(四)统计分析

本研究主要基于CMA2.0软件对编码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具体包括出版偏倚检验、效应值异质性

检验、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的整体

效应检验、不同层面人口统计学特征项的调节效应

检验、特定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的

效应及其差异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出版偏倚检验

失安全系数是元分析中衡量出版偏倚问题的常

用指标,当它小于5K+10时,需警惕出版偏倚问

题,反之则不需要[22]。借鉴蓝媛美等[21]的做法,本
研究在失安全系数检验后,又分别对出版偏倚问题

进行了Egger’s回归系数检验与Begg秩相关检验。
由表1可知,各导师指导风格效应值的失安全系数

均大于5K+10,且Egger’s回归系数检验与Begg
秩相关检验均不显著(P>0.05)。这表明本研究所

纳入文献不存在严重的出版偏倚问题,研究结论较

为稳定,可进行下一步检验。
(二)效应值异质性检验

Q 值是元分析中衡量效应值异质性的常用指

标,当Q 值显著(P<0.05)且Q>df(Q)、I2>0.6
时,效应值为异质性分布,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否则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14]。由表2可知,不同导师指导

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效应值的异质性检验均满足

Q 值显著(P<0.05)且Q>df(Q)、I2>0.6,采用

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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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出版偏倚检验②

变量 Fail-safeN 5K+10
Egger’s回归系数检验 Begg秩相关检验

截距 P Z P

导师指导风格 8157 330 -0.460 0.813 0.626 0.532

包容型导师 178 25 -19.820 0.681 0.522 0.602

变革型导师 1086 50 -2.188 0.451 0.247 0.805

家长式导师 62 25 2.363 0.596 0.522 0.602

支持型导师 10104 185 1.520 0.601 0.383 0.701

控制型导师 2644 85 -4.971 0.304 0.100 0.921

表2 效应值异质性检验③

变量 K N 模型 Q df(Q) P I2 τ2 SE SD Tau

导师指导风格 64 48913 随机 1025.892 63 0.000 93.859 0.038 0.008 0.000 0.195

包容型导师 3 1301 随机 31.380 2 0.000 93.627 0.035 0.037 0.001 0.186

变革型导师 8 3565 随机 26.872 7 0.000 73.951 0.009 0.007 0.000 0.096

家长式导师 3 2721 随机 2.390 2 0.033 16.333 0.001 0.004 0.000 0.024

支持型导师 35 34369 随机 781.558 34 0.000 95.650 0.049 0.014 0.000 0.220

控制型导师 15 6957 随机 122.471 14 0.000 88.569 0.024 0.011 0.000 0.154

  (三)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的整

体效应检验

基于效应值异质性检验结果,本研究通过随机

效应模型对导师指导风格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整

体效应进行了检验。需要说明的是,鉴于研究生创

新行为[23]、创造力[24]、创新绩效[7]、创新成果[25]等

在内涵上彼此交织,因此,为提升整体效应检验的聚

合度,本研究遵循既有的变量模块式操作方法[26],
将上述变量统一纳入了创新能力的范畴。由表3可

知,整体而言,导师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

强相关关系(r=0.411,P=0.000)④。至此,研究

问题1得以解答。
表3 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的整体效应检验⑤

变量 K N 模型 r 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Z P

导师指导风格 64 48913 随机 0.411 [0.369,0.452] 17.248 0.000

  (四)不同层面人口统计学特征项的调节效应

检验

如前所述,元分析对特定主题纳入的独立研究

有数量要求(K≥3)。遵循该要求,本研究基于编码

数据的实际情况,以样本量占比(50%的临界值)为
依据对人口统计学特征项进行了类别划分。以研究

生性别为例,若男生占比超过总样本量的50%则归

类为男。而后按照分类式变量操作方法,最终从个

体层面提炼出了导师职称(K=23)、研究生性别

(K=57)、研究生年龄(K=25)、研究生专业所属学

科(K=48)、研究生所攻读学位类型(K=63)五种

调节变量。从群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分别提炼出了师

门规模(K=15)与院校层次(K=38)两种调节

变量。
由表4可知,各调节变量均能显著调节(P<

0.05,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导师指导风格对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其中,就导师个体层面的

调节变量而言,拥有正高级以下职称导师(r=
0.526)的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高

于正高级职称导师(r=0.408)。就研究生个体层

面的调节变量而言,导师指导风格对男生(r=
0.410)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高于女生(r=0.404),
对25岁以下研究生(r=0.405)创新能力的影响效

应高于25岁及以上研究生(r=0.330),对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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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研究生(r=0.427)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高于

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生(r=0.419),对硕士研究生(r
=0.419)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高于博士研究生(r
=0.358)。这表明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影响因个体而异。换言之,在导师个体层面,正高

级以下职称(相对正高级职称)导师的指导风格对研

究生创新能力影响更大;在研究生个体层面,导师指

导风格对男生、25岁以下、人文社科、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就群体层面的调节变

量而言,导师指导风格对师门规模6人及以上(r=

0.505)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高于师门规模6
人以下(r=0.414)。这表明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群体而异,随着师门规模扩大

(以6人为界),导师指导风格在研究生创新能力提

升过程中的地位也愈发突出。就组织层面的调节变

量而言,导师指导风格对普通院校(r=0.449)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高于一流院校(r=0.353)。
这表明在组织层面,导师指导风格对普通院校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至此,研究问题2得以

解答。
表4 不同层面人口统计学特征项的调节效应检验

人口统计学

特征项
模型

Q
(组间)df

(Q) P 类别 K N r
95%

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Z P

个体

层面

导师

职称
随机 28.819 1 0.000

研究生

性别
随机 1.200 1 0.027

研究生

年龄
随机 17.651 1 0.000

研究生

学科
随机 0.622 1 0.030

研究生

学位
随机 108.399 1 0.000

正高级 18 11257 0.408 [0.320,0.488] 8.418 0.000

正高级以下 5 2432 0.526 [0.335,0.675] 4.860 0.000

男 22 10921 0.410 [0.320,0.492] 8.262 0.000

女 35 31211 0.404 [0.362,0.445]16.891 0.000

25岁以下 14 6024 0.405 [0.353,0.455]13.896 0.000

25岁及以上 11 14019 0.330 [0.265,0.391] 9.498 0.000

人文社科 27 17253 0.427 [0.366,0.485]12.242 0.000

自然科学 21 21984 0.419 [0.341,0.492] 9.590 0.000

硕士 53 42674 0.419 [0.375,0.461]16.576 0.000

博士 10 3855 0.358 [0.243,0.462] 5.832 0.000

群体

层面

师门

规模
随机 14.520 1 0.000

6人以下 5 3376 0.414 [0.331,0.492] 8.874 0.000

6人及以上 10 6141 0.505 [0.357,0.628] 5.960 0.000

院校

层面

院校

层次
随机 43.997 1 0.000

一流 22 11515 0.353 [0.302,0.402]12.717 0.000

普通 16 8631 0.449 [0.346,0.541] 7.735 0.000

  (五)特定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

的效应及其差异检验

基于效应值异质性检验结果,本研究通过随机

效应模型对特定导师指导风格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效应及其差异进行了检验。由表5可知,包容型

导师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中度相关关系(r=
0.396,P=0.000),变革型导师与研究生创新能力

具有强相关关系(r=0.436,P=0.000),家长式导

师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中度相关关系(r=
0.269,P=0.000),支持型导师与研究生创新能力

具有强相关关系(r=0.442,P=0.000),控制型导

师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中度相关关系(r=
0.355,P=0.000)。至此,研究问题3得以解答。

经进一步对比分析可知,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依照支持型导师、变革型导师、包
容型导师、控制型导师、家长式导师的次序递减

(0.442>0.436>0.396>0.355>0.269)。至此,研
究问题4得以解答。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基于48篇实证文献的64个独立研究、107个

效应值和48913个独立研究生样本,本研究运用元

分析方法对导师指导风格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真

实效用与边界条件进行了系统性量化综述,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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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特定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差异检验

导师指导风格 K N 模型 r 95%置信区间
双尾检验

Z P
包容型导师 3 1301 随机 0.396 [0.199,0.562] 3.776 0.000
变革型导师 8 3565 随机 0.436 [0.369,0.498] 11.523 0.000
家长式导师 3 2721 随机 0.269 [0.207,0.330] 8.158 0.000
支持型导师 35 34369 随机 0.442 [0.379,0.500] 12.374 0.000
控制型导师 15 6957 随机 0.355 [0.280,0.426] 8.724 0.000

了如下信度较高、误差较小的阶段性结论:第一,导
师指导风格整体上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强相关关

系。换言之,导师指导风格在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导师指导风

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个体、群体、组织而

异。在导师个体层面,正高级以下职称(相对正高级

职称)导师的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更大;
在研究生个体层面,导师指导风格对男生(相对女

生)、25岁以下(相对25岁及以上)、人文社科(相对

自然科学)、攻读硕士学位(相对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在群体层面,随着师门规

模扩大(以6人为界),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

能力的提升效用也愈发突出。在组织层面,导师指

导风格对普通院校(相对一流院校)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影响更大。第三,特定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强弱不一。其中,变革型导师和

支持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均具有强促进作用,
包容型导师、家长式导师和控制型导师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均具有中等强度的促进作用。第四,不同导

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

异,支持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强,
家长式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弱。具

体而言,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

应依照支持型导师、变革型导师、包容型导师、控制

型导师、家长式导师的次序递减。
(二)理论意义

本研究通过元分析方法进一步厘清了导师指导

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具有

如下理论意义:第一,对既有关于导师指导风格与研

究生创新能力关系的诸多研究争议进行了系统回

应,并得出“导师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强

相关关系”的阶段性结论,从整体上对该领域相关研

究具有承前启后的贡献。第二,通过检验七种人口

统计学特征项在导师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之

间的调节效应,发现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影响因个体、群体、组织而异。这不仅在很大程

度上明晰了导师指导风格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边

界条件,而且也更为完备地呈现并诠释了导师指导

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之间的量化关系。第三,受
限于篇幅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单个实证研究往往

难以对不同导师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之间的

关系进行探究和对比。本研究利用元分析方法打破

了这一限制,同时对比分析了多种导师指导风格对

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的效应及其差异,更为全面地

厘清了特定导师指导风格在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中

的真实效用。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为从导师指导风格层面提升研究生创新

能力的教育管理实践提供了启示,具体如下:第一,
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举足轻

重的影响。因此,导师在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的教

育管理实践中,除了要重视指导力度、指导形式、指
导方法等因素的作用外[3],还应重视指导风格对研

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第二,导师指导风格对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个体、群体、组织而异。因

此,导师在尝试通过指导风格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过程中,要秉持因个体、群体、组织而异的原则。
其中,在导师个体层面,具备正高级以下职称(相对

正高级职称)的导师,要尤为注意指导风格对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影响。在研究生个体层面,对于男生、25
岁以下、人文社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而言,导
师可以将指导风格作为提升其创新能力的主要手

段。但对于女生、25岁及以上、自然科学、攻读博士

学位的研究生而言,导师则不能仅仅依靠指导风格

提升其创新能力,而是应辅以其他手段。例如,强化

指导力度、丰富指导形式等[3]。这对于25岁及以

上、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可能更为

关键。在群体层面,当师门规模在6人及以上时,导
师应着重通过指导风格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以
形成群体示范效应。但当师门规模低于6人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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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效用则可能不

及预期,这应引起导师警惕。在组织层面,当面对普

通院校的研究生时,导师要注重指导风格对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但当面对一流院校的研究生

时,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则

相对有限,导师对此应予以关注。第三,不同导师指

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
本研究进行元分析的五种导师指导风格中,支持型

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家长式

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则最弱。因此,
为最大化发挥指导风格在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中的

作用,导师需坚持“扬长避短,适度组合”的原则。例

如,导师在给予研究生各种支持的同时,应辅以适当

的控制手段,避免陷入家长式的角色设定当中。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虽然本研究对导师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新能力

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
也存在如下局限:第一,受限于既有实证研究数量,
未将交易型、自由探索型、辱虐型等导师指导风格对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纳入分析,未来研究可对此

作进一步整合。第二,对人口统计学特征项的分类

式调节变量操作仍不够精细,未来研究可对此作进

一步细化。第三,未就导师指导风格影响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中介机制进行探讨,未来研究可对此作进

一步梳理。

注释:

① K 为独立研究数量,全文同。

② Fail-SafeN、N 分别代表失安全系数、独立样本量,全
文同。

③ Q 为异质性检验统计量、df(Q)为自由度、I2 为效应值

的真实差异占据观察变异的比例、τ2 为研究间变异用于

权重计算的比例、SE 为标准差,全文同。

④ 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值,当|r|>0.40时,变量之间

为强相关关系;当|r|<0.25时,变量之间为弱相关关

系;当0.25≤|r|≤0.40时,变量之间为中度相关关系。

⑤Z为双尾检验的统计值,全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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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SupervisoryStyleson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
———AMeta-Analytic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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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angdongPoliceCollege,Guangzhou51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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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theimpactofsupervisorystyleson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hasreceivedwidespread
academicattention,andtheassessmentsarequitecontroversial.Inresponsetotheexistingcontroversies,thispaperconducts
asystematicreviewof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ystylesand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throughameta-analytic
examinationbasedon48,913independentpostgraduates.Theresultsindicatethatsupervisorystylesinawholehasastrong
correlationwith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but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amongtheimpactofdifferent
supervisorystyleson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Theimpactofsupportivesupervisorystyleonpostgraduates’

innovationabilityisstrongest,whiletheimpactofpaternalisticsupervisorystyleon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is
weakest.What’smore,theimpactofsupervisorystyleson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variesbetweenindividuals,

groupsandorganizations.Attheindividuallevelofsupervisors,thesupervisorystylesofsupervisorswithprofessionaltitles
belowseniorlevelhasastrongerimpacton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Attheindividuallevelofpostgraduates,the
impactofsupervisorystylesontheinnovationabilityofpostgraduateswhoaremalesorunder25yearsoldormajoringin
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orstudyingforamasterdegreeisstronger.Atthegrouplevel,asthesizeofthepostgraduates’

teamexpands,theimpactofsupervisorystylesonimprovingthe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becomesmoreandmore
prominent.Attheorganizationallevel,theimpactofsupervisorystylesontheinnovationabilityofpostgraduatesinordinary
universitiesisstronger.Thesefindingscanprovideimportantpracticalimplicationsfortheeducationalmanagementpracticeto
improve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fromtheperspectiveofsupervisory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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