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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士生的科研历程充满坎坷并内隐失败风险,因此也被喻为“一场鲁莽的学术赌博”。其中,延期博

士生群体极具代表性。为探明博士生为什么延期? 研究从专业社会化视角出发,对延期博士生的学术经历

展开调查。研究发现,依据学业障碍生发逻辑,博士生将依次面临结构适应困难、关系适应障碍、学术责任失

衡、学业资助锐减和焦虑情绪恶化等境况。当遭遇学业障碍,“逆境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科研为轴的关系联

结”构成博士生的自救策略,但行动空间极为有限。对此,高校应从学术资源、制度规范和人文关怀三方面做

出干预:一是整合院系学术资源,为博士生学习、科研提供支撑;二是落实分流退出制度,建立博士生培养的

容错机制;三是重视博士生心理健康教育,分类引导博士生的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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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博士生教育承担高层次人才培养、基础与前沿

知识创新的重要责任,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中处于关键地位。但从目前看,我国博士生培

养体系问题颇多,其中博士生延毕率备受关注。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博士生延毕率已经超过50%[1]。
在延毕群体中,又以人文社科博士生居多。有调查
研究显示,2003届、2008届及2013届人文社科博士

生的延毕率分别高达53%、58%和64%,较理工学
科平均高出4.8%[2]。博士生延毕造成许多负面影
响,不仅占用教育资源、干扰高校管理秩序,而且稀

释博士生培养质量。对个人而言,延毕既增加就业

负担,又需承担更多经济压力,最新研究更是表明延

期毕业会危害其长期学术生产力[3]。教育部出台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
(教研厅〔2019〕1号)明确指出,针对不适合继续攻

读学位的研究生要落实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建
议高校采取分流退出举措。对此,诸多“双一流”建
设高校纷纷响应并发布《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

实施细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将博士生

修业年限从三年调整为四年,但博士生延毕率依然

逐年攀升。许多研究者反思:博士生为什么延期毕

业了? 是学术生态的更新迭代,还是制度规训的强

制淘汰? 是博士生自身的行为偏差,还是教育系统

的过程疏漏?
为回应上述质疑,本研究以专业社会化理论为

指引,对延期博士生的学术经历展开调查。专业社

会化,是指为顺利进入需要高级知识的职业生涯,个
体习得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价值观的过程[4]。
以符号互动论为基础,专业社会化理论将博士生的



专业发展视为辩证、双向和动态持续的过程。该理

论尤为强调博士生的专业发展阶段、维度以及促进

或阻碍个体成长的因素。作为一套成熟的解释框

架,该理论常用于研究“博士生流失及退学”问题。
与前者相似,延期博士生容易遭遇学业中断、学业迟

滞、学业错位乃至学业失败。面对延期毕业这一复

杂难题,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提供了系统视角,意
在揭示人文社科延期毕业博士生的求学历程及行动

逻辑,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早于20世纪末,我国研究者就发现延期答辩人

数正持续增加。直到21世纪,持续走高的延期率才

吸引关注。20世纪末,闫俊英指出,博士生延期毕

业成为常态,高校推迟半年答辩的博士生已经超过

50%[5]。博士生延期毕业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宏观

层面看,有研究指出,随着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化,大
量资质差的学生进入教育系统,加之现有资源无法

满足扩招需求,故而造成延期博士生囤积[6]。有研

究则从知识生产视角出发,提出当下知识生产模式

的错位与紊乱,是博士生修业年限不断延长的重要

原因[7]。除宏观因素外,博士生的求学经历也备受

关注[1]。个体特征方面,求学动机和学术基础是按

时毕业的重要原因,那些基于学术动机读博且科研

素养扎实的博士生更可能按时毕业[8]。导学关系方

面,导师指导频率、指导质量和指导风格都影响博士

生的科研效率,如反馈及时、有针对性的指导能有效

促进博士生按时毕业[9]。院系制度方面,课程设置

系统性越强、考核制度执行效率越高、学术氛围越开

放的院系,博士生按时毕业概率显著越大[10]。
受博士生教育体制差异化的影响,国外缺少针

对博士生延期毕业的专门研究。但修业年限延长和

流失率攀升持续困扰着国外高校,因此,近些年博士

生学业发展成为热门话题。高等教育学者、教师、管
理者甚至学生本人都急于了解博士学习的“利”与
“弊”[11]。Tinto最早提出博士学习阶段论,他在《离
开大学:重新思考学生流失的原因和对策》中指出,建
构学生专业社会化模型是理解博士生流失的关键。
为此,他打破院系制度安排,提出博士学习阶段论,将
博士生的专业社会化分为过渡阶段(Transitory
Stage)、资格候选阶段(QualificationCandidateStage)
和学业完成阶段(CompletionStage)[12]。Beeler根据

学业适应理论指出,博士生的专业发展需要经历不觉

不 知 (UnconsciousIncompetence)、自 觉 不 知
(ConsciousIncompetence)、不觉自知(Unconscious
Competence)和自觉自知(ConsciousCompetence)四个

阶段,专业社会化深度随时间推进发生变化[13]。
Weidman的研究生社会化模型将学业发展定义为“重
叠但不矛盾的身份形塑状态”,他的阶段模型包含预

期社会化(AnticipatorySocialization)、正式社会化
(FormalSocialization)、非 正 式 社 会 化 (Informal
Socialization)和个人社会化(PersonalSocialization),
该模型广为引用[14]。Cornwall主要关注博士生的社

会化障碍,他认为面对随时出现的学业困境,博士生

能迅速察觉并采取规避策略。基于该假设,他将学业

阶段分为探索阶段(theStageofExploration)、准入阶

段(theStageofEngagement)、巩固阶段(theStageof
Consolidation)和突破阶段(theStageofEntry)[15]。
在以 上 理 论 框 架 指 引 下,Gardner[16]、Felder[17]、
Langrehr[18]和Sverdlik[19]等研究者都对博士生的社

会化历程展开分析。
综上所述,博士生求学是一场“跨越阶梯的挑

战”。受研究过程不确定、培养计划不完善、课程体系

不合理、导师指导缺位等因素干扰,博士生经常面临

社会化不充分的困境。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

多采用量化研究法,验证博士生延期毕业影响因素,
但延期博士生的求学历程及行动逻辑仍未明确,延期

现象的学科差异也未纳入考量。如何清晰呈现延期

博士生的边缘化轨迹,依然是学术难题。专业社会化

理论为解构博士生延期问题提供契机,但它对群体的

异质性关注不够,结构单一的分析框架也无法区分延

期与按期毕业博士生群体[20]。鉴于此,本研究采用

扎根理论,依据学业障碍生发逻辑,对延期博士生的

求学轨迹和时间节点重新标记。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揭示人文社科博士生延期毕业的“黑箱”,本
文采用质性研究法对上海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文

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艺
术学等8个学科,共计32名延期毕业博士生展开调

查(见表1)。其中,在校延期博士生12名,已毕业

延期博士生20名。选择部分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
是考虑到在校生仍处于学业延长段,对学习生涯缺

乏整体评价,而已毕业博士生能为本研究提供回溯

视角,有利于客观呈现各因素的真实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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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访博士生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学科 延期时间 目前状态 编号 性别 学科 延期时间 目前状态

202012-LIT-1 女 文学 2年 未毕业

202012-LIT-2 女 文学 1年 未毕业

202012-LIT-3 男 文学 1年 已毕业

202102-LIT-4 男 文学 1年 已毕业

202012-HIS-1 男 历史学 2年 未毕业

202012-HIS-2 男 历史学 2年 已毕业

202012-HIS-3 女 历史学 1年 未毕业

202012-HIS-4 女 历史学 1年 已毕业

202102-PHI-1 女 哲学 2年 未毕业

202102-PHI-2 女 哲学 3年 结业

202102-PHI-3 男 哲学 3年 结业

202103-PHI-4 男 哲学 2年 已毕业

202103-PHI-5 男 哲学 1年 已毕业

202012-EDU-1 女 教育学 半年 未毕业

202101-EDU-2 女 教育学 1年 未毕业

202101-EDU-3 女 教育学 半年 未毕业

202102-EDU-4 女 教育学 1年 未毕业

202102-EDU-5 女 教育学 1年 未毕业

202103-EDU-6 男 教育学 半年 已毕业

202103-EDU-7 男 教育学 半年 已毕业

202101-LAW-1 女 法学 1年 未毕业

202101-LAW-2 男 法学 3年 结业

202102-LAW-3 女 法学 1年 已毕业

202103-LAW-4 女 法学 2年 已毕业

202103-LAW-5 女 法学 3年 已毕业

202101-MAN-1 男 管理学 1年 未毕业

202101-MAN-2 男 管理学 2年 已毕业

202102-MAN-3 女 管理学 1年 已毕业

202012-ECO-1 女 经济学 2年 已毕业

202101-ECO-2 女 经济学 1年 已毕业

202102-ECO-3 男 经济学 1年 已毕业

202012-ART-1 女 艺术学 1年 已毕业

  (二)编码过程

以专业社会化理论为指引,研究邀请了两位同

行与研究者分别对32位博士生的访谈资料进行编

码,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与选择式编

码。通过对原始语句进行编码、贴标签并范畴化,最

终得到394条原始语句、89个开放式编码和12个

主轴式编码。表2列举了详细的编码过程。在选择

性编码环节,通过连续对比主轴式编码在各学业阶

段出现的频次,逐步厘清主范畴间的脉络关系并搭

建分析框架。
表2 延期博士生归因编码示例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原始语句

学生学术

基础薄弱

缺乏深度阅读及思考;自主学习能力差;缺乏对

学术的敬畏之心;前期学术训练不足

从科研能力等方面而言,博士论文本身强调创新性,但在

这个研究过程中,的确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是研究基

础薄弱

博士学习

方式不当

研究过程自我封闭;过分强调研究计划;对未知领

域充满恐惧;文献阅读缺乏聚焦;时间规划不合理

博士论文虽然是独创性研究,但我遇到困难时,往往排斥

和导师及同学沟通,困在自己的惯性思维当中,跳不出来

博士求学

动机偏差

缺乏学术抱负;为功利而读博;以文凭做跳板;对
实践改革缺少关照;学生缺少自我认知

我就是把博士教育作为一个跳板,为了到一个好城市或者

找一个稳定工作,没有什么所谓的学术信念和学术期望

院系培养

制度缺陷

课程设置质量差;院系文化氛围不佳;考核制度

流于形式;学术资源欠缺

我们会用到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还有一些基本的

软件,但没有相关的资源。我们学院开课的水平真的不

够,老师开的研究方法课主要是定性研究,文献分析法

论文选题

出现问题

论文选题没有吃透;更换了论文选题;论文选题

不好操作;论文选题缺少数据支撑

当时就是一直在想论文的框架,怎么样去搭建框架,然后

具体怎么样去访谈,有什么样的理论支撑? 所有这一切都

是比较懵懂的状态,或者说一团糨糊

导学互动

存在障碍

导师反馈不及时;导师指导频率较低;导师思路

变化无常;导师缺乏指导经验

他会有一些指导,但我不一定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在表达

什么,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跟他沟通真的有困难,他
的处理方法就是让我不断回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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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使用方面,本文借鉴NVivo中的
“节点矩阵”功能。节点矩阵是一种用于描述节点之

间关系的方法,矩阵中的一行代表一个节点,一列代

表特定的属性。节点矩阵擅长分析复杂事件中各节

点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按照不同学业障碍在各

阶段出现的频次,研究重点标出了出现频次较高(排
名前五)的学业障碍。分析结果显示,延期博士生的

学业障碍具有明确的阶段性和累积性(见表3)。延

期博士生的专业社会化过程包括过渡适应期、学术

探索期和阈限突破期,在过渡适应期,博士生主要面

临适应性困难,如结构适应障碍和关系适应障碍,结
构适应障碍指学生对学科文化和院系制度的调适,
关系适应障碍则指师生错位匹配和同侪互动缺失。
在学术探索期,以科研为轴心的系列矛盾逐渐凸显,
如论文选题与科研能力冲突、研究设计与田野调查

冲突、自主学习与导师反馈冲突等。在阈限突破期,
延期博士生的焦虑值最高并出现群体分化。与此同

时,受科研资助锐减和生存空间收缩的限制,博士生

随时面临专业社会化失败的危机。
表3 延期博士生学业阶段及障碍节点矩阵

过渡适应期 学术探索期 阈限突破期

博士求学动机偏差 16 1 0
院系培养制度缺陷 49 15 12
学生学术基础薄弱 22 17 2
导学互动存在障碍 20 39 3
论文选题出现问题 9 45 1
博士学习方式不当 4 17 0
时间管理效率低下 1 45 7
期刊论文发表障碍 3 14 7
博士学业压力较大 1 8 12
质疑自身科研能力 0 0 3
论文写作充满未知 1 4 0
学业过程突发中断 3 11 2

四、延期博士生的专业社会化阶段及障碍

根据扎根理论分析结果,延期博士生的专业社
会化被划分为过渡适应期、学术探索期和阈限突破

期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出现的学业障碍具有较强的

耦合性,因此需要条分缕析。
(一)过渡适应期

过渡适应期是博士学业的第一阶段,良好的开
始将协助学生通关,但错误的开端将延缓进程[21]。
West认为博士生既要清点学术资源、厘清导学关

系,又要感受院系环境并搭建同侪网络,因此,博士

生的自我定位十分艰难[22]。
1.结构适应困难
(1)学科领地的“局外人”
在过渡适应期,博士生的学业挑战涉及身份转

变、空间变化和角色调整,因此,主动了解学科规范

是首要任务[23]。Golde认为博士生兼有知识学徒、
技能学徒和情感学徒三重身份,其中情感学徒强调

角色规范,要求博士生认同学科规训并热衷学术探

索[24]。大量研究证实博士生的学术动机对学业发

展影响显著,但许多博士生的动机明显不足。2018
年,徐贞利用35所研究生院高校的数据,得出博士

生对提升就业竞争力的期望远大于科研兴趣[25]。
董志霞等的一项研究也指出,文科博士生的职业动

机最强烈,为寻求一份“体面”工作,不喜欢且不擅长

科研的学生仍然读博[26]。本次调查也证实,延期博

士生的功利动机已超过学术动机,成为追求博士学

位的首要原因。除此之外,学科知识与专业技能是

博士学业的“垫脚石”,但延期博士生的基础明显较

差。差距体现在学科领域认知、基础书籍阅读、专业

术语了解以及研究工具掌握等。以上包含学科规

范、训练方式、素质要求在内的学术共识被统称为
“学科范式”(SubjectParadigm)。它利用范例划定

学科边界,是学者开展研究的前提[27]。然而,由于

缺乏严格的前置训练,延期博士生的经历异常坎坷。
学生202101-ECO-2:其实读博的时候,也没有

特别高的期望,完全就是试试看。可是在这个过程

中,莫名其妙发现自己成长很慢,然后就很吃力。课

堂讨论的时候,也不能深度融入,感觉像被拖着走。
202103-PHI-4:导师嫌我基础太差,就让我补课。他

指定一些书,这些书基本上读了2年,特别难。
(2)被院系边缘化的“尘埃”
院系环境(DepartmentEnvironment)或称学院

气候(DepartmentClimate)为博士生提供生存空

间。在大学场域,院系拥有制定学位要求、设置课程

体系以及划拨科研经费的权力。从职能看,院系负

责学生的选拔、培训和证书颁发。对学生而言,院系

是充满规范、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小社会”[28]。首

先 在 所 有 培 养 环 节 中,入 学 教 育 (Entrance
Education)决定学生的适应情况,但延期博士生的

状况并不乐观。本次调查显示,由于缺乏针对性的

指导,博士生对学业任务、阶段考核及风险预警模糊

不清,这直接造成其学业滞后。当谈及第一年的学

业表现,延期博士生频繁使用“乱摸”“胡抓”“乱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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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闯”等消极词汇。其次,课程学习是获取专业知
识的主要途径。第一年的课程具有基础性,它包含
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学科文化[29]。但本次调查表
明,硕博课程同质化、课程体系分散化、跨专业课程
稀缺等问题已经成为博士生的制约要素。最后,除
资源与制度外,院系文化同样关键。Anderson指出
学术交流是院系文化的重要部分,它直接影响博士
生的学习体验。在倡导协作开放的院系,学生的包
容度更强,且更愿意参加学术交流[30]。但本次调查
显示,封闭的院系环境不仅阻碍了学术交流,更滋生
权力“副产品”,抑制博士生的专业成长。

学生202012-HIS-2:刚进来的时候,学院缺少

特别明确的要求,我那时候也不是很懂,就浪费了很

多时间。学生202101-MAN-1:我们学院无论师资

力量,还是开课水平都不够。在专业课设置方面比

较单一,知识结构也特别不成体系。学生202103-
LAW-5:在我们学院,老师之间也会有个人恩怨,无
形中会波及学生,让我们左右为难。
2.关系适应障碍
(1)导学关系错位匹配
社交网络(SocialNetwork)也称“共同体网

络”,指个体的学术人际关系。Kadushin将博士生
的社交网络定义为:个体在学习期间可以利用的关
系资源,如师生关系和同侪关系,它是博士生解决社
会、情感和学术问题的关键[31]。许多研究发现,博
士生流失、延期和超期都与社交网络显著相关[32]。
师生交流和同侪互动偏少的博士生,孤独感、失落感
和愤怒感也更强烈[33]。因此,稳定的关系网络也是

学业完成的前提条件[12]。Heath认为,博士生能否
毕业取决于导师指导,导师的学术资源、时间投入及
情感 支 持 都 直 接 影 响 博 士 生 的 学 业 发 展[34]。
Hattie也指出,师生互动频次能显著预测博士生的
满意度、持久性和生产力[35]。同时,导学关系失调
是博士生第一年退学的主要原因,如导师指导频率
低、指导质量差或指导风格偏狭等[36]。McAlpine
进一步证实,师生关系错位匹配显著预测博士生的
流失率[37]。本次访谈也表明,无法建立良性师生关
系的博士生,延期概率明显更大。
202102-EDU-5:最难的是老师的脾气和风格,

你可能什么都没做,就无缘无故被批评、痛骂。真的

会有影响,从反思、情绪积压再到学习,整个心理路

程非常复杂。202101-LAW-1:我导师特别忙,他承

担了蛮多项目,属于比较活跃的教授。他会很长一

段时间对我不闻不问,根本没时间理我,我给他发邮

件也不回。

(2)低中心度下的同侪弱连接
在博士学习生活中,同伴互动与师生沟通一样

重要,因为它兼有社交与学术的双重属性。滕尼斯
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共同体”(Community)
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一切
亲密和频繁的互动都属于共同体生活[38]。Gardner
指出那些缺少同辈社交的博士生,往往较早从研究
生院退学[39]。与本科阶段不同,博士阶段的自主化
程度明显更高。陈洪捷指出,“有教养的心灵”和“自
由的心态”是人文社科学术探索的基本条件。
Landsberg也认为,真正的学术工作都是个体性的
活动,因为“来自直觉、沉思、情感化或想象力的知
识,往往远离人际交往”[40]。换言之,“寂寞”和“孤
独”是人文社科知识创造的本质特征[41]。正因如
此,无论在时间或空间维度,人文社科博士生都较难
形成高度凝聚且身心在场的稳定关系,该情况在延
期博士生中最突出[42]。
202102-EDU-5:我们所里缺少同学之间那种互

帮互助的氛围,就是学业上面的帮助。我觉得博士

期间,尤其是人文社科,单打独斗的现象比较严重。
202101-MAN-2:有一个问题是学习同伴比较少,不

管是同门、同一年级、还是同一学院,大家都没有团

队合作。
(二)学术探索期
学术探索期是学业发展的中间阶段,各项活动

都以学位论文为轴心。研究者都将学位论文比作
“里程碑”,因为它见证了博士生从新手转变为学者
的过程[43]。但Roberts和Krathwohl等研究者指
出,并非所有学生都擅长“经营”论文,如制定写作规
划、明确研究思路和实施科研计划等都体现了博士
生的科研能力[44]。本次调查显示,无法平衡上述责
任,即责任失衡(ResponsibilityImbalance)是第二
阶段的核心挑战。
1.失衡一:论文选题与科研能力
选题是独立研究的第一步,科学的研究选题能

帮助博士生迅速进入状态。李澄锋等认为选题过程
指概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前沿、国家需要
及自身条件,再按一定价值标准对比备选方案,从而
对研究方向、领域、目标和范围做出抉择的过程。博
士论文选题是确定“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的关
键 环 节[45]。Bauer 曾 提 出,一 个 令 人 振 奋
(Stimulating)、可 操 控 (Manageable)、保 持 激 情
(Passion)的选题能缩短学业时间,但基于非个人能
力、立足宏大叙事或缺乏学术创新的选题将为延期
毕业埋下伏笔[46]。本次调查显示,在延期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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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题失败的学生占相当比例。选题较大或较小、
选题超出个人能力、选题跨学科领域等都是学业滞

后的重要原因。
202012-HIS-4:想清楚为什么写这个题目,就花

费了很多时间。我的选题涉及人口学、经济学和历

史学,我是历史专业,想尽量写得“历史”一点,但自

身能力又不行,很难把握学科交叉。
2.失衡二:研究设计与田野调查

研究方法是学者解决科学问题时采取的手段、
途径和规则。一门学科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根本原

因是具有系统且独特的研究方法,它对于学术规范

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47]。库恩在范式理论中多次

强调科学共同体、范式不可通约性以及范式转换等

概念。其中,科学共同体指基于一定学术信念、科研

方向及研究方法组成的特殊群体[27]。研究方法的

多寡优劣及应用水平,不仅影响科学研究的效率,更
决定科学共同体的存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
文献研究法、定量研究法、质性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

都是经常被使用的方法,博士生必须在学科传统下

开展规范研究。Golding将繁复的人文社科研究简

化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类,但无论哪种研究路

径,卷帙浩繁的资料收集和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必不

可少[48]。本次调查显示,哲学学科逻辑推演中断、
历史学科档案资料缺失以及社会学科调查对象难

寻,都将博士论文推向失败边缘。
202102-EDU-4:我的议题很有意义,但为什么

这么多年没人做? 拿不到数据啊! 我当时并没有想

这么多,就开始做了。后期找不到调查对象,耗费了

太多时间,结果还是失败了。
3.失衡三:学位论文与期刊发表

在博士生培养体系中,学位论文最能体现研究

实力,它是判定博士生被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除

此之外,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也足以衡量博士生的学

术潜质[49]。在我国,1—2篇CSSCI论文是人文社

科博士生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有研究指出,通过

写作训练,博士生的信息素养、学术规范、批判思维

和问题意识都显著提升[50]。本次调查显示,与其他

学生相比,延期博士生不仅论文发表量更低,而且撰

写时间明显滞后。当“大论文”与“小论文”同步进

行,延期博士生出现顾此失彼、精力分散的现象。
202102-PHI-3:你想着这学期发出来,但在投稿

过程中屡屡被拒。小论文和大论文之间也会相互干

扰,论文审稿周期很漫长,进展也不顺利,总感觉少

了一股坚持下去的勇气。

4.失衡四:自主学习与导师反馈
“非结构化”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典型特征,它贯

穿博士生涯始终。但就程度而言,博士学业的不稳

定性在学术探索阶段最突出。面对论文撰写的诸多

变化,导师反馈是学业进展的核心动力。Davis指

出从本质上看,学位论文是导师与学生协商一致的

结果[51]。在博士论文撰写中,所有的建议、反馈和

进度调整都要经过导师同意,因此,保持良好的师生

关系是按时毕业的前提。本次调查显示,在学术探

索阶段,延期博士生的导学矛盾突出表现为“反馈

感”缺失。博士生一致认为“反馈感”等于“安全感”,
指导缺位和反馈矛盾都将加剧师生冲突。不仅如

此,学生的自我效能也受到严重威胁。
202102-ECO-3:过程非常痛苦,尤其是你看不

到希望,缺乏反馈是最痛苦的。你不知道你写的东

西能不能行,这个过程很难。我所有的焦虑,那种对

未来的不确定感都源于这儿。
(三)阈限突破期

Wisker和Morris证实博士生的学业发展存有

临界点,临界点也称“阈限”,是划分学业阶段的重要

依据。当跨越研究阈限时,专业认同、学者身份等概

念嵌入角色,博士生将经历专业自我的标志性转

变[52]。但本次调查显示,欠缺的学术基础、薄弱的

自制力和失控的科研过程在此汇聚,学业资助锐减

和焦虑情绪恶化更加剧了矛盾。脱离时间轨道的博

士生陷入迷茫,学术生活变成一种煎熬。
1.学业资助锐减

进入延期阶段,博士生的生存环境及心理状态

都发生改变。从生存环境看,延期博士生的生存条

件明显下降,科研补助和食宿资源在短时间迅速减

少。为保障延期博士生的基本生活,教育部发布的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350号建议的答

复》(以下简称《答复》)对“关于关注延期毕业博士研

究生,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议”作出明确答

复,明确提出针对研究未结束而无法正常毕业的博

士生,高校可自行统筹津贴补助[53]。在国家政策引

导下,高校陆续出台《优秀博士研究生延期资助的暂

行办法》,提议为延期一年的优秀博士生继续提供资

助,但上述政策仅在少数高校落实。为缓解食宿压

力,多位受访者均承担校外兼职。许多延期博士生

选择居家写作,但学习效率明显降低。
202102-PHI-3:到底能不能毕业属于一种未知

恐惧,延期以后,经济上也会有问题。因为延期,我找

了兼职,至少保证有饭吃,时间和精力肯定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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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焦虑情绪恶化

学业情绪指各种与学习相关的情绪体验,它既

包括学生在学业成功或失败后的情绪体验,也包括

学生在日常生活、师生互动以及自主学习中的情绪

表现[54]。在博士生教育领域,吴东姣等研究者指出

焦虑情绪在所有学业情绪中得分最高[55],许守平等

研究者认为,我国“开头松—中间松—毕业严”的博

士生培养模式是学业焦虑的根源[56]。冯蓉等研究

者则认为,毕业因素、就业因素及婚恋因素在博士生

学业中起叠加效应[57]。本次调查显示,伴随延期时

间的增加,处于不同节点的博士生拥有不同的焦虑

体验。根据焦虑的性质和程度,延期博士生的学业

情绪依次为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和消极性维持

三种状态(见表4)。消极高唤醒博士生表现出对截

止日期的过度焦虑,外显性症候有失眠、头疼和心

悸。消极低唤醒博士生表现出对学术的厌倦和憎

恶,外显性症候有易怒、厌世和自暴自弃。消极性维

持博士生陷入自我保护状态并产生“幻灭感”,怀疑

研究成果的价值并判定自己是“冒牌”博士生。
Ampaw也证实,那些就读时间超过五年的博士生,
获得学位的概率将显著降低[58]。

表4 延期博士生的焦虑情绪类型

消极高唤醒 消极低唤醒 消极性维持

情绪表现 对截止日期的过度焦虑 对学术的厌倦和憎恶 不紧不慢的无所谓态度

外显症候 失眠、头疼、心悸 易怒、厌世、自暴自弃 异常平静

可能诱因 学位要求和就业压力 持续高水平的压力状态 特定群体的延期惯习

本土语句

蛮焦虑的,真的蛮焦虑。客观上来

说,就是末日逼近感

(202012-LIT-2)

我对论文没什么预期。说实话,我

现在对学术已经不感兴趣了

(202012-LIT-1)

反正在H大读博士嘛,大家基本上

都能接受延期,很正常

(202012-HIS-2)

五、延期博士生的自解构策略

早于20世纪60年代,French和Caplan等研究
者就 提 出 “个 人—环 境 匹 配 理 论”(Person-
EnvironmentFitTheory)。该理论认为,当人与环
境发生冲突时会出现两种归因:主观不匹配与客观
不匹配。主观不匹配指个体过分夸大客观环境与自
身能力的差距,并彻底否定自我。客观不匹配则指
个体能够客观看待自身能力与外界需求、自身需要
与资源供给间的差距,并据此采取行动策略。本次
调查显示,延期博士生与研究生院的冲突集中表现
在两方面:第一,个人能力与院系要求失配,如个人
的学术积淀、心性品质及学习方法未能满足高深知
识的生产要求;第二,个人需求与院系资源失配,如
教师指导、学术资源及管理制度未能满足博士生的
发展需求。为摆脱上述困境,延期博士生尝试了以
下自救策略(见图1)。
1.逆境中的主观能动性
从学业发展过程看,无论身处哪个阶段,延期博

士生都要应对诸多障碍。尽管惯习缺失和资源匮乏
是劣势所在,但通过自主学习、时间管理及策略调
整,许多博士生能减轻学业障碍带来的负面效应。
202101-MAN-1:我个人认为,自己要去寻找课程,
知识是不可能来找你的。具体在做研究的过程中,
只能边研究边学,自己给自己补课呗。当陷入学业

图1 延期博士生的自解构策略

困境,自我调节能力也十分关键。Winne指出自我
调节指学习者分析任务、设定目标并调节行为的过
程[59]。Zimmerman从社会认知视角出发,认为自
我调节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包括个体、行为和环境
的相互作用。他还指出,内在动机是唤醒自我调节
能力的关键[60]。本次调查证实,“内在任务价值”
(IntrinsicTaskValue)影响博士生的学业坚持,个
体“内在任务价值”越高,学业坚持的可能性越大。
202012-ECO-1:如果这个时候你头脑里总是在想这

个损失,那个损失的,你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

习惯性放弃。所以我就在想,当时选择了这条路,就
一定要把它读完。
2.科研为轴的关系联结
在博士生教育中,“共同体”与“归属感”密切相

关。为获取学术资源,博士生必须与他人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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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团体中的固定成员[61]。本次调查指出,正向
的导学关系是博士生摆脱困境的有效手段,如导师
规律性的学术反馈、认知反馈和情感反馈,都是学业
坚持的动力源。202012-LIT-3:老师对我是一种刺

激,他会激励我看很多很多东西。如果没有这个过

程,我的论文不会真正聚焦一个问题,这是博士论文

最核心的部分。除导学关系外,同伴关系也对学业
坚持具有显著影响。Hadjioannou等研究者发现,
同伴能提供学术建议、传递非正式信息并提升写作
技巧,与此同时,同伴对缓解压力、无助和孤独情绪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3]。Allen也发现接受同辈指导
的博士生,社交心理满意度及学术支持满意度显著
较高[62]。202103-PHI-5:我觉得在论文写作过程

中,同学之间的讨论对我作用最大,有时候甚至超过

和老师的沟通。你认识的人跟你都很像,跟他们叨

叨一下,就感觉没那么困难了。

六、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延期博士生的专业社
会化由过渡适应期、学术探索期和阈限突破期组成。
依据学业障碍生发逻辑,延期博士生依次面临结构
适应困难、关系适应障碍、学术责任失衡、学业资助
锐减和焦虑情绪恶化。当遭遇学业障碍时,逆境中
的主观能动性和科研为轴的关系联结形成延期博士
生的解构策略(见表5),但行动空间极为有限。为
改善博士生延期毕业现状,高校应从以下方面予以
完善。

表5 延期博士生专业社会化阶段、障碍及自解构策略

专业化阶段 专业化障碍 本土语句提炼 自解构策略

过渡

适应期

结构适

应困难

学科领地的“局外人”
我不是做学术的料!

被拖着前行的“落后者”

被院系边缘化的“尘埃”
扁舟一叶:我该何去何从?
不懂的不教,懂的反复教

关系适

应障碍

导学关系错位匹配 “搞不好”的师生关系

低中心度下的同侪弱连接 漫漫旅途中的独行者

逆境中的主观能动性:
自主学习能力———别等!

自己要主动找资源

自我调节能力———不放弃,
有一口气就要读出来

学术

探索期

阈限

突破期

失衡一:论文选题VS科研能力 论文选题“吃不透”

失衡二:研究设计VS田野调查 材料收集一波三折

失衡三:学位论文VS期刊发表 多线作战,手忙脚乱

失衡四:自主学习VS导师反馈 “反馈感”=“安全感”

学业资助锐减 延期生活捉襟见肘

焦虑情绪恶化

消极高唤醒:来不及了

消极低唤醒:我讨厌做学术

消极性维持:没什么大不了

科研为轴的关系联结:
导师及时反馈———老师是“天使”,

真的全靠导师了

同伴情感支持———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1.整合院系学术资源,为博士生科研储备提供
通道

首先,入学教育、课程学习和导师指导是博士生
获取学术资源的重要途径。Wright认为处于过渡
适应阶段的博士生,引导性的入学教育尤其重
要[63]。Rogers也指出,接受过高质量入学指导的

博士生,学业规划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学术社交能
力、社团参与积极性都显著较高[64]。但本次调查显

示我国博士生的入学教育作用甚微,由于缺乏对学
习过程的清晰认知,许多博士生都出现角色适应困
难。为避免入学教育流于形式,高校应明确入学教
育的核心目标,并为不同学科类别的博士生提供针
对性的学习内容。其次,课程教学是博士生培养质

量保障的关键环节[65]。Agné证实课程学习质量对
博士论文完成时间有负向影响,对论文完成率却有

正向影响[66]。为此,各博士生培养单位应继续提高
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以及跨学科选
修课的系统性,全方位夯实博士生的科研素养。最
后,本次调查显示导师指导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在
过渡适应期,导师应辅助博士生明确责任义务,并尽
快达成沟通策略。当互动模式趋于稳定,导师指导
应偏向平等交流和定期反馈,这是博士生收获“安全
感”,进而突破研究阈限的核心动力。
2.落实分流退出制度,建立博士生培养的容错

机制
质量检查关口前移是解决博士生延期问题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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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举措。“中期筛选”也被称为“中期考核”或“资格

考试”。Bowen和Rudenstine较早提出,对于不适

合博士学业的学生,及早退出远胜于被迫清退[67]。
Golde的调查指出,选择退学的博士生并不后悔,根
本原因是他们已拼尽全力,却依然不适应博士生教

育[21]。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淘汰”“退学”
都属于敏感话题,它混合了“人情”与“面子”等复杂

元素,被认定是“有损颜面”的事情。受学业困扰的

博士生明知无法实现道德承诺,也无力满足他人期

待,却仍然选择挣扎,被道德失败的巨大危机不断折

磨。因此,将“博士生退学”踢出不道德名单,为博士

生营造开放包容的科研氛围,是缓解博士生延期压

力的重要途径。其次,应尽可能打通硕博学位授予

系统,尝试将硕士学位作为降级培育的补偿性举措。
最后,“分流退出”标准的明细化与公开化也是制度

落地的重要保障。总之,“分流退出”不是污名化标

签,而是培养系统与学生个人的双向选择。不适合

攻读学位的候选者应在学业早期及时退出,这是保

全师生权益的策略性选择。
3.重视博士生的心理状态,分类引导博士生的

消极情绪

本次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延期博士生都遭遇了

心理障碍,其中三位还因抑郁症暂缓学业。加州大

学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47%的博士生已存在明显

的抑郁倾向,其中艺术和人文领域学生的抑郁比例

高达64%,远高于生物物理和科学工程领域的

43%~46%。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同
龄人患抑郁症的概率仅为15%,博士生的患病率远

超均值[68]。我国的情况也不容忽视,一项调查研究

显示博士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30.6%,呈现阳性

症状 的 心 理 问 题 依 次 为 强 迫 (44.3%)、抑 郁
(34.6%)、人 际 关 系 敏 感 (24.3%)以 及 焦 虑
(23.7%),其中强迫、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和躯体化

指标都显著高于全国常模[69]。在所有压力来源中,
毕业条件、科研任务和导师指导位居前列[57]。首

先,为缓解博士生的消极情绪、缩短学业完成时间,
高校应重视博士生在不同阶段的利益诉求,尤其要

追踪博士生的科研动态和当下面临的学业障碍,并
协助博士生合理归因。其次,针对已经处于延期阶

段的博士生,高校应依据学业情绪类型提供心理援

助。最后,本次调查证实朋辈辅导能有效缓解博士

生的学业压力。高校、院系和导师应重视学术交流

平台、院系学术沙龙、师门例会对博士生心理建设的

积极作用,为博士生营造和谐向上的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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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ProfessionalSocializationStage,
BarriersandDeconstructionStrategiesofDeferredDoctoralStudents

YANGQing1,TANGYuguang2

(1.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
2.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21)

Abstract:Thecourseofdoctoralresearchisfullofdifficultieswithimplicitrisksoffailure,soitisalsoreferredtoas“a
recklessacademicgamble”.Amongthedoctoralstudents,thegroupofdeferreddoctoralstudentsisveryrepresentative.In
ordertofindoutwhysomedoctoralstudentsaredeferred,thispaperconductsaninvestigationintotheacademicexperiencesof
deferreddoctoralstudentsfromtheperspectiveofprofessionalsocialization.Theresearchfindsthat,accordingtotheorderof
academicobstacles,doctoralstudentsusuallyfacesuccessivelystructuraladjustmentdifficulties,relationshipadaptation
obstacles,academicresponsibilityimbalance,sharpacademicfundingreductionandanxietyworsening.Whendoctor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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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academicobstacles,“thesubjectiveinitiative”and“therelationalbondwithscientificresearchastheaxis”constitute
aself-rescuestrategy,buttheactionspaceisextremelylimited.Inthisregard,theauthorssuggeststhatuniversitiesshould
intervenefromthreeaspects:academicresources,institutionalnorms,andhumanisticcare.Specifically,first,integrate
academicresourcesoftheschoolsanddepartmentsoftheuniversitytosupportthestudyandresearchofdoctoralstudents;
second,sincerelyimplementthetriageandeliminationmechanismandestablishafault-tolerantmechanismforcultivating
doctoralstudents;andthird,payattentiontothepsychologicalhealtheducationofdoctoralstudentsandguidethemtodispel
negativeemotionsinacategorizedandtargetedway.
Keywords:doctoraleducation;deferredgraduation;professionalsocializationstage;academicobst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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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toLearn,butHardtoBeanInsider
———ResearchonthePracticalDilemmaandGenerativeMechanism

forUndergraduatesMajoringinScienceWhoChosetoBecomePostgraduatesinHumanities

GONGHaoyun,JIAOFan
(SchoolofEducation,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thetransformationofknowledgeproductionmode,activelypromotingthecultivationof
interdisciplinaryandcompoundtalentsisanimportantwaytobuildaninnovativecountry.Inrecentyears,theproportionof
postgraduateswhobreakthedisciplinary“barriers”andchoosetostudyacrossdisciplineshasbeenincreasing.Therefore,we
shouldpayattentiontothecultivationofthisimportantsubgroupofinterdisciplinarypostgraduateswhochangetheiracademic
pursuitfromscienceandtechnologyto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asedonsemi-structuredinterviewswith18
postgraduateswhohaveswitchedfromscienceandtechnologyto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thisstudyexploresthe
dilemmathatthisgroupmayfaceandthegenerativemechanismofthedilemma.Thestudyfindsthat,aslatecomers,these
postgraduatesareoftenina“runningbehindothers”predicament,theformationofwhichfirstlystemmedfromthedelayed
planningandcognitivebiasattheindividuallevel;andsecondly,thedifferencebetweenexplicitknowledgeandimplicit
knowledgeandtheunconsciousnessofknowledgetypesaretheinternalmechanismandessentialfactorsthatmakeitdifficult
forthemtobecome"insiders".Inaddition,thelackof“environmentalsupport”,particularlyintermsoftheeffectivenessof
supervisors,leadstoaviciouscircleofaccumulateddisadvantages.Thisstudyconcludesthatdisciplinaryculturaldifferences
aretheunderlyinglogicfortheroleplayedbyindividuals,knowledgeandenvironmentalfactors,andproposessome
suggestionsfromtheperspectivesofstudents,universitiesandsocietytohelpstudentsimprovetheirperformancein
disciplinaryadaptation,andfacilitatethepracticeofcultivatinginterdisciplinaryandmultidisciplinarytalents.
Keywords:interdisciplinarypostgraduates;disciplinaryculture;careerplanning;implicitknowledge;supervisor’s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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