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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博士生的必备品质,学术志趣是引领其坚定科研信念并愿意为之付诸行动的深层动力,影响学

术训练成效与未来职业期望。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研究对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现象进行网络民族

志考察,发现其生成主要受四维因素的聚合作用,即现实处境的诱发、过往体验的加速、未来预判的催化与退

出路径的驱动。其中,现实处境包括学业压力、经济压力、成本考虑、重要他人、关键事件与自身条件;过往体

验涵盖个体经历与原有观点;未来预判是对未来工作岗位要求、环境、待遇的提前觉察;退出路径则是指具备

脱离固有场域的措施与方法。各因素相互交织、彼此作用,共同推动漂移的萌芽、扩散与达成。结合现状表

现、深思成因经过,博士生学术志趣的漂移复位与厚植提升尚需多方协力,复盘生涯规划,澄清职业目标;规
范导师指导,矫正导学关系;关注培养过程,构筑资源网络;推进精准供给,完善退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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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深刻阐释教育、科技、人才的辩证统一关系,提
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1]。作为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重要载体,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落实

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关键一环,其使命不仅在于生

产、传递高深知识,更在于促进学生厚植“以学术为

业”的崇高志趣、主动掌握高深知识[2]、汲取从事学

术创新所需的研究能力[3]。然而,现实场域中“逃离

学术象牙塔”[4]的行为选择同“理想与情怀泯灭”[5]

的困顿心境,却表明培养措施仍有不到之处,部分博

士生的学术志趣存在漂移之虞,易制约其自我超越

与未来发展。在此背景下,探寻学术志趣漂移的外

在表征、影响因素、发生机制和复位策略,俨然成为

提升博士生整体培养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要

前提与有效路径。

一、文献述评与概念界定

(一)文献述评

受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的同步指引,“博士生学

术志趣”成为高教学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通过梳理

归纳已有文献,发现学者常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其一,概念释义,即阐述学术志趣的内涵意蕴。作为

博士生的必备品质,学术志趣指向个体对学术的认

知、情感、态度与行为[6],融合个体内在学术兴趣、持



久研究热情与对未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期望[7],
其意与专业承诺、学术抱负和学术激情相近[8]。其

二,价值明晰,即澄清学术志趣的具体功用。集志向

与兴趣于一体的志趣曾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喻作“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产
生科学灵感(Eingebung)的前提”[9],是影响博士生

学术训练成效、决定能否获取最终成功的重要因

素[10],关乎学术热情的形成、学术韧性的锤炼、学术

认同的构建、专业承诺的恪守以及学术志向的追

求[11]。其三,因素洞悉,即厘清影响学术志趣培育的

核心要素。综合组织、个人与环境的三重考虑,学校

层面的导学关系、平台搭建、科研训练[12];个人层面

的学术动机、学术理想、学术投入[13];环境层面的社

会经济背景、家庭文化氛围、父辈文化资本[14]均会干

预博士生学术志趣的生发。其四,改进对策,即探求

学术志趣的提升策略。招录规模的扩张、利益主体的

多元、从业环境的复杂等客观实在预示着博士生学术

志趣培养措施的革新难以毕其功于一役[15],而需多

方主体相向而行、因势利导,合力改进招考方式、强化

志趣筛查、优化科研环境、加大导师支持[16-17]。
综上观之,学者围绕博士生学术志趣已展开深

入探究且存诸多见地,为后续探讨奠定坚实的理论

基础与明确的路径借鉴。但从主题、内容、方法观

察,既有研究多以重要性与必要性为缘起,从本体特

征、外在功用入手,援用量化指标判明生成因素与提

升策略,剖析博士生学术志趣“从无到有”的演进理

路。然而,相比共时视域下的价值推崇与要素辨析,
紧扣问题导向、以历时视角洞察学术志趣“初高渐低”
的漂移成因与作用机理似乎更为直观;从既定选育方

案中总结不足、汲取经验、加快复位的思路范式,也更

能确保疏解对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借此,本研究拟

通过阐发学术志趣漂移的多样形态、成因缘由、内在

逻辑与治理对策,助力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优化。
(二)概念界定

立足问题端点与目标立意,“何为学术志趣漂

移”成为研究的起始之问。概览现有文献,纵然学者

对于学术志趣的定义略有区别,却皆指出其是高等

教育研究话语体系下的偏正短语,是个体之于学术

研究的兴趣动机、决心意志、职业行为倾向等内在驱

动与自我期望的凝练统一,近乎韦伯所指的朝向学

术本身的奉献,接近信徒对宗教的忠诚[9]。“漂移”
一词本意为漂流、移动,原用于形容物体沿着一条空

间线路发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和缓的、多少稳定的

流动、滑动或移动[18]。学者将其引入至高教领域后

又在原有基础上引申游离、走偏之意。如蔡文伯、吴
秋晨等人在阐释“学术漂移(AcademicDrift)”时,便
认为漂移是对实际结果偏离原有目标设定的描

述[19-20]。参照如上观点,综合博士生培养目标定

位,本文谈及的“学术志趣漂移”可被理解为在各种

因素的影响下,博士生对学术研究及学术工作原有

的动机、认同、期望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消退,最终

远离预期目标。

二、研究设计与实施过程

(一)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虑及双重缘故,择取“退学博士”这一群体作为

调查对象透视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因由经过具有

良好的适切性。一方面,由于“退学博士”已脱离旧

有场域,其视野更加开阔,对培养方案与管理规定的

评判更为客观允正,自入学至退学的经历回顾、心态

变化可折射出在读博士生群体的时下心路;另一方

面,参考概念含义,学术志趣漂移是对学术动机消解

和学术工作倾向转变的深描,而此点正是诸多博士

生选择退学的直接原因,以其作为调查对象可使调

查范围进一步缩小、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入。此处,尚
需作出说明的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语境下,学生退学

分为自愿退学与非自愿退学两类,前者是学生出于

个人原因发起的主动选择,后者则是因学生未能满

足学校培养规定中相关要求而面临的清退或劝

退[21]。依从概念内涵导引,可知学术志趣漂移是一

种主观意念外化行为的结果,故文中所涉及的“退学

博士”为在最长修业年限内,因自身志趣漂移而主动

中断攻读博士学位进程的博士生。
为契合资料搜集的全面性与便捷性要求,研究

选用网络民族志(OnlineEthnography)方法勾勒
“退学博士”在读期间的制度文化与行为感悟,于退

学缘由中探赜志趣漂移的过程脉络与深层机制。同

传统民族志(Ethnography)操作范式类似,网络民

族志同样要求研究者在长时间的田野中运用参与式

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取信息、深描“他文化”的
具体样态[22]。于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而言,“网络原

住民”的身份标示着其成长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现

代媒介的影响,较之现实世界的父母与熟人,其更愿

意在开放、隐匿的虚拟平台上与陌生朋辈分享心事、
倾诉烦恼、寻求共鸣、编织“意义之网”[23-24]。因而

本研究采用潜水、主动参与、反串角色等方法融入虚

拟田野,从零碎、散乱的信息中获悉博士生群体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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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现象,获取最为接近真相的解释。
(二)调查过程与资料收集

依照网络民族志的技术和步骤,秉承整体性与

情景化原则,调查行进路线分为确定田野、参与观察

与深度访谈三个阶段。在确定田野阶段,本研究选

定某一较为活跃的豆瓣小组(以下简称“小组”)当作

线上田野。截至2023年10月,小组共有31839名

组员,有效聚集了来自国内外各学科专业的“退学博

士”。在日常交流中,组员通过发起讨论讲述、袒露

自身的读博历程与心态变化,借助评论、回复与其他

组员互动沟通、倾诉心声。相较于微博、知乎,该小

组更适合充当线上社区的原因在于小组组长会对进

组申请、主题发布、回复内容进行严格审核,从而使

得组员的讨论处在一定的边界范围之内,而此种相

对封闭的环境也进一步提高了讨论话题的可观察性

和聚集性,提升资料的可靠程度。
在正式参与观察前,为突破“信息茧房”的包围

及“话语迷雾”的误导,研究者开展了短期的潜伏观

察,以“局外人”身份熟悉小组文化概念、讨论规则以

及回复原则,不设目标地了解“最近讨论”“最热讨

论”“精华讨论”等模块内容,意在对“退学博士”的个

人求学历程、内在真切感受、学术志趣前后变化形成

初步印象。2023年1月,研究者正式进入该小组,
开启为期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随后对1291条讨论

内容进行判断、筛选,在剔除广告、招聘、交友等冗余

信息后,共得825条有效讨论。期间,鉴于沉浸感是

参与式观察的题中之义,故而研究者在保持必要心

理距离的前提下,积极发言交流并与小组成员建立

良好的互动关系;深度阅读关于“学术志趣漂移”“主
动退学”的帖文,详细观察、记录小组成员的评论与

回复,以理解来自不同培养单位、不同背景组员学术

志趣漂移的真相。
观察结束后,针对讨论区较为“火热”的话题,研

究者运用半结构访谈补充、细化相关信息以摒弃“信
息偏食”的误判、理解“退学博士”对实践活动的个体

性感悟。同时,为凸显访谈对象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对照博士生教育的实际样貌,本研究以就读方式、学
术训练经历与理想抱负落差等为甄选条件,确保所

选访谈对象退学决定的形成是因其学术志趣漂移所

引发。恪守“知情同意”的伦理要求[25],后借助“豆
邮”(豆瓣用户之间的私信交流方式)向42名发帖人

表明身份、解释研究目标与意义,诚挚邀请其参与后

续的深度访谈。后期,累计收到28人回复,其中12
人表示愿意接受访谈。遵循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指

引,研究者又经他人介绍,线下接触3名“退学博

士”,最终将上述15名“退学博士”确立为访谈对象
(见表1,后文以D1、D2、…、D14、D15替代)。为保

证访谈过程聚焦研究问题,研究者在正式访谈前,围
绕“就读期间的学术志趣总体变化趋势如何”“何种

因素影响学术志趣变化”“如何提升博士生的学术志

趣”三个维度制作访谈提纲,并在预访谈结束后予以

修正完善。2023年10月,本研究通过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深度访谈,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

的前提下进行录音、笔录。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序号 性别 年龄 学科 生源类型 年级(退学时) 就读方式 工作经历 婚恋状况 访谈时长

D1 男 27岁 理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恋爱中 40min
D2 男 27岁 文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有 单身 35min
D3 女 28岁 理学 直博 博五 全日制 无 恋爱中 40min
D4 女 26岁 管理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有 恋爱中 34min
D5 男 27岁 工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单身 32min
D6 男 29岁 管理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有 单身 30min
D7 男 27岁 理学 硕博连读 博四 全日制 无 单身 35min
D8 女 29岁 教育学 申请考核 博四 全日制 有 已婚 52min
D9 女 27岁 管理学 硕博连读 博三 全日制 无 恋爱中 39min
D10 男 28岁 理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单身 72min
D11 男 32岁 工学 申请考核 博六 全日制 无 已婚 38min
D12 女 27岁 历史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恋爱中 46min
D13 女 26岁 法学 申请考核 博三 全日制 无 单身 33min
D14 女 28岁 理学 申请考核 博二 全日制 有 单身 45min
D15 女 27岁 法学 直博 博三 全日制 无 单身 56min

  注:1.表中“申请考核”“硕博连读”型博士生基本修业年限为3~4年;“直博型”博士生基本修业年限为5~6年;2.表中工作经历起始时

间为硕士毕业至博士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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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料整理与三级编码

访谈结束后,本研究先将收集的录音进行转录

誊写,结合小组讨论、评论内容,共计获取7万余字

的文本资料,后运用Nvivo12.0软件管理原始文本

资料,借 助 安 塞 尔 姆·斯 特 劳 斯(Anselm L.
Strauss)与朱丽叶·科宾(JulietM.Corbin)提出的

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程序加以归纳,确定致使博士生

学术志趣漂移的各类因素及其关系网络。即在开放

式编码阶段,提取原始文本资料中的意义语句、关键

段落,实现对原始资料的标签化处理,明晰博士生学

术志趣漂移的直接成因;在轴心式编码阶段,对开放

式编码所得的初始范畴进行归类,识别出作为轴心

的关键概念,加强证据与概念、主题与资料间的连

接,判断影响因素间的关联;而在选择式编码阶段,
则是将轴心式编码所得的主范畴按照内在逻辑关系

进行分析、整理,继而从主范畴中继续挖掘具有统领

性的核心范畴。例如,D6在言及“何种因素导致学

术志趣漂移”时,曾有如下较为全面的表述:
首先是来自论文的压力,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

的扩张,国家、社会和学校对培养质量的关注程度愈

发高涨,博士生不仅要学习各类前沿知识,还要在日

益内卷的环境中顺利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于是写

作变成了一种压力,发表异化为一种束缚;其次是来

自导师的压力,导师提出各种要求、安排各项任务,
却又不能及时地予我以帮助与指导,导致我与他的

关系总是处在崩溃的边缘,我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
否定自己,不想面对自己,更不想面对导师;最后是

自身性格的原因,我是一个不善交流的人,也没什么

朋友,所以遇到挫折、打击时往往会选择独自冷静,
而不是向别人倾诉,这也使我那段时间倍感孤独、焦
虑。后来觉得自己实在是难以坚持,就选择了退学,
算是一种及时止损的做法。

显然,D6的学术志趣的漂移主要与论文、导师、
性格有关。因此,可将此段原始文本依次概念化为

“论文写作的压力”“论文发表的焦虑”“导学关系的

恶化”“不善交流的性格”。而上述本土化概念又可

被依次纳入至“写作压力”“发表焦虑”“导师指导”
“兴趣性格”等初始范畴。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逐词

逐句地分析,研究者归纳出376条初始概念,后将内

涵一致或接近的概念归为同一初始范畴,共得到30
个初始范畴、10个主范畴、4个核心范畴(见表2)。
在三级编码过程中,为校验编码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本研究在初始范畴形成后展开饱和度检验,在不获

取额外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某一范畴特征,以
作为停止采样的鉴定标准[26]。后对原始资料进行

二次梳理,发现当编码至D11的访谈记录后再未形

成新的初始范畴,故认为上述范畴已概括可能导致

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各类因素。

三、四维聚合:学术志趣漂移的成因分析

参照编码结果与概念范畴,可知博士生学术志

趣漂移的生成因素繁复多样、外在表现亦各有不同。
部分博士生或因前期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与当前就

读感受间存在巨大落差而出现难以适应的体验与质

疑自我的心理;或因严峻的就业形势、内卷的职业要

求以及未来竞争性的工作环境而降低原有的职业期

望。但更多的博士生则是因当下的写作困境、发表

焦虑、异化的导学关系才萌生无助的低迷情绪、消散

学术研究兴趣。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初始范畴节点

数量,有所侧重地从“现实处境”“过往体验”“未来预

判”与“退出路径”四重维度诠释博士生学术志趣漂

移的直接成因。
(一)多重阻滞:现实处境的诱发

调查发现,超出自身承受阈值的压力和焦虑是

博士生在现实处境中的真切知觉,以论文写作、发表

为核心的学业压力对学术志趣漂移的作用尤甚。一

方面,由于当前学术评价过度依赖量化技术、评价指

标深具仿真性特征、科研产出与学业表现无限趋同,
论文化作预测个体科研潜力与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

标识,博士生被拖入至写作与发表焦虑的深渊。制

度设计与市场规则耦合交互所凝练成的论文指标得

以机会巧妙地对博士生的学业旋律进行干预,指挥

其偏执于量的追求、竭力习得论文写作能力与发表

技巧,只为靠近、逾越学位授予条件。另一方面,在
“发表或清退”的生存法则下,学术论文的使用价值

逐步让位于空洞虚无的符号价值,博士生的独立思

想、创新观点不再寓于文字言语之中,而是彰显在期

刊等级所建构的符号里。正因如此,学业志趣的独

有魅力在追求符号价值的狂热中遭到摒弃,部分博

士生无暇顾及学术的具体内容与真实意义,甘愿“把
有爆发力的文字化解为寂静的空间,把思想从其赖

以生存的此时此刻分离出来”[27]。对此,饱受论文

发表困扰的“一舟”深有感触,其所就读的高校将发

表若干数量与级别的期刊论文设为毕业的刚性条

件,但供需失衡的期刊容量、曲折漫长的发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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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心劳神的冗杂事务、顾此失彼的计划节奏却使他

倍觉写作发表道路日益艰难,无心关注学术志趣的

去留。另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伴随知识经济的发

展,时代的浮躁侵入教育领域后[28],接受高等教育

更似一场投资。当学业压力远超自身负载能力、绩
效主义掩盖学术本真,博士生更会在这场“充满不确

定性和未知的鲁莽赌博”[29]中权衡成本收益、考虑

自身经济水平,舍弃学术志趣也沦为降本节流、及时

止损的举措。退学之前未经历思想斗争的“布衣”坦
言“为读博付出很多,但有一刻突然觉得博士学位似

乎也改变不了什么,继续投入只会越陷越深,不想在

而立之年,还需要靠别人的接济度日”。
表2 编码结果与概念范畴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初始范畴 节点数 范畴内涵

现实处境

学业压力

经济压力

成本考虑

重要他人

关键事件

自身条件

写作压力 22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因能力、经验、时间等因素限制所产生的压力

发表焦虑 18 “不发表,就出局”“唯论文”评价标准下的发表焦虑、苦闷情绪

其他事务 7 报账、监考、项目申报等事务对科研时间、精力的占用与挤压

奖助体系 4 博士生各类奖助学金的发放规定与评定标准

必要开销 2 基本衣食住行的开销;人情社交花销;学费与科研费用的支出

家庭条件 5 家庭经济条件对个体学术发展所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年龄压力 13 因年龄增长而带来的紧张、恐慌;因年龄劣势可能丧失的机遇

机会成本 7 坚持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损失的机会或其他选择

沉没成本 9 因攻读博士学位所投入的人力、财力与物力

同侪交流 18 师门文化、风气及与师门同学交往所带来的浸润效应与朋辈压力

导师指导 35 导师的教育理念、指导风格、投入程度、任务分配模式及与博士生的关系

亲友建议 8 亲人挚友的期望、观点、建议对决策产生的影响

家庭变故 6 家中发生不可逆转的突发情况并改变家庭面貌

健康状况 18 生理与心理健康方面所存在的疾病或潜在的风险隐患

婚恋生育 5 恋爱、婚姻及生育情况对个人观念、就业选择与学业投入的影响

学术能力 7 具有处理学术难题、应对学术挑战、完成科研任务的能力与水平

兴趣性格 9 兴趣特长、自身性格与对学术事业的热爱程度

自我定位 24 结合多重考虑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过往体验

个体经历

原有观点

工作经历 9 先前的工作体验与收获,同事、领导的评价与反馈

求学经历 22 本科、硕士阶段的求学经历、学习模式与科研氛围

原有设想 17 未攻读博士学位前对博士科研、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预想

原有心态 15 未攻读博士学位前对科研、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态度与观点

未来预判 未来预判

工作要求 14 未来职业对个体科研能力、业务水平所提出的要求、规定

工作环境 18 对“非升即走”“学术锦标赛”制度引发的内卷与竞争压力的感知

工作待遇 12 对未来工作的薪资水平、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的预估

退出路径 退出路径

校内分流 11 不愿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可转读硕士学位的分流机制

进入职场 21 办理退学手续前后能够获取良好的工作岗位

更换学校 9 进入其他学校的其他专业再次攻读博士学位,重新培植学术志趣

迷茫徘徊 12 因内心迷茫无助而暂无打算,保持“走一步看一步”的佛系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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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多重压力催逼驱迫外,现实处境中的重要他

人、关键事件与自身条件同样也会诱发学术志趣的

漂移。于重要他人而言,从初始范畴节点数量可以

看出,导师是博士生求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也
是影响博士生学术志趣存续的重要他人。在“导师

负责制”的培养模式中,导师的多重身份角色意味其

可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博士生的志趣信念。首先,作
为学术研究的“领路人”,导师全过程参与博士生的

研究方向确立、科研技能提升、学术交流合作、职业

生涯规划,无疑有助于博士生快速“入门”、设置合理

的预期目标[30];其次,作为学术志趣的“启迪者”,导
师通过身体力行的示范、行之有效的引导、积极正向

的反馈能够激发博士生信心与自我效能感,保护其

学术志趣;最后,作为情感支持的“提供者”,充分理

解“新手”角色、增进非学术性互动、塑造组织文化氛

围、调节同侪关系,将强化博士生对科研活动的归属

感,减少其科研退缩行为与消极情绪,帮助博士生保

持对科研的动力与热情。但在实际的科研环境中,
多数博士生却表示与导师的交流多为任务安排或进

展汇报,所获实质性指导有限,导学关系常因互不信

任、彼此误解而陷入困顿窘境。但与此同时,因导师

具有支配力与权威性,能定夺博士生学习及学术职

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出于经济性与伦理性的考虑,博
士生又会顺势服从导师安排,不断抑制挤压其自身

志趣、时间,获取学术专业资源及相关支持[31]。在

此期间,导师行为观念的过失、师门同侪压力的传递

与不良风气的波及,皆会令博士生在拒绝中逃避。
如D3在访谈中谈及退学原因时表示“我是我博导

的第一个博士生,可能是因为缺乏经验,也可能是因

为他自己的事情也比较多,平时的交流也主要围绕

项目申报、课题撰写,并不会针对我的研究给出实质

性的意见与建议,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打工者’,我
们的关系也在相互抱怨中走向‘冰点’”。区别于“局
中人”,处在局外的父母亲友虽与博士生的感情纯粹

单一,却无法就多重压力与之共情、创建有效的情感

倾诉通道。“雨停”耗时半年仍不能适应博士生节

奏,导师的“掌控型”风格、竞争大于合作的同门关系

以及孤独无助的社交网络让其陷入抑郁的泥潭,藏
匿于内心的恐惧与苦楚最终浮现失控。于关键事件

而言,其虽不是博士生心态转变的根本原因,却可充

当学术志趣漂移的重要契机。其中,家庭变故招致

的经济、情感支持断裂;健康危机引发的迷茫、抑郁

心理;婚恋生育赋予的身份、角色转变,均会加快博

士生责任意识的觉醒,削弱其对学术的投入。于自

身条件而言,受多重压力叠加、重要他人干预、关键

事件召唤,具备反思特质的博士生会重新审视自身

学术能力、兴趣性格与目标定位以判明坚守学术志

趣的必要性。进言之,伴随对科研、学习、生活等多

个方面的深入了解,“是否适合读博”“是否需要博士

学位”的疑问萦绕于部分博士生的脑海之中,志趣在

不迭的追问中受到冲击。
(二)今不如昔:过往体验的加速

有别于现实处境的径直介入,过往体验的作用

则显得深邃隐蔽。溯源变化历程,学术志趣的生成、
提升同个体经历密切相关,博士生也会因过往体验

与当前感受间的巨大落差而产生不适,作出逃离科

研的选择。如D12虽在硕士阶段初期也曾因基础

不牢、专业跨度较大而感到科研工作吃力,但其当时

却拥有强大的团队支持,在导师的谆谆教导、同门的

相互鼓励下,其顺利发表3篇核心论文,并斩获国家

奖学金。加之导师指导风格温和、方式高效直接,且
不对学生研究方向作硬性要求,D12能够在相对宽

松的科研氛围中自行安排进度,体会自我增值。但

在读博后,导师的各种催促、否定和高强度的工作安

排以及沉闷压抑的小组氛围却并未换得预期成果,
这让其无比眷恋之前的科研、学习、生活模式,不断

质疑自我能力与当初选择。正如其在访谈中提及

“硕士与博士阶段的差异不仅是科研层次的区别,更
是对人身心精神的再造,自己在他人的轻视、打压中

迷失方向,早已忘却曾经的志向与乐趣”。与之相

似,拥有工作经历的博士生也会因前期相对良好的

体验,而提高忍受学业艰难的底线,将退学工作视为

“保底选项”。如D14在访谈中所言“工作期间,领

导对我的评价都很正向,所以我当时对自己还是挺

有信心的,但半年的博士生活让我信心全无。相比

之下,我更愿意回到职场,最起码可以明确自身的价

值追求,最起码不会被别人一味地否定与打击”。
切身经历的前后比照于博士生学术志趣的影响

固然至关重要,但潜在的心态落差和设想破灭同样

是对博士生心理韧性的考验,易招致信念的动摇。
作为能动的个体,博士生在决定攻读博士学位前,实
则会基于他人描述或自身经历对未来图景作出初步

描绘与大致构想,后期当发觉现实压力远超自身负

载能力、所得收获未达预期目标、身心体验远非当初

设想,油然而生的失落与挫败会加剧信念的透支。
“果汁”在入学前曾对博士阶段的科研、学习、生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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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憧憬,坚信通过导师指导、团队合作与自身努力能

如期满足毕业要求,但在开学后发现导师的要求近

乎苛刻、课题组成员的精神状况普遍萎靡、优秀的师

门同学结局却多为延毕、转硕。彼时,其心态悄然转

变,“原有的学术热情也在一次次打击中消磨殆尽,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我决定必须脱离博士苦海”。

(三)进之无望:未来预判的催化

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观点的盛行、威斯康星精

神的普及意味着大学早已不再是超脱于社会之外的

象牙塔,转而变为国家前行的动力站和枢纽机构,人
们对高深知识的追求不再是仅出于闲逸的好奇,更
是以就业谋生为直接目的,为未来完满的生活做足

准备。为此,政策制定者愈发重视博士生教育高质

量发展,强调学术、政治、市场与人本逻辑的协调共

生[32];培养单位惯用学术职业的社会地位、工作条

件、工资待遇对学术志趣施加张力。然而,随着博士

生教育规模的扩张,精英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

构发生转变,“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学术评价体

系中备受推崇,类似“非升即走”“末位淘汰”“不发

表,就出局”的设计安排受到需求方的无比青睐,学
术职业的吸引力逐步衰减,竞争压力和工作强度迅

速增加。此时,逃离学术既是众多博士生的“无奈之

举”,又是深思熟虑下的“脱困自救”。曾在日本攻读

博士学位的“乐乐”,发现完成学位论文并不等同于

能够获得教职,即使获得教职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过

上轻松自由的生活,教师会忙于各种杂务和教学工

作,鲜有时间开展自己的课题研究,发表、晋升焦虑

下的长期失眠、通宵工作更是司空见惯。“每每想到

这里就觉得心灰意冷、前途暗淡”。
较之强度高、压力大、竞争激烈的岗位要求与工

作环境,学术职业所能提供的待遇收入并不足以维

系博士生对未来工作的向往与期待,难以作为外部

动机支持其心理承受阈值的提高。以国内高校教师

为例,已有研究发现在1995—2015年,其工资增长

与人均GDP增长之比呈“倒U型”趋势,虽高于全

社会平均水平,但与IT、金融等高收入行业相比,尚
存较大差距[33]。而这一差距势必会引发博士生对

自身价值的思考、对长期以来的坚持与努力产生怀

疑,磨蚀其选择学术职业的决心。如D1在访谈中

直言“读了博士之后,对高校教师的生存环境有了更

加清晰的认知,对比其他行业的收入来看,高校教师

的工资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优势,光鲜亮丽的背后

多是不为人知的辛酸。所以我宁愿选择在企业工

作,也不想再忍受这种学历带来的痛苦与清贫”。
(四)退而有路:退出路径的驱动

概观现状,当博士生自我效能感下降,决定逃离

当前学术环境、摆脱进退两难的困顿局面时,可供其

选择的路径主要为如下四种。一是校内分流,即放

弃攻读博士学位,分流退回硕士培养阶段(转硕),降
低沉没成本与时间成本的损失;二是转入职场,即中

止求学进程,转而寻求更为适合自身成长发展的职

业岗位,以达到重新认识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目

标;三是更换学校,即通过改变科研环境、调整专业

方向、更换导师等方式从头培育学术志趣;四是迷茫

彷徨,即尽管对未来职业、生活无清晰明确的规划与

设想,却仍一心摆脱当前处境、等待“自我和解”良机

的出现。面对多元路径,深具经济理性的博士生无

疑会从中择取自己认为最为有利的选项。
也因退出路径的加持,博士生对学术志趣漂移

的认识发生渐次改变。当未来职业发展方向晦暗不

明、现实处境中的掣肘因素频发不断且与过往体验

形成巨大落差,退出路径的存在标志着博士生被赋

予再次选择的权利,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取舍,
利于风险危机的化解、极端行为的避免。“平芜”在
三年间已完成毕业条件中的期刊论文发表要求,但
却因开题失利、导学关系异化而备受折磨。在了解

所在院校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后,其果断

决定转硕,并直言“能够转硕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即

使会比其他人多花费一年时间,但对比于漫长的人

生,这也只是极为短暂的一段”。与此同时,从初衷

立意观察,“有路可退”的培养规定既是对博士生个

体权利的保障,也是提升整体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
在发挥筛选、分流作用之余,更会倒逼博士生清晰客

观地评估自身能力、认清志趣所在。当预判自身水

平条件难以符合毕业要求,提前“离场”、谋求新的出

路自然成为最优解。“北岸”在帖文中也曾说到“很
少有人会在读博之初就想着退学,但不可否认的是

退学确实是一种及时止损的有效方式。曾经在坚持

与退学间徘徊过无数次,不断地评价自我、预判未

来,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这一选择”。

四、理论对话:学术志趣漂移的深层解读

(一)模型构建

网络民族志与扎根理论的优势不仅在于其能直

观呈现导致问题发作的具体因素,更可通过全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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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系统梳理实现对问题进行由表及里、自下而上的

重新阐释,促成理论的“自然涌现”。基于此,为更加

直观地呈现各因素的作用与机制,反映各概念、范
畴、类属间联系,本研究又以四维影响因素间关系为

基础构建作用机理模型图(见图1)。

图1 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模型

如前文所述,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影响因素

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并非所有博士生都会受到

上述全部因素的影响,同一因素对不同博士生的影

响也有所区别,正因差异性的存在,不同博士生才会

经历独特的心理变化过程。一般而言,现实处境下

的压力源自博士生对自身能力水平同外部要求间差

距的判断,焦虑会因受关键事件、重要他人的作用而

得到强化,所形成的负向反馈易触发博士生对过往

体验的追忆,迫使其在落差、失望与留恋的拉扯中省

思自我,萌生悔不当初的退却心理。同时,多阻滞、
重压力的境遇现状又会引起博士生对未来职业要

求、环境和待遇的担忧,当感知职业前景不佳、希望

渺茫,对未来的预判会继续放大、加重刻下的困境,
催化学术志趣的漂移。过往、当前与未来的交汇为

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开启提供了适当的契机与充

足的理由,但漂移的最终形成还需退出路径的驱动,
也正因退出路径包含的多种可能,博士生才得以有

机会在深思熟虑中形成决定。
(二)理论对话

网络民族志的全面客观主张,倡导研究者既要

换位思考以“当局者”身份熟悉调查对象眼中的世

界,又要兼具“旁观者”的眼光考察调查对象所处的

现实世界[34]。执此双线视角检视概念、范畴及其之

间的相互联系,可知现实处境、过往体验、未来预判

与退出路径之间的关系并非割裂互斥,博士生学术

志趣漂移现象的始发实则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后

果。同时,纵览脉络历程,志趣漂移的实现需满足两

项前提,即个体层面的“想漂”与环境层面的“能漂”。

因而,本研究围绕“因何”与“如何”两个维度展开理

论对话,以廓清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深层因由与

所蕴含的独特文化。
从微观视角着眼,学术志趣漂移是博士生主观

意念外化行为的结果,亦是个体对现实处境、过往体

验、未来预判与退出路径的回应。无论是主动应对

下的“明智之选”,抑或被动裹挟下的“无奈之举”,学
术志趣漂移都与博士生的自身需求有关。正如自我

决定理论的观点所指,个体具有自主、胜任、归属三

个基本的、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35]。其中,自主需

要是指个体在从事各项活动时希望拥有控制事态发

展的能力,能够根据自身意愿转变活动方向、结果;
胜任需要是个体自我效能感的体现,期待能够掌控

自己所处的环境、发挥能力胜任特定的任务;归属需

要则是指个体渴望被群体需要、接受和认可,感受来

自组织及成员的关爱和关怀。三种需要的满足能够

增强个体的内部动机、促进外部动机的内化。反之,
当某种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个体的动机便会弱化消

失。反观学术志趣漂移的博士生,对过往经历的怀

念、现实处境的焦虑与未来发展的预判会使其产生

回避目标的动机,在论文发表内卷严重、学业进展屡

屡受挫、兴趣方向不能由自己掌控、社交网络孤独单

一的情况下,自由感、行动感与归属感受到极大限

制,三种需要迟迟无法获得。加之过往体验与未来

预判的催化,坚守学术志趣的内在动机逐渐消退。
观照自身条件、感知对比外部环境,利用现有途径转

投新的活动以满足基本心理需求成为合乎情理

操作。
个体行为是由个体决定所引导,而个体决定又

受外部环境所约束。诚然学术志趣的漂移与否虽是

由博士生所决定,但此过程却深受高等教育理念、就
业前景、文化环境的影响,因而对志趣漂移原因的讨

论还应结合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访谈发现,作为

科研创新后备力量的博士生常会因社会极速变迁中

的不确定性而产生消极情绪,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

便是焦虑与孤独。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
一书中提出,当“功绩社会”的“能够”逐渐取代“规训

社会”的“不允许”[36],肯定性的暴力会以更加积极、
隐蔽的方式蔓延开来,主导人们的情绪状态与价值

取向。背负着高效、多产任务的功绩主体甘心夜以

继日地高强度持续工作,甚至同时处理多项事务,只
为证明自身价值。但因生活飘忽易逝,人们害怕被

落后淘汰,失业、失败犹如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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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之剑”,倦怠逐渐变成一种社会化的症候。与之相

应,伴随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兴起,创新驱动发展

成为全球共识,高等教育被寄予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的厚望;博士生被冠以高知、精英的身份标签。在外

界社会认可和鼓励的持续催促下,博士头衔不再仅

是一种称谓与荣誉,也是变相的钳制与暴力,迫使博

士生在愈发内卷的环境中艰难求生并完成超额任

务。与此同时,面对体量规模的跨越式增长、供求失

衡的结构性矛盾与日趋饱和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培
养单位不断抬高学位授予标准、收紧出口,以缓解多

方主体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隐忧。此时,坚守学业

志趣逐渐化为累积在心头的过度疲劳与倦怠,充分

利用现有的退出路径,变更动机倾向、放弃科研工作

反倒变为“自救”的最佳方式。

五、现实理路:学术志趣漂移的复位策略

(一)复盘规划:职业目标的澄清

回归概念定义,学术职业倾向是兴趣驱动和市

场驱动的双向融合,更是判定学术志趣存无的重要

指标。由于影响因素颇多,博士生的学术职业倾向

并非一成不变,常因个体意识觉醒、外部环境推拉而

或强或弱,导致志趣的飘忽不定。为此,培养单位可

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引导博士生树立、调适、坚守

职业目标。一是前置职业规划,消除信息壁垒。培

养单位可在入学环节运用自陈式问卷开展心理测

评,明晰博士生的职业倾向;借助新生讲座、专业介

绍等形式,向博士生传递当前职业岗位要求与行业

前景,促使其充分了解就业环境、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与未来职业所需等信息,以便其进一步厘清“人”与
“职”的关系。二是尊重个人选择,激发内生动力。
在识别学术职业倾向之余,博士生会对诸多信息进

行整合、消化,进而萌生不同想法,培养单位需联合

导师针对学生思想动态变化,采取相应措施,促成博

士生参与学术职业、坚定学术志趣的行为自觉,而非
“越位行权”或“代行作为”。三是强化理想信念,均
衡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间关系。作为国民教育体系

的顶端,博士生教育关乎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因此,在塑造博士生就业与择业观念时,
培养单位应在尊重博士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引导博

士生立志科研报国,弱化功利取向,将个人成长与国

家发展紧密统一。
(二)规范指导:导学关系的矫正

导师是影响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重要主体,

关系的异化逻辑是导师“师本位”的传统师生观和博

士生“生本位”的现代师生观发生冲突[37]。作为博

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共

生,不仅承担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提升、论文质量改

善、身心发展协同,还需考虑任务分配、团队发展、经
费运转等诸多问题,其委派任务、下放权力,更多是

渴望学生自我成长与自我管理以分担压力;与之相

对,博士生在日益内卷的科研环境中,也希望导师减

少额外任务安排、提供学术资源,通过拔高写作、发
表能力增强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信心,为学术职业

生涯奠定坚实基础。因而,导学关系的矫正绝不能

依靠一端发力,而是多方联动,共同解决视角不一、
需求互异招致的后果。首先,促进沟通交流,加强学

业指导。导师可根据学业基础、兴趣特点和实际情

况确定博士生研究方向和选题难度,通过专家指导、
一对一交流、课题组会等形式加强科研指导,在交流

中互换心声,降低信息的不对称。其次,加大监管力

度,畅通反馈渠道。培养单位在开展导师岗位培训

时,也应尽可能地将政治理论、师德师风与基本心理

学知识融入培训内容,提升导师学业指导能力与本

领、增强心理疏导技能,以便及时了解博士生真实处

境;通过座谈会、学生评教、匿名反馈平台收集、筛选

博士生的真实意见与建议,并将反馈信息进行整理

分类,满足博士生正当合理的需求。最后,落实激励

机制,凸显德行有用。营造尊师重教、教学相长的良

好氛围,还要通过评聘指标的调整或构建其他奖励

机制将教师基于成本分析的行为选择引向重视自身

德行和愿意从事教书育人工作,以保证他们这种行

为选择不仅是高尚的而且也是有利可图的,激发导

师育人育才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三)关注过程:培养措施的优化

诚如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所言,“灵感只

有在它们愿意的时候才会造访,并非我们希望它们

来就会来”[9]。因而,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复位尚

需从学术环境入手,关注培养过程。博士生培养单

位需充分认清学术环境不仅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指

标,更与博士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学术职业的吸引力

具有重要联系。良好的学术环境不仅呈现于设备设

施、课程建设、项目资助等硬性指标,还反映在科研

氛围、人文关怀与精神文化等软性指标,需要培养单

位和导师等多重主体共同打造,在政策制定、管理服

务和指导实践方面有所分工。具体而言,校级层面

应着重关注导师管理、资助体系、学业评价等方面制

度建设,建成全方位、科学化的学业支持体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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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升博士生的学术志趣。院系应将师门组会、讲
座论坛、学术会议等科研活动制度化,为博士生提供

参与学术活动的机会,通过提升其学术能力来消解

学术压力与焦虑情绪;重视博士生反馈意见,发挥中

介桥梁作用,向管理部门与导师传达信息,保障学生

权利。师门或课题组作为博士生阶段最小的学术组

织单位,导师应在保留学生自主思考和行动空间之

余,感知博士生切实诉求,提供有效学术指导为其

答疑解惑,同时营造和谐友善的人际联结,为博士生

提供情感支持,增强学术生活幸福感和归属感,帮助

其克服负面情绪。
(四)完善路径:分流退出的改进

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作为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目的是加强培养过程管

理、保障培养质量。但囿于内涵解读偏差、政策定位

模糊,加之路径依赖延续[38],其选拔功能与竞争逻

辑被过度放大,常被曲解为是对博士生学业不佳的

惩罚手段。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催动作用下,分流退

出意味着丧失前途、学业中断,多数博士生在面对这

一抉择时需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易造成极端行为

的出现。为此,博士生的分流退出机制尚需进一步

改进完善,以忠于原有的人才培养理念与本质。一

是加强政策宣传,引导意识树立。攻读博士学位本

就是一项艰巨而孤独的工作,分流退出机制的存在

一方面是为确保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也是

为帮助参与者寻求合适的方向。面对退出培养计划

的群体,培养单位应予以及时的情感关怀与心理疏

导,加强对分流退出本质作用、相关政策流程的宣

传,促使博士生正确地认识分流退出,消除政策执行

困境。二是深究漂移成因,增添政策柔性。结合现

状调查发现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影响因素众多,
涉及博士生、导师、培养单位与政策制定者等多方主

体。在作出分流退出决定前,培养单位需为博士生

提供答辩机会,深入调查主要原因、划分责任主体,
并根据具体情况向博士生提供多种方案。三是提供

精准帮扶,助力后续发展。结合博士生退出路径与

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培养单位所设置的分流退

出路径并未覆盖全体对象[39],“一刀切”的规定也未

能充分考虑博士生的后续发展。故而培养单位应健

全预警机制、提供差异化、精准化帮扶,对于仍有意

愿继续学业的博士生予以制度支持和学业帮扶,对
于选择直接退出的博士生予以职业规划、信息咨询、
机会推荐等就业帮扶。

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15)[2023-12-26].https://www.gov.cn/xin-
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教育部.一流博士生教育 体现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高

度[EB/OL].(2017-12-05)[2023-05-20].http://www.
moe.gov.cn/jyb_xwfb/s5148/201712/t20171205_
320553.html.

[3]张凌云,李慧新.基于学术成长的博士分流理念与制度

构建[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2(6):71-79,122.
[4]王倩,蒋贵友.博士生学术志趣缘何消退? ———基于

2022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的分析[J].高校

教育管理,2023(4):102-113.
[5]赵金敏,周文辉,付萌萌.雄心与焦虑:学术志趣何以影

响博士生焦虑心理[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3(3):21-
29,62.

[6]许丹东.博士生的学术经历、学术志趣与科研能力增长

的关系[J].复旦教育论坛,2022(2):48-55.
[7]沈裕挺,沈文钦,刘斌.人文学科学生的学术志趣是怎

么形成的[J].教育学术月刊,2019(3):37-46.
[8]刘博涵,赵璞,石智丹,等.学术型研究生学术志趣的影

响因素探讨[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6):35-41.
[9]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钱永祥,等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9:169-171,187.
[10]PyhaltoK,PeltonenJ,CastelloM,etal.WhatSustains

DoctoralStudents’Interest? ComparisonofFinnish,
UKandSpanishDoctoralStudents’Perceptions[J].
Compare:AJournalof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9(5):726-741.

[11]刘璐璐,史静寰.博士生学术志趣的内涵与形成[J].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1):131-140.

[12]邝宏达,李林英.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团队科研训练环境

对研究生学术志趣的影响机制[J].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2020(5):59-66.
[13]朱华伟.比较视域下我国博士生科研能力发展研究

[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12):81-87.
[14]鲍威,杜嫱,麻嘉玲.是否以学术为业:博士研究生的学

术职业取向及其影响因素[J].高等教育研究,2017
(4):61-70.

[15]CummingsWK,FinkelsteinMJ.ScholarsintheChan-
gingAmericanAcademy:NewContexts,New Rules
andNew Roles[M].Springer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11:1-14.

[16]赵金敏,王世岳.回归还是逃离:学术型硕士生学术志

趣转变的质性研究[J].江苏高教,2022(8):93-102.
[17]徐岚.导师指导风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之关系研究

[J].高等教育研究,2019(6):58-66.

·34·吴 肖,等:博士生学术志趣漂移的成因与复位



[18]夏焰,刘诚丽.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漂移、制度同

构与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2):60-66.
[19]蔡文伯,赵志强.“学术漂移”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影响

机理与路径选择[J].江苏高教,2021(5):34-40.
[20]吴秋晨,徐国庆.职业本科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3(4):34-42,120-121.
[21]冯燕.重点大学本科退学生的归因、抉择与认同重构

[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1:5.
[22]杜松华,徐嘉泓,张德鹏,等.游戏化如何驱动电商用户

绿色消费行为———基于蚂蚁森林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J].南开管理评论,2022(2):191-204.
[23]程晓莉,詹行,赵旺来,等.以休闲之名:“相亲剧本杀”

中的青年择偶实践[J].当代青年研究,2023(1):55-65,
28.

[24]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
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3.

[25]张培,郑欣.知情与同意: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伦理

检视[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1):51-58.

[26]罗建国,谢芷薇,莫丽荣.导生交往模式与研究生学术

能力发展———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J].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2021(3):15-20.
[27]尹婷婷.跳出仿真陷阱:对博士生学术评价的反思[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06):70-76.
[28]弗里德里希·尼采.教育何为[M].周国平,译.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9.

[29]程猛,吴慧敏,马啸.读博:一场精神赌博? ———国外关

于博士生抑郁风险的研究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
2020(8):26-33.

[30]高玉建,向体燕,陆根书,等.全日制博士生培养满意度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11):
63-70.

[31]蒋璜.来华留学博士生学术身份认同发展研究[D].上
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22:31.

[32]程良宏,刘化重.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学理阐释与

推进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3(7):85-95.
[33]胡咏梅,唐一鹏,王维懿.扩招前后高校教师工资变动:

1995-2015年[J].教师教育研究,2019(4):85-94.
[34]孙信茹.线上和线下: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实践及叙述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1):34-48,127.
[35]郑建君,马璇,刘丝嘉.公共服务参与会增加个体的获

得感吗? ———基于政府透明度与信任的调节作用分析

[J].公共行政评论,2022(2):42-59,196.
[36]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9:16.
[37]张悦,段鑫星.规训视角下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异化及修

复[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3(4):20-28.
[38]陈新忠,邢晓.博士生立体式分流的内涵特征与实践取

向[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3(3):45-54.
[39]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院.长春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转为

硕士研究生管理办法[EB/OL].(2022-12-27)[2023-10-
27].https://yjsy.ccut.edu.cn/info/1027/2176.htm.

TheCausesandResettingoftheDriftofDoctoralStudents’AcademicInclination
———AnOnlineEthnographicInvestigationonthe“Drop-outDoctoralStudent”Group

WUXiao,DUANXinxing
(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ChinaUniversityofMiningandTechnology,Xuzhou221116,Jiangsu,China)

Abstract:Asanessentialtraitofdoctoralstudents,academicinclinationisthedeepmotivationthatleadsthemtoadhereto
scientificresearchbeliefsandtakeaction,whichinfluencestheeffectivenessoftheiracademictrainingandfuturecareer
expectancy.Throughanonlineethnographicinvestigationonthedriftphenomenonofdoctoralstudents’academicinclination
byparticipatoryobservationandtextanalysis,theauthorsfindthatthedriftisinfluencedmainlybytheresultantoffour-
dimensionalfactors,namely,theinducementofrealisticsituation,theaccelerationofpastexperience,thecatalysisoffuture
predictionandthedriveofexitpath.Amongthem,realisticsituationincludesacademicpressure,economicpressure,cost
consideration,otherpeopleimportanttothem,keyeventsandtheirownconditions;pastexperiencemeanspersonallessons
learnedandoriginalviewpoint;futurepredictionisanearlyperceptionoftherequirements,environmentandtreatmentof
futurejobs;andexitpathreferstothemeasuresandmethodstobreakawayfromtheexistingfield.Allthesefactorsare
intertwinedandinteractivewitheachothertojointlydrivethedriftoftheacademicinclinationfrom “germination”,to
spreadingandthentofinalrealization.Afterin-depthanalysisofthereasonsandthegrowthprocessofthephenomenoninfull
considerationofitspresentperformance,theauthorsproposethatthedriftresettingandenhancementofthedoctoralstudents’
academicinclinationneedcoordinationfrom moresectorsinreviewinglifeplanning,clarifyingcareergoals,standardizing
supervisors’guidance,andsmooth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students,aswellaspayingmoreattentionto
thetrainingprocess,buildingasoundresourcenetwork,promotingaccuratesupply,andimprovingtheexitpath.
Keywords:doctoraleducation;academicinclination;inclinationcultivation;onlineethn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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