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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使命感对博士生的学术创新行为具有重要激励作用,不仅能够积极影响博士生的学习态度和行

为,还可以调节其情绪情感状态。从概念内涵和维度特征出发,在认知、情感和动机等三个维度框架下,探讨

职业使命感在促进博士生对学术创新形成正确认识、培养积极认同和唤醒内在驱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

应从感召、情怀和实践等三个方面开展博士生使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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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中央

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

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

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

角”[1]。可见,作为青年人才主体的博士生,理应挑

起学术创新的“大梁”,担当学术创新的“主角”,而如

何有效激励博士生学术创新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不可

回避的重要课题。
目前,学界对博士生学术创新的研究主要从招

考方式[2]、项目参与[3]等教育管理层面入手,剖析博

士生学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然而,这种研究范式忽

略了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博士生创新动机

的形成和作用机制未得到足够重视和强调。在教育

实践中,相关部门对博士生学术创新的关注点也较

为后置,侧重于显性的行为表现和量化的行为结果,
宏观上往往对培养单位创新文化的建构关注不足,
微观上也缺乏对博士生隐性的创新心理进行系统和

全面的解读,容易导致博士生学术创新激励不足等

问题,从而直接影响了我国学术创新的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已有研究开始尝试从多种角度

剖析博士生的创新心理,逐渐意识到了科研自我效

能感[4]、学术兴趣[5]、学术情感[6]、学术情怀[7-8]等因

素对博士生学术创新的重要影响。遗憾的是,这些

研究主要聚焦博士生的认知或情感等单一维度,未
能从整体思维视角将博士生学术创新置于生涯发展

与自我实现的复杂动态系统中加以阐释,难以全面

理解学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因此,本研究拟基于职

业使命感的概念内涵和维度特征,在认知、情感和动

机等整体框架下,探讨职业使命感对博士生学术创

新的促进作用,提出博士生使命教育的可能路径,为
进一步释放博士生创新活力提供借鉴。



一、职业使命感的概念演变与维度特征

职业使命感是“一种源于超越自我的方式体验

到的超然召唤,通过呈现或获取目的感或意义感而

逐渐践行某种特定的生活角色,并将利他导向的价

值和目标作为首要的动机来源”[9]。职业使命感可

以有效体现博士生对学术创新职业的认知和认同程

度。此外,职业使命感既能促进工作投入、提高工作

激情和绩效等工作态度及行为、也能提升生活满意

度、降低职业倦怠感等情绪情感状态方面发挥正向

影响作用[10]。下面将从职业使命感的概念演变和

维度特征两方面作简要论述。
(一)概念演变

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职业使命感的概

念内涵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现已拓展到一般

的职业领域,其内涵也日益被“世俗化”。Bellah
等[11]认为,个体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认识大致有三种

不同视角:谋生取向、职业取向和使命取向。其中,
“使命取向”具有更高的意义追求和更强的自我实

现,且呈现明显的利他性倾向。此后,Wrzesniewski
等[12]进一步阐释和区分了上述三种取向,认为具有

职业使命感的个体将工作和人生视为不可分割的整

体,工作不是仅仅为了经济收入和职业晋升,更多关

注工作本身带给个体的满足感。对于学术职业来

说,创新性是该职业的本质属性,这必然要求博士生

能够对学术职业具有正确的职业认知,将创新本身

视为一种精神回馈和心智满足,而职业使命感正好

契合了这一要求。
当然,这并不是刻意回避博士生世俗意义上的

其他需求,而是强调该群体的职业活动和行为更需

要使命感作为动力支撑。正常合理的世俗需求与带

有崇高之义的职业使命感之间并不是对立矛盾的,
而是统一于“人是目的”这一根本价值上。已有研究

也发现,不同职业、性别、年龄、乃至社会经济地位的

个体皆可感知使命感的存在,这也属于下文将提及

的职业使命感必备性的范畴。有趣的是,职业使命

感在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上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

发现,教育程度与职业使命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13]。换言之,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职业群

体,博士生更容易感知到自身的职业使命感。因此,
职业使命感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内生动力。对于博

士生来说,无论是使命感知,还是使命驱动,都是一

种天然的内在需求,也是激励其学术创新的有效路

径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职业使命感与学术志趣等概念

并不完全等同。通常,学术志趣指对专业高度认同、
表现出浓厚兴趣且有志于投身学术职业[14]。可见,
博士生的学术志趣与职业使命感在职业认同、学术

兴趣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前者主要从职

业视角出发,强调目标导向,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

响,而后者一般从人生意义的高度审视学术职业,强
调价值与行动的融合,是一种更具稳定性的多维度

构念。
(二)维度特征

那么,职业使命感具有哪些特征呢? 已有研究

发现,职业使命感具有导向性、驱动性、利他性、精神

性、伦理性和必备性等六种内在属性,可大致归入认

知、情感和动机等三个维度[10](见表1)。
表1 职业使命感的维度、属性及特征

维度 内在属性 主要特征

认知
导向性 价值引领

必备性 普遍感知

情感
精神性 信念情怀

伦理性 规范规制

动机
驱动性 动力支撑

利他性 亲社会倾向

  从认知维度来说,主要包括导向性和必备性。
导向性更关注职业使命感对个体发展方向上的引导

作用,以及对个体短期职业目标和长期人生目标的

形塑作用。在笔者前期开展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

要求被试运用隐喻来表达对职业使命感的理解,结
果发现,约有四分之一的被试,使用了“灯塔”“启明

星”“罗盘”等19个不同的意象来表述职业使命感的

导向性[10]。其实,职业使命感的导向性是建立在个

体职业认知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认知的核心是对职

业价值的判断和解读。而必备性则主要强调了个体

感知视角下职业使命感在不同职业中的普遍性,具
有一种“元目的”的意味。每一个合法的职业都有其

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而对于从事不同职业的个

体来说,他们也将能够感知到职业使命感的存在。
从情感维度来看,包含精神性和伦理性,其中精

神性指职业使命感赋予个体对其职业在价值和情感

上的高度认同,甚至可能上升到某种情怀的高度,可
为职业提供一种信念支持。我们知道,马斯洛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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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层次理论中的自我实现也关注某种精神上的需

求,并将其视为一种高层次的需求,这与职业使命感

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自我实现更多从个体视角出

发,突出结果导向,而职业使命感的精神性以职业为

参照点,着眼于某种职业具有的普遍特质,强调行动

导向。与精神性不同的是,伦理性指职业使命感除

了提供方向指引和动力支撑之外,还内嵌了一种道

德约束,使个体能够自觉自愿地恪守职业和行为底

线,做到行有所止。这一特征对于本文所探讨的博

士生来说,显得格外重要,他们更应当将之视为职业

使命感伦理性的必然要求。
从动机维度来看,主要包括驱动性和利他性。

驱动性强调职业使命感激发个体由内向外的行动倾

向,提供持久的内部动力。如果说职业使命感的导

向性如同“方向盘”,指引个体前进的方向,那么其驱

动性便是“发动机”,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源。而

利他性指职业使命感的亲社会性等特征,鼓励个体

为他人利益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做出应有的贡献。
利他性既是职业价值的基础,又是个人价值与社会

价值有机融合的前提。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下,
职业使命感的利他性侧重集体视角下个体的贡献,
也关照集体对个体的反哺,形成了个体与集体的良

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利他与利己是一致的,利
他是目的,也是结果,更是内在的动机。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各属性之间并不

是完全互斥的。例如,导向性和驱动性往往就交织

在一起,只不过前者更强调方向上的价值引领,而后

者更关注个体内在的动力支撑,两者本质上是内在

统一的,缺一不可。在实践中,我们并不能将职业使

命感的各维度简单割裂开来,而应将之看成相互交

织,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有机整体,关注职业使命感在

激励博士生学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职业使命感对博士生学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一)职业使命感促进对学术创新的正确认识

对于博士生来说,创新是学术职业的基本要求

和根本特征。无论是满足人类认知需求的科学探

索,还是为社会创造更多便利的技术创新等,博士生

的学术创新,某种程度上更具有“创新”的本体要义。
通常,学术创新的复杂性较强,不仅在专业层面需要

较高的知识储备和准入门槛,在认知层面也需要加

强博士生对学术创新的全面审视,发挥职业使命感

对博士生正确认识学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职业使命感建立在深刻理解和理性评价自身职

业的基础之上,并以利他性和意义感等作为主要遵

循,将从事的职业视为一种价值体现和内在召唤。
通过感知职业使命感,博士生能够增强对学术创新

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他们深刻反思学术职业的内

在价值,并准确给出自己的职业定位。此外,在学术

职业语境下,职业使命感能够帮助博士生认识到学

术创新的独特性意义,进而将创新真正视为学术职

业的内在要求。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动机往往都是认知性的。

博士生对学术创新本身的正确认识能够唤醒自身的

创新潜能,也能帮助其以较为平和积极的心态应对

各种创新挑战,从而在学术创新实践中践行自己的

职业使命感。同时,学术创新的挑战性,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内激励的作用,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可以激发

博士生对创新任务的好奇之心和喜爱之情。这种

“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恰恰是学术职业与众不同的

魅力所在,更是一种“心智的享受”[15]145。此外,学
术职业旨在为他人和社会谋福利,具有与生俱来的

利他性。从使命感的必备性来说,博士生更容易基

于自身职业的利他性和创新性等特征感知到自身的

使命感,将职业使命感的隐性感知转化为显性感知。
博士生的学术创新与职业使命感能够形成一种

良性的互动关系。博士生通过感知自身的职业使命

感,自觉将创新行为深度融入到工作和生活角色中,
真正在日常的本职工作和生活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学

术创新的认知。职业使命感具有重要的导向性功

能,可以引导博士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更为重要

的是,将以学术创新视为一种使命,并将职业目标与

人生目标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避免过于功利和狭隘

地解读学术创新。“大学应通过合理的使命陈述,明
确博士生教育的本质和功能,使潜在的博士学位候

选人具有更强烈的学术热情和成就意愿”[16]。因

此,唯有对学术职业高度认同的博士生,方能坚持初

心、勇于攀登,担负起学术创新的历史使命。
(二)职业使命感提高对学术创新的积极认同

学术创新是博士生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这不

仅需要博士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

拥有良好的心理素养。学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一方

面能够满足博士生的探索好奇心,激发他们的职业

自豪感,但另一方面,也会给博士生造成较大的心理

压力,容易引发各类消极情绪体验。如果博士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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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情感层面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和调整,那
么,创新压力将极有可能转化为消极的职业压力,导
致博士生对学术职业认同感降低,进而造成更多的

工作不安全感,而工作不安全感又会显著负向影响

创新行为[17]。
研究发现,职业使命感对个体的情绪情感状态

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可以显著降低职业倦怠感[18],
提高工作满意度[19],还可以带来更高的 工 作 激

情[20]。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职业使命感与职业认同

也具有正向相关关系[21],而这些将有助于提高博士

生对学术创新的积极认同。当博士生感知到较强烈

的职业使命感时,已经将职业的价值和意义提升到

了使命的高度,更加倾向于情感和心理层面的满足,
其职业认同也将随之得到增强,这得益于职业使命

感的精神性特征所提供的信念支持。
其实,职业认同是源于自我同一性的概念,而自

我同一性又取决于个体对自身基本特征和社会角色

定位的感知。博士生的职业认同恰恰就是建立在正

确认知自身与学术职业匹配的个体特征和角色定位

的基础之上。博士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创新行为是

学术职业的内在属性,并且能够对学术创新保持稳

定而持久的积极态度,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认

同,而职业使命感,作为一种高层次的职业信念,可
为博士生职业认同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如前所述,职业使命感能够促进博士生对学术

创新的正确认知。鉴于此,通过提高职业使命感,能
够让博士生将学术职业不仅仅简单视为谋生之器,
把创新行为看成日常繁琐之事,而将其当作个体生

命价值的应有之义,这其中既具有不遗余力的主动

担当,又含有不可推卸的天职意味。
职业使命感不仅能够增强博士生的学术职业认

同,还会促进他们对学术职业注入更加深厚的情感。
这种“情感注入”虽然可能源于博士生的职业兴趣和

职业认同,但更突显出超功利性的价值认同,将激励

博士生在更加宽广的社会视阈和集体视野之下反思

自身的创新行为,这也是职业使命感精神性和伦理

性的内在要求。因此,从情感维度而言,职业使命感

有助于博士生摆脱对创新行为的世俗解读,将之上

升至“创新情怀”的境界和高度,这也正是“以学术为

业”对博士生提出的基本要求。
(三)职业使命感加强对学术创新的内在驱动

博士生的职业素养中“包含着诸多透射创新意

识与创新精神的元素”[22]。在“创新意识和创新精

神”转化为现实的创新行为的过程中,职业使命感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催化作用。职业使命感促使博士生

逐渐形成对学术创新的正确认识和积极认同,最终

将会由内而外地驱动博士生的创新行为。一般来

说,只有形成对学术创新的正确认识,才能产生对学

术创新的积极认同。换言之,“正确认识”是“积极认

同”的前提和基础,而“内在驱动”是结果和目标。因

此,博士生对学术创新从“正确认识”到“积极认同”、
再到“内在驱动”是一个有序推进且不断循环往复的

相互作用过程。
对学术创新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博士生设立创新

目标,提高创新自我效能感,科学合理地投入时间和

精力;对学术创新的积极认同则会促进博士生倾注

更多更深的情感,使创新动机更具持续性,也有利于

提高博士生的心理弹性,激励博士生主动尝试较高

任务难度的创新行为,勇于接受各类创新挑战。因

此,融合了科学认知和积极认同的职业使命感,将会

提高博士生的工作投入,也会极大地增强他们的工

作激情,从而激励他们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饱满的

热情去开展学术创新行为。
那么,职业使命感的驱动性功能是如何表现的

呢? 在实践中,使命对博士生学术创新的驱动主要

表现在内生驱动和外生驱动两个方面。需说明的

是,两者均属于博士生的内部动机,但仍具有一定作

用方向上的细微差别。
内生驱动体现在博士生个体向内的行动自觉和

创新韧性,以明确的目标、严格的自律、平和的心态

以及“乐在其中”的工作状态等为主要特征。基于对

学术创新行为的正确认知,博士生能客观理性地评

价创新过程中的挑战和压力,在立足本职工作和坚

守核心目标的基础上,更加严于律己,高标准严要求

去执行创新行为。同时,具有职业使命感的博士生

也能拥有较强的创新定力,自觉排除外界干扰,始终

坚信个体的职业价值,保持一种宁静平和的创新心

境,如“两弹一星”科学家一样,“做人简单,做事勤

奋,心无旁骛,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把
时间和精力聚焦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上”[23]。此

外,博士生能在职业使命感的作用下,借助学术创新

感知到一种愉悦和满足感,表现为一种“乐于创新”
的积极状态。

外生驱动则指博士生个体向外的进取精神和创

新意愿,以主动性、创造性以及协作性等为主要特

征。总体来说,职业使命感的外生驱动功能,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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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够促使博士生在行为上更加积极主动,勇于创

新和探索,勤于思考和钻研;另一方面,还可以使他

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时,始终坚持以创新为根

本行动准则,构建良性的人际互动关系,学会担当,
愿意分享,懂得合作,通过自身的创新行为做出更多

的利他性贡献。

三、启示与展望

研究表明,博士生通过感知自身特定的生命角

色,逐步建构科学的职业认知,不断洞彻学术创新行

为的目的和意义,进而增强职业认同和增加情感注

入,最终在内生驱动和外生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实现

敢于创新、乐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等新局面。因此,研
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应将职业使命感融入到博士生培

养和管理的全过程,让使命教育成为新时代研究生

课程思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前文论述,在博士

生培养中,仍可按照认知、情感和动机等三个维度开

展使命教育。
(一)不断强化学术感召,促进博士生的使命

感知

使命感具有导向性,能够对博士生未来的职业

生涯,乃至整个人生方向具有正向的指引作用。在

博士生人才培养方案中,应当充分融入使命教育的

模块,帮助博士生在历史和现实维度上找到自身的

定位和价值。从历史维度上说,在培养过程中注意

强化科学史、学科史或产业史等方面的内容,突出关

键阶段、关键事件、关键人物的历史叙事,让博士生

较为系统地了解相关领域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意义,
尤其需要发挥其中榜样人物的感召作用。例如,对
理工科博士生来说,可以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

等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在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感召

下,刻苦学习,勇当学术创新的先锋。从现实维度

看,需要营造利于博士生感知自身使命感的文化氛

围,让使命感召渗透在培养全过程中,“明确博士生

的学术使命”[24],激励他们将个体置于国家和社会

发展的宏大语境中去。同时,不同培养主体可以充

分利用学术论坛、业界分享会、生涯发展沙龙或主题

班会等各种途径增强博士生对学术创新的认知。
(二)重视培养学术情感,培育博士生的使命

情怀

由于使命感能够为博士生带来精神境界上的升

华,在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中,应该从教育理念

和教育实践两方面强调学术创新本身带来的发现乐

趣和心智满足,从而培育博士生“以学术为业”的学

术情怀。在教育理念上,崇尚一种“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的创新心境,需要破除工具理性带来的功利和

短视思维,不为外物所惑所累,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潜心治学。此外,鼓励博士生主动面向国家战略需

求,引导他们聚焦学术创新中的“真问题”,潜心基础

研究,真正把学术创新视为一种深沉厚重的情怀。
在教育实践中,亟需加大学术创新评价体系的改革

力度,坚决落实执行“破五唯”,改革博士生学位申请

的学术考核标准,鼓励学术创新,也要宽容失败,构
建一种超功利的创新文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需
要不断强化博士生的伦理自觉,坚守学术底线,坚持

负责任创新,这也是使命感伦理性的题中之义。
(三)鼓励参与学术实践,增强博士生的使命

驱动

使命感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实践,源于其驱动性

和利他性特质。应该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博士生积极

参与到各类学术创新项目中去,在“做中学,学中

做”,增强他们的学术执行力,培养其独立从事学术

创新的能力,以及与团队协同创新的合作精神。当

然,也不能盲目地开展学术实践,若设置不当,不但

不会提升博士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反而可能会挫伤

其积极性,降低他们的学术自我效能感,过早地出现

了学术职业的闭合现象。因此,需要根据博士生的

学科差异、培养进度、乃至个性特征等因素,灵活选

设学术实践的方式和难度,尤其需要加强产学研一

体化方面的实践内容,拓展博士生学术实践的空间

场域,进而激发他们强烈的创新动力。总之,博士生

将在使命驱动下,逐步完成从“创新意识”到“创新实

践”的转变,实现学术创新的行动自觉,最终促成自

身的使命达成。
综上,充分释放博士生的学术创新活力是我国

赢得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博士生学术创新行为的

激励机制必须进行大胆改革,避免单纯依靠制度和

管理等外部推动作用,应不断重视博士生的创新心

理和情感等内在需求,将职业使命感作为博士生学

术创新的新动能之一。本文通过梳理职业使命感的

基本内涵,探讨了职业使命感对博士生学术创新的

作用路径,并从使命感知、使命情怀和使命驱动等三

个方面提出了使命教育的主要任务,希望可以推动

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和相关学者从使命感的高度系

统反思我国学术创新的困境,共同致力于博士生学

术创新的动力机制研究。

·92·刘成科,等:从感召到实践———职业使命感对博士生学术创新的作用探析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上 的 讲 话[EB/OL].

(2021-09-28)[2021-10-03].http://www.news.cn/

2021-09/28/c_1127913654.htm.
[2]刘宁宁.不同招考方式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存在差

异吗? ———基于33所研究生院高校的调查[J].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2018(4):60-66.
[3]郝彤亮,杨雨萌,孙维.博士生科研项目参与对科研创

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高教探索,2020(9):50-
57.

[4]刘成科,孔燕.博士生科研自我效能感的现状调查及提

升策略[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6):41-46.
[5]李雪,袁本涛.以学术兴趣发展为核心的博士生激励策

略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7(4):78-81.
[6]何妃霞,周小李.博士生学术情感初探[J].研究生教育

研究,2021(5):25-30.
[7]薛栋.学术情怀:博士生教育的精神灵魂[J].研究生教

育研究,2015(4):44-48.
[8]邓小华.博士生学术情怀的概念构建及培育路径[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6):35-39+75.
[9]DikBJ,DuffyRD.CallingandVocationatWorkDefi-

nitionsandProspectsforResearchandPractice[J].
CounselingPsychologist,2009,37(3):424-450.

[10]刘成科.青年科技人才的使命感研究[D].合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2019.
[11]BellahRN,MadsenR,SullivanW M,etal.Habitsof

theHeart:IndividualismandCommitmentinAmeri-
canLife[M].NewYork,NY:Harper&Row,1985.

[12]WrzesniewskiA,MccauleyC,RozinP,etal.Jobs,Ca-
reers,andCallings:People’sRelationstoTheirWork
[J].JournalofResearchinPersonality,1997,31(1):

21-33.
[13]DavidsonJC,CaddellDP.ReligionandtheMeaningof

Work[J].JournalfortheScientificStudyofReligion,

1994,33(2):135-147.
[14]陆一,史静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影响学术志趣的教

育因素探析———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专业本科生为例

[J].教育研究,2015,36(5):38-47.
[15]理查德·费曼.发现的乐趣[M].朱宁雁,译.北京:北

京联合出版社,2018.
[16]黄海刚,金夷.通往Ph.D之路:中国博士生入学动机的

实证研究———兼论学术动机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意义

[J].复旦教育论坛,2016,14(5):59-66.
[17]朱朴义,胡蓓.科技人才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影响

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4,32(9):1360-1368.
[18]BoydT N.TheSurprisingImpactofPurpose:The

EffectofCallingontheRelationshipBetweenJobDe-
mandsand Burnout[J].Dissertations & Theses-
Gradworks,2010.

[19]GreeneAM,RobbinsM.TheCostofaCalling?Clerg-
ywomenandWorkintheChurchofEngland[J].Gen-
derWork&Organization,2015,22(4):405-420.

[20]PetersonC,ParkN,HallN,etal.ZestandWork[J].
JournalofOrganizationalBehavior,2009,30(2):161-
172.

[21]HallDT,ChandlerDE.PsychologicalSuccess:When
theCareerisACalling[J].Journalof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5,26(2):155-176.

[22]廖志豪,廖建华.创新型科技人才职业素质自我认知

[J].中国科技论坛,2017(7):126-133.
[23]黄涛,黄文龙.杰出科技人才成长的“四优环境”———以

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群体为例[J].自然辩证法

研究,2015,31(7):59-64.
[24]白华,黄海刚.博士生学术创新力的影响路径模型研

究———基于全国1454位博士研究生的实证调查数据

[J].高教探索,2019(6):46-53.

FromInspirationtoPractice:

AnAnalysisoftheRoleofCareerCallinginDoctoralStudents’AcademicInnovation

LIUChengke1,KONGYan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Hefei230036,China;

2.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230026,China)

Abstract:Careercallingplaysavitalroleinencouragingdoctoralstudentstoinnovateanditcanalsoregulatetheiremotional
stateinadditiontothepositiveinfluenceonthelearningattitudeandbehaviorofdoctoralstudents.Basedontheconceptual
connotationandthedimensioncharacteristics,thispaperdiscussestheroleofcareercallinginformingcorrectunderstanding
andpositiveidentificationofacademicinnovationandinawakeningtheinternaldriveofdoctoralstudentsintheframeworkof
cognition,emotionandmotivation.Thispaperalsoproposesthatwecarryoutdoctoralcareercallingeducationfromthethree
aspectsofinspiration,emotionandpractice.
Keywords:careercalling;doctoralstudents;academicinnovation;calling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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