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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受压力困扰的现实问题逐渐显性化。调查分析发现,不同

导学关系类型中的研究生感知的压力程度不同,良师益友型导学关系的研究生压力程度显著更低。从导师

指导行为来看,增加导师的日常联系频率能够降低研究生感知的压力程度;导师的专业学术水平则可能增加

研究生感知的压力程度,主要表现为对博士生群体就业压力感知的影响;加强导师的社会关系支持可以降低

博士生感知的压力程度,尤其是缓解其科研方面的压力。据此提出关注研究生压力状况并完善心理服务机

制、倡导良师益友型导学关系、发挥导师全方位育人作用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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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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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

第一动力的最关键“结合部”,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然

而,随着研究生教育量与质的不断提高,研究生个体

所面临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也逐渐显性化。2004
年,一项以全国院校1200余名硕士研究生为样本的

调研发现,30%以上的硕士研究生具有不同程度的

心理健康问题[2]。近年来,这一情况更似有愈演愈

烈之势。2022年《自然》杂志的最新调查显示,全球

40%的博士生和28%的硕士生曾就学业压力造成

的抑郁或焦虑寻求过帮助[3],研究生罹患抑郁和焦

虑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高六倍[4]。研究生群体深受

压力困扰、甚至陷入心理危机的现实状况值得关注。
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行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对

研究生的学业、科研、就业、思想负有全过程指导的

责任。2018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

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提出了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包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学术

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增强研究生社

会责任感、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优化研究

生培养条件、注重对研究生人文关怀这七项内容,更
加强调了导师对于研究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是

在现实的培养过程中,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相处不

都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时导学关系困扰也会成为

研究生的压力源之一[5]。那么,导学关系与研究生

的压力感知有怎样的关系? 导师指导行为对研究生

的压力感知又有何影响? 尽管关于研究生心理压力

现状、压力来源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比较丰硕的



成果,但是围绕导师对研究生心理压力的影响的研

究还比较鲜见。因此,本研究尝试利用有关调研数

据,针对导学关系以及导师指导行为对研究生压力

感知的影响进行检验,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支持

研究生应对压力的有关建议。

二、文献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导学关系与研究生压力感知

压力是指个体对作用于自身的内外环境刺激做

出认知评价后引起的一系列生理及心理紧张性反应

状态。适度的压力有助于维持个体正常活动,提高

个体的适应能力,但过度的、突然的或持久的压力则

会对个体社会功能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危害身心健

康。对于研究生群体来说,导学关系可谓其在学阶

段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已有实证研究发现,研究生

思想压力和导学关系具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6],如
果研究生感知到导师对自己的排斥与拒绝,那么其

抑郁、攻击表现可能会更高[7]。因此,本研究提出第

一个假设H1:不同导学关系类型中,研究生感知到

的压力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二)导师指导行为与研究生压力感知

导师多方位的有力支持是良好导学关系的基

础。[8]不少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导师的支持性指导不

仅对研究生能力增值和科研产出至关重要[9-10],而
且会减轻研究生的情绪疲惫[11]。导师指导行为对

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是研究生

心理健康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12]。因此,本研究提

出第二个假设H2:导师指导行为对研究生感知到的

压力程度有显著影响。
导师指导频次在多数实证研究中被认为与研究

生的科研水平和发表密切相关[13-14],有研究对与导

师联系频度不同的研究生组进行方差分析发现,研
究生和导师的联系频率能够影响研究生的抑郁水

平,“经常与导师联系”的研究生的抑郁水平显著低

于“很少与导师联系”的研究生[15]。本研究由此假

设H2a:与导师的联系频率对研究生感知到的压力

程度有显著影响。
根据《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的意见》,优化研究生培养条件已经成为导师的培养

职责之一。为研究生提供物质资源的支持,如实验

平台和设备等,可以为研究生开展科研活动提供

有利条件,必要的经费支持也可以缓解研究生的

经济窘境,提高研究生的满意度[16],从而降低研究

生的压力水平。本研究据此假设 H2b:导师在物质

方面的支持对研究生感知到的压力程度有显著

影响。
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有直

接的正向效应[17],导师的社会资本对研究生的科研

发展有着积极影响[18]。因此,帮助研究生构建学术

社交网络、尽早融入学术共同体,可以使研究生衍生

对科研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效能感,抑制研究生的压力

水平。本研究进一步假设H2c:导师在社会关系方面

的支持对研究生感知到的压力程度有显著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导师与研究生大多认同导学关系

的本质属性是“学术指导关系”[19],而研究生心理压

力的主要来源也是学业与科研方面的压力[20-21]。
因此,导师的专业学术水平可能会对研究生的压力

感知产生影响,具体假设H2d:导师的专业学术水平

对研究生感知到的压力程度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是一项面向北京市若干所研究型

大学的研究生网络调查数据。该问卷设计涵盖了研

究生学习科研、日常生活、社会参与、职业发展、价值

认同等方面的题目,经过专家判断和预调查分析,具
有较好的内容效度。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54份,其
中硕士研究生346份,占36.3%;博士研究生608
份,占 63.7%。从 性 别 来 看,男 性 616 份,占

64.6%;女性338份,占35.4%。从年级来看,一年

级283份,占29.7%;二年级266份,占27.9%;三
年级204份,占21.4%;四年级119份,占12.5%;
五年级82份,占8.6%。从学科来看,人文类74
份,占7.8%;社科类130份,占13.6%;理学170
份,占17.8%;工学553份,占58.0%;医学27份,
占2.8%。样本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变量情况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研究生心理压力感知,
利用调查问卷中的选择题“总体来说,您感觉目前有

压力吗”进行测量,将5个答案选项“没有压力”“压
力较小”“压力适中”“压力较大”“压力非常大”分别

赋值1~5。
调查问卷设有包含7道题目的导师指导行为量

表,该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76,信度水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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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根据研究假设,分别选取“导师与我的联系能够

满足我的需求”“导师给予我的研究足够的物质支

持”“导师提供给我足够的非物质资源(比如人脉资

源等)”“导师所拥有的技能和专业知识足够支持我

的研究”来表征核心解释变量:联系指导频率、物质

条件支持、社会关系支持、专业学术水平,并根据量

表中的“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没有意见”“同意”
“非常同意”依次赋值1~5。

导学关系类型变量利用题目“对于您与导师的

关系,以下何种表述最为贴切”对应的五项答案进行

测量。这一分类借鉴的是既有研究在结构性紧张理

论视角下探究研究生导学关系类型的做法,认为导

学关系不仅体现为师生间积极的常态活动,也体现

在双方偶尔违背角色契约时如何调适和修复关

系[22]。该理论认为,有五种对失范困境产生反应的

方式,分别为反叛、退却、遵从、仪式和革新[23],引申

到导学关系情境中,在面对双方关系失范的紧张情

况时,研究生可能采取上述不同的应对策略,分别对

应调查中的紧张型、松散型、雇佣型、师徒型和良师

益友型五种关系类型。
由于一些实证研究认为性别[21]、就读层次[20]、

婚恋状况与家庭经济状况[24]等会对研究生的心理

压力状况产生影响,本研究将上述变量也作为控制

变量并进行了虚拟处理,在回归分析时对这些控制

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最终实证结果展示

时仅保留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控制变量(见表1)。
表1 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测量 变量性质

被解释变量 研究生压力感知 3.61 0.764
没有压力=1,压力较小=2,压力适中=3,

压力较大=4,压力非常大=5
有序分类

解释变量

(导师指

导行为)

联系指导频率 3.85 0.891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值1~5 连续

物质条件支持 3.89 0.915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值1~5 连续

社会关系支持 3.70 0.974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值1~5 连续

专业学术水平 3.95 0.921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值1~5 连续

控制变量

导学关系类型 — —
紧张型=1,雇佣型=2,师徒型=3,

良师益友型=4,松散型=5
分类

性别 — — 男=0,女=1 分类

就读层次 — — 硕士生=0,博士生=1 分类

家庭年收入 — — 按家庭年收入由低至高分为5组,分别赋值0~4 有序分类

婚恋情况 — — 单身=0,未婚有对象=1,已婚=2 分类

  (三)分析方法

在对样本压力感知情况进行描述统计之后,本
研究利用方差分析来检验假设H1。在检验假设H2
系列时,鉴于被解释变量研究生压力感知被处理为

有序多分类变量,所以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来检验导师指导行为是否会显著影响研究生的心理

压力感知。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研究生压力感知情况

从样本总体情况来看,11.2%的研究生认为自

己当前压力非常大,44.0%的研究生认为压力较大,
这两者合计比例超过了55%。40.0%的研究生认

为压力适中,而认为压力较小或没有压力的研究生

合计仅不足5%(详见图1)。可见超过一半的研究

生自我感知的压力程度是比较高的。

图1 研究生压力感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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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学关系类型与研究生压力感知

为了尝试回答导学关系与研究生压力感知程度

的关系,对二者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如图2所示,处
于紧张型关系的研究生感到“压力非常大”的比例达

到33.3%,远远超过其他导学关系类型中研究生的

压力感知水平。处于雇佣型和松散型关系的研究生

的压力程度紧随其后,感到“压力非常大”的比例分

别为15.2%和14.9%。接着是师徒型关系,“压力

非常大”的比例为13.0%。良师益友型关系的研究

生的压力感知程度相对最低,“压力非常大”的比例

为7.9%。
进一步将导学关系类型作为检验变量进行研究

生压力感知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不同导学

关系类型中,研究生感知到的压力程度差异达到了

0.001水平显著。利用Games-Howell检验法进行

事后比较发现,将导学关系描述为紧张型导学关系

和雇佣型导学关系的研究生感知到的心理压力程度

显著高于师徒型导学关系和良师益友型导学关系,
研究假设1得到了支持。

图2 处于不同导学关系类型研究生的压力感知程度

表2 研究生压力感知的导学关系类型差异分析

检验变量 导学关系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F 检验 事后比较

研究生压力感知

紧张型(A) 4.25 0.622

雇佣型(B) 3.87 0.664

师徒型(C) 3.63 0.775

良师益友型(D) 3.50 0.747

松散型(E) 3.70 0.819

8.504****
A>C,A>D,

B>C,B>D

  注:****表示p<0.001。方差同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压力感知检验变量的Levene统计量的F 值为4.279,p=0.002<0.05,须拒绝原

假设,表明样本方差不具有同质性,因此采用Games-Howell检验法进行事后比较。

  (三)导师指导行为与研究生压力感知

首先,平行线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满足平行性假

定,可以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且多重共线性

检验结果显示4个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

3展示了研究生压力感知的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其中,列1显示的是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在
控制了研究生就读类别和导学关系类型后,4个核

心解释变量中,导师的联系指导频率与专业学术水

平的回归系数通过检验,达到1%水平显著,假设

H2a、H2d 得到了支持。而导师的物质条件支持、社
会关系支持的回归系数未达到显著水平,假设 H2b、
H2c 未通过检验。

上述结果意味着导师的日常指导联系频率和专

业学术水平会显著影响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感知。具

体而言,加强与导师联系频率会降低研究生的压力

感知,这与高志利[15]针对研究生抑郁水平与导师联

系频率的研究结果比较吻合。导师与研究生的日常

联系频率如果能够满足研究生的需求,可能会增强

研究生对学业与生活的掌控感和自我效能感,从而

显著抑制研究生的心理压力。相反,导师的专业学

术水平可能增加研究生的压力感知。造成这一结果

的原因可用拉扎勒斯的压力学说解释:当个体认为

环境刺激超出自身应对能力及应对资源时,就会产

生压力。当导师学术水平很高时,研究生可能判断

为自身的能力与资源无法应对,难以达到导师的期

望和要求而感到压力。当然,这种压力并非全是负

面的,张桂平等人的实证研究显示,挑战性科研压力

能够激发成就动机、提升自我效能感,缓解研究生焦

虑心理[25],姚昊等人发现适当水平的挑战性压力还

会对博士生的创造力发挥激励作用[26]。可见,根据

压力的水平和分类的不同,研究生的压力对其成长

发展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区分

不同类型的压力,探讨导师指导行为与其关系和

作用。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仅有就读类型和导学关系

类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博士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显

著高于硕士研究生。已有证据表明,博士生在课题

与发表论文等方面的压力显著增加,学业、毕业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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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高度不确定性成为博士生重要的压力源。[27]在
导学关系类型方面,与松散型导学关系相比,紧张型

和雇佣型导学关系的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显著更高,
而良师益友型导学关系的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显著更

低。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第一个假设,
即不同导学关系类型的研究感知的压力水平不同。

列2和列3分别展示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

生的分组回归结果。从列2可以看出,导师的日常

指导联系频率、社会关系支持以及专业学术水平都

对博士研究生的压力感知有显著影响。其中,如果

导师的日常联系可以满足博士研究生的需要、能够

提供足够的人脉资源等社会资本支持,将会显著降

低博士研究生的压力程度。导师的专业学术水平越

高则可能会增加博士研究生感知的压力程度,这与

鲁铱等人的研究结论比较吻合,他们发现无论国内

还是国外,学生对具有一定学术积累和较高学术水

平的导师害怕程度较高,这与恐惧得到导师的负面

评价有关。研究生可能为了避免导师对自己产生消

极评价而更努力地学习和完成导师安排的任务[28]。
所以导师的专业学术水平越高,博士研究生越可能

会担心得到来自导师的消极评价,故而产生更高的

压力水平,而这种压力产生的后果是后续需要深入

挖掘的重要方面。控制变量中仅导学关系类型通过

显著性检验,与松散型导学关系相比,紧张型和雇佣

型导学关系中的博士研究生感知的压力程度显著更

高。而列3的结果则显示,导师指导行为对硕士研

究生的心理压力感知都没有达到统计意义的显著水

平,但与松散型导学关系相比,师徒型和良师益友型

导学关系中的硕士研究生感知的压力程度显著更

低,假设H1 再次得到了验证。
表3 研究生心理压力感知的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

全样本(列1) 博士生(列2) 硕士生(列3)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解释变量(导师指导行为)

联系指导频率 -0.240**(0.100) -0.319***(0.123) -0.088(0.174)

物质条件支持 0.043(0.088) 0.094(0.118) -0.008(0.132)

社会关系支持 -0.095(0.087) -0.177*(0.104) -0.009(0.138)

专业学术水平 0.289***(0.090) 0.283**(0.112) 0.217(0.159)

控制变量

就读类别(以博士生为参照)

硕士生 -0.318**(0.129) — —

导学关系类型(以松散型为参照)

紧张型 1.409**(0.587) 1.893***(0.662) -0.591(1.415)

雇佣型 0.404(0.254) 0.613*(0.317) 0.145(0.444)

师徒型 -0.197(0.227) 0.266(0.299) -0.824**(0.359)

良师益友型 -0.464**(0.216) -0.226(0.287) -0.707**(0.345)

样本量 954 608 346

模型拟合指标

NagelkerkeR方值 0.059 0.085 0.038

Loglikelihood值 1238.597 812.520 590.632

Chi方值 52.130**** 48.398**** 11.960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尝试进一步探究导师指导

行为对不同来源的压力的影响效果。对不同压力来

源变量的处理方法是,将调查中的一道多选排序题

“您觉得所承受压力的来源按主要程度排列”进行转

换。原题目中共列出七项压力来源,本研究从中选

择了学业科研压力、就业发展压力这两项,分别作为

被解释变量并将其转换为二分变量。无论被调查者

如何排序,只要这两项压力来源被选择即记为1,如
未被选则记为0。考虑到表3中导师指导行为更多

影响的是博士研究生的压力感知,而对硕士研究生

的压力感知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这里仅对

博士研究生不同来源的压力感知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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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博士研究生的不同来源压力感知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

科研压力感知(列4) 就业压力感知(列5)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解释变量(导师指导行为)

联系指导频率 0.216(0.214) -0.266*(0.158)
物质条件支持 0.035(0.202) 0.094(0.152)
社会关系支持 -0.468**(0.204) 0.093(0.146)
专业学术水平 -0.141(0.186) 0.236*(0.140)

控制变量
性别(以男性为参照)

女性 0.765**(0.354) 0.026(0.208)
常数项 -0.092(0.855) -1.926***(0.623)
样本量 608 608

模型拟合指标

NagelkerkeR方值 0.054 0.014
Chi方值 14.884** 5.453***

Hosmer-Lemeshow值 9.554 4.184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4中的列4结果表明,在博士生科研压力感

知方面,导师的社会关系支持可以显著抑制博士生

的科研压力,意味着如果导师能够在指导过程中帮

助博士生积累人脉资源、融入学术共同体,可以使博

士生逐渐建构起自己的学术社交网络,对于其科研

合作与发表乃至日后从事学术职业非常有益,从而

可以缓解博士生感知到的科研压力。这一点与王传

毅[16]、张雁冰[17]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在控制变

量中,仅性别这一虚拟变量达到显著性水平,女性博

士生的科研压力显著高于男性博士生,这可能与女

性博士生的内在自我调节与外在社会支持系统有

关。过去的研究表明,一方面,女性在承受压力环境

中的反应与男性不同,抑郁症和慢性焦虑症在女性

中更为普遍[29]。另一方面,外部社会支持的弱化例

如亲友无法理解支持、对于女性的社会期待与刻板

印象等也会增加女性博士生的科研压力[30],而且进

入 就 业 市 场 的 女 性 研 究 生 也 继 续 处 于 弱 势 地

位[31-32]。性别社会化与“父权制”学术制度之间的

冲突则是隐藏的问题根源所在[33]。
列5结果显示,对博士生的就业发展压力具有

显著影响的是导师的日常指导联系频率和专业学术

水平。就业发展本身也是导师指导内容的一部分,
密切的导学交流可以帮助博士生了解未来职业方

向,频繁的日常互动与指导反馈,尤其是聆听和目睹

导师的亲身职业经历,也可以帮助博士生逐渐明晰

是否适合学术职业,不断探寻职业选择与规划,从而

使博士生的就业发展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但导师的

专业学术水平的影响依旧是正向的,可以解释为导

师的专业水平越高,博士生会认为未来从事学术职

业的门槛要求越高,从而产生自身难以胜任或无法

顺利进入学术职业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会正向促

进博士生加强科研发表和科研能力提升,也可能因

超出适度水平而造成博士生的发展阻力,具体的影

响效果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利用调研数据,针对导学关系以及导师

指导行为对研究生压力感知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
果发现:假设H1 得到了支持,不同导学关系类型中

的研究生感知到的压力程度不同。实证分析表明,
处于紧张型导学关系和雇佣型导学关系的研究生,
其压力程度显著高于师徒型和良师益友型导学关系

的研究生。在五种导学关系类型中,良师益友型导

学关系的研究生压力感知程度最低,且认为自己压

力适中的研究生比例最高。据此,可以认为良师益

友型导学关系是一种较佳的导学关系形态。
在导师指导行为对研究生压力感知的影响关系

方面,假设 H2a、H2d 得到了支持。具体而言,导师

的日常联系频率可能降低研究生感知的压力程度,
导师的专业学术水平则可能增加研究生感知的压力

程度。假设H2b、H2c 则未通过检验,导师的物质条

件支持、社会关系支持对研究生的压力感知未达到

显著水平。虽然假设 H2b、H2c 未通过研究生总体

样本的检验,但对于博士生样本来说,导师的社会关

系支持对博士生的压力感知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导师的社会关系支持能够显著抑制博士生感知的压

力程度,尤其是可以降低博士生在科研方面感知的

压力水平。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亟需关注研究生压力状况并完善心理服

务机制。本研究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研究生认为

自己当前压力非常大或较大,仅四成研究生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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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面临的压力水平适中。研究生的知觉压力与其心

理健康状况高度相关[34],此前国内外多项研究也表

明,研究生面临的多重压力已经超出适度范围,成为

危及研究生身心健康、学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重大

威胁,但是研究生心理求助的现状并不乐观[35]。因

此,迫切需要高度关注研究生心理压力状况,培养单

位应定期开展研究生压力监测调查,强化系统性的

心理服务制度供给,完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

研究生提高自我调适能力,及时疏导心理压力,并对

已出现心理危机的研究生进行有效干预。同时,围
绕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开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为
持续优化研究生心理服务机制提供循证支持。

第二,倡导建立良师益友型导学关系。良性导

学关系逐渐被日益泛滥的工具理性侵蚀[36],短期功

利主义取向致使导学关系异化为显性或隐性的利益

交换,催生了压迫关系、雇佣关系、从属关系、疏离关

系,成为研究生的压力源。本研究发现,将导学关系

描述为良师益友型的研究生,其感知的压力水平相

对最低。良师益友型导学关系重在构筑相互尊重与

信任的平等关系,双方对形成的心理契约关系持乐

观态度并倾向于正向沟通,可以使传统师徒文化内

隐下居弱势地位的研究生感到自己处于“安全基

地”,因此,倡导建立良师益友型的导学关系,降低研

究生的压力感知,有利于促进研究生的心理稳定与

健康发展。培养单位需要健全研究生与导师互选机

制以及导师变更制度,尤其对于难以调和的矛盾或

激烈对立,需要及时解除导学关系并进行心理干预,
以免影响研究生学业乃至造成严重的健康危机。

第三,发挥导师全方位育人作用。导师因其在

导学关系中的先赋权威地位而对研究生具有强烈影

响力,这就要求导师在指导过程中要始终将育人放

在首位,将培育研究生成长成才作为一切指导行为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导师

可以提高与研究生的日常联系频率,保证对学生的

充分和全面指导[37]。除了学业与科研方面,还要加

强对研究生的人文关怀,关心研究生未来职业发展

等问题,尽可能帮助研究生融入学术共同体,建立社

会关系网络,在导学交往互动过程中根据双方的实

际情况与学术期望不断调整认知与行为策略,注意

沟通技巧,对研究生多一些正向鼓励而非消极评价,
帮助研究生将压力水平控制在适度范围并由此产生

外部动力。在发现研究生心理健康危机时支持其寻

求专业心理辅导与治疗,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心理健

康危机干预中的作用。
总之,导师对于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意义重大,除

了研究生的学业发展,如何促进导师在研究生心理

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非常值得深入研究讨论。本研

究对导师指导行为、导学关系对研究生压力感知的

影响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究,但还存在一定不足:变量

的测量存在一定局限,未对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

等压力类型做出区分,并且调查采用的是方便抽样

原则,样本的代表性比较有限。未来仍需完善抽样

过程,借鉴成熟的心理量表对研究生不同类型压力

进行测量,进一步研究导学关系、导师指导行为与研

究生不同类型压力水平、心理健康等变量之间的影

响过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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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theInfluenceof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Styles
andSupervisors’GuidanceonPostgraduates’PerceivedStress

LIWanhe1,LIFengliang2

(1.SchoolofEducation,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350,China;
2.InstituteofEducation,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expansionofpostgraduateeducation,thepracticalproblemofpostgraduatesbeingtroubledby
stresshasgraduallybecomeexplicit.Thisstudyfindsthatthelevelsofstressperceivedbypostgraduatesaredifferentwith
differenttypesof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s,andthestresslevelissignificantlylowerwhentheyareina
harmoniousrelationship.Fromtheperspectiveofsupervisors'guidancebehavior,morecontactsinfrequencyofferedby
supervisorscansignificantlyreducethestresslevelperceivedbypostgraduates;theprofessionalandacademiclevelof
supervisorsmayincreasethestresslevel,whichismainlyreflectedintheinfluenceonthejob-huntingpressureperceivedby
doctoralstudents.Theincreasedsupportfromsocialrelationsofsupervisorscanalsosignificantlyreducethestresslevel,
especiallyalleviatingthestressondoctoralstudentsinsci-techresearch.Basedonthesefindings,thisstudysuggeststhatwe
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situationinwhichpostgraduatesareunderstressandimprovethepsychologicalservice
mechanismforthem.Meanwhile,weshouldfurtherpromotetheharmonious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andgive
fullplaytotheroleofsupervisorsineducationacrosstheboard.
Keywords:supervisor-studentrelationship;supervisor’sguidance;postgraduate;perceived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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