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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长学制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学业坚持问题，基于 250 名学生的调查数据以及 60 名师生

座谈，本研究发现：个人兴趣与追求、学校环境、职业发展与家人支持都对长学制研究生选择动机有显

著地正向影响，其中，家人支持在学生选择长学制研究生意向中发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个人的兴趣和

追求；在放弃长学制学业方面，个人经济条件对放弃长学制没有显著影响，只有转博政策和学校原因对

学生放弃长学制研究生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中，学校原因在学生放弃长学制研究生意向中发挥的作

用最大。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从长学制研究生招生、长学制选择指导、培养过程规划引导等三个方面

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研究生管理部门开展工作建立技术指导，并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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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博士生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是衡量一个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随着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博士生培养中，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是重要的起始环节。近年来，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

质量，我国很多高校对博士生的招生选拔、过程培养、论文评审等工作进行了改革试点并取得了一些成

果，长学制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制度改革就是其中一例。通过选择优秀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不仅缩短了培养年限，也与国际博士生教育接轨，因而受到一些培养单位和学生的青睐，但同时也引发

了一系列培养过程和管理制度中的新问题。其中，长学制研究生中途退出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据不完

全统计，X 大学机械学院每年有超过 10%的长学制研究生因种种原因放弃转博。 

考虑到进入长学制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大多来自于保研生或全国硕士统考的佼佼者，本身条件比较优

异，但是为何会有部分学生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本研究以陕西省某大学 J 学院的长学制研究生为

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查阅博士生转硕士生申请表等方式，对其学业坚持与放弃长学制的

原因进行整理归纳，以期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揭示教育和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

出了一些对策，为研究生管理部门开展工作做技术指导，并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二、有关研究进展 

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与硕士生在学业时间及培养方式上均有显著差异，而其中途退学现象在世界范围

内也很普遍，在美国，学术型博士生入学后的退学率高达 40%[1]，而对博士生学业坚持的影响因素是多

方面的，对此学者们也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有的学者从心理因素方面进行研究。Brown 等对 288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学业

坚持与放弃的两类学生来说，其学术准备、期望、学业成绩及其与导师之间的互动等方面的均存在较大

差异[2]；Gloria 等从环境、社会及心理三个方面对 160 位亚裔美国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发现社会

支持方面的因素对学业坚持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3]；Weidman 等采用社会化模型，对硕士和博士两个层

次的医学、法学和技术类研究生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化的三个要素——知识获取、投入、卷

入是引发学生专业角色识别和承诺的关键。而这个社会化过程是学生本人（及其所处社会群体、先前的



经验和素质）与研究生教育的复杂作用[4]。 

国内方面，西安交通大学王昕红等对中国长学制直博生的退出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长学制学生入学动机呈现多元化，学术经历差异比较大，对于获取博士学位的目的和意愿呈现分化趋势，

而从退学博士生的研究表明，退出群体在入学动机、学科氛围感知、学术经历及满意度、学业进展满意

度等指标得分均低于学业坚持的学生群体，同时中途退学的博士生还受到个性、性别、家庭及社会因素

的影响。[5]中山大学李朝红等从科研规划制定以及科研活动的组织等方面为提高长学制学生的研究能力

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并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果。[6] 

这些发现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缺乏对长学制研究生学业坚持的完整考察，也没有对其内

在机理作进一步的解释。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长学制研究生的问卷调查以及数据分析，揭

示长学制研究生学业坚持与放弃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为了了解研究生的真实想法，本研究于 2014 年 9 月-2014 年 12 月在西部某“985”高校 J 学院展开。

该校从2012年开始试点招收长学制研究生，并于次年在全校正式推开。该院每年招生长学制研究生40-60

人，约占全院硕士研究生总数的 33%-62%。本研究对 J 学院在读的所有长学制研究生（包括通过资格考

核进入博士阶段的研究生）、已放弃转博的长学制研究生以及已申请转入硕士培养的博士生进行了问卷

调查与访谈，以期发现部分长学制研究生放弃读博的原因以及背后所隐藏的现行研究生管理工作存在的

问题，为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调查问卷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长学制学生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年级、转博情况

及专业方向；第二部分了解学生当前的学术进展情况以及研究意向，从而考察他们当前的学术进展和学

术期望；第三部分了解为何选择长学制，包括个人兴趣与追求、学校因素、招生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就

业因素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最后一部分则是为何放弃长学制（不想转的原因），包括个人原因、培养过

程学校原因、外部社会原因（就业方面）等三个方面。实际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 208 份，其中有效问

卷 204 份，有效回收率 81.6%。回答问卷的学生中男生站 89.7%，女生占 10.3%，博士生占 49.5，硕士

生占 50.5%，机械工程方向的占 94.7%，仪器科学与技术的占 5.3%。另外，组织了 40 多名长学制研究

生参加的座谈会，还对 10 余位研究生导师进行了个别访谈，以进一步了解长学制研究生的学术现状以

及当前遇到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不记名自己填写问卷调查法，所有问题答案无对错之分，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客观

情况和主观判断选择 1-5（不同意——非常同意）作答。 

四、研究内容 

1、学业坚持情况分析 

长学制研究生学业坚持的直接体现就是学术进展，因此首先设计了 4 个学术进展相关题目，并进行

了因素分析，如表 1 所示。 

对于学术进展因素（因变量）包含的 4 个题目，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由“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

意”共分为 5 个等级（分别赋值 1—5）。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由这 4 个测量题目构成的“学术进展”

变量，累计解释方差为 70.607%，信度系数为 0.858，KMO 值为 0.791，表示因素分析有效。 

 



表 1 学术进展因素分析结果（学业坚持） 

测量题目 因素负荷 

12．无论你是否已经转博，你都将会读博？ .906 

14．无论有何困难，你将决心克服困难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业？ .912 

13．虽然有转博或读博机会，你将会放弃这种机会而硕士毕业

即可？ 
.837 

15．目前的研究生学习和发展，总体感觉是满意的？ .687 

特征值 2.824 

解释的方差（%） 70.607 

注：因素负荷小于 0.400 的省略 

2、长学制选择动机分析 

动机是个体发生行为的内在力量，动机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内在需要，另一个是

外在的刺激，而外在的刺激是多方面的。为了考察长学制研究生的内在和外在选择动机，我们从个人兴

趣与追求、学校环境、职业发展与家人支持等四个方面设计了 12 个题目，表 2 列出了因素分析的结果。 

对于影响学生选择长学制研究生的因素进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 4 个主要的因素，这四

个因素分别是个人兴趣和追求（6 个题目）、学校环境（4 个题目）、职业发展（4 个题目）和家人支

持（3 个题目），学生的回答由“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共分为 5 个等级（分别赋值 1—5），这四个

因素累计能够解释的方差为 66.044%，信度系数为 0.874 ，KMO 值为 0.81。 

表 2 选择长学制因素分析结果 

测量题目 因素负荷 

因素 1（个人兴趣与 

追求） 

23.我天生就适合搞科研 .837 

22.我觉得自己是个搞科研的料儿。 .822 

24.我为学术而生 .775 

20.我一直是个“学霸”。 .689 

21.我动手能力实验能力超强 .573 

18.我对本学科的知识探索充满兴趣 .410 

因素 2（学校环境） 

25.相对与社会工作环境,我更喜欢学校氛围 .836 

26.学校环境相对社会环境比较适合我 .801 

27.学校中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比较简单 .776 

28.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 .688 

因素 3（职业发展） 

38.我觉得博士在进入职业通道后有更快的

晋升速度 
.882 

39.我觉得博士在进入职业通道后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 
.839 

37.我觉得博士比硕士在就业时有压倒性的

优势 
.732 

因素 4（家人支持） 

36.我的配偶很支持我读博 .914 

35.我的女朋友（男朋友）很支持 .899 

34.我的父母很支持我读博 .526 

特征值 5.668 2.035 1.527 1.337 

解释方差% 20.363 17.183 14.829 13.668 

累计解释方差% 20.363 37.546 52.375 66.044 

注：因素负荷小于 0.400 的省略 



另外，为了分析不同因素对长学制研究生的最终选择的影响，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3 所示。回

归结果表明个人兴趣与追求、学校环境、职业发展与家人支持都对学生选择长学制研究生都有显著地正

向影响。模型 1 中个人兴趣与追求能够解释学生选择长学制意向的 27.2%，模型 2 中个人兴趣与追求、

学校环境共同解释学生选择长学制意向的 31.5%，模型 3 中个人兴趣与追求、学校环境和职业发展共同

解释学生选择长学制意向的 34.5%，模型个人兴趣与追求、学校环境、职业发展和家人支持能够解释学

生选择长学制意向的 46.1%。从模型 1 至模型 4，能够解释的方差逐步增大，说明模型在不断的完善。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家人支持在学生选择长学制研究生意向中发挥的作用最大，因此家人支持

（.377***）是学生选择长学制研究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是个人的兴趣和追求（.263***），职业发

展（.144*）也是学生选择长学制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职业发展变量时，学校环境变量的影响显著

降低（.177*），加入家庭支持因素时，学校环境对学生选择长学制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说明相对学校

软环境来说，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家人支持对学生选择长学制研究生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表 3 影响学生选择长学制的因素的逻辑回归分析（标准化回归系数） 

自变量 
选择长学制的意向研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因素 1 个人兴趣与追求 .525*** .456*** .3948** .263*** 

因素 2 学校环境  .225*** .177* .109 

因素 3 职业发展   .201* .144* 

因素 4 家人支持    .377*** 

F 77.002*** 47.692*** 36.586*** 42.074*** 

R2 .272 .315 .345 .461 

样本量 N 204 204 204 204 

注：* P＜0.05  **P＜0.01  ***P＜0.001 

3、放弃长学制问题分析 

对于影响学生放弃长学制研究生的因素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在进行因素分析时，本研究以特征值

(Eigen value)大于 1 作为提取因素的原则，以主成分分析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s)并应用最大方差

(varimax)方法进行旋转提取因素。 如果一个项目在两个因素上负荷都大于 0.55， 因其在因子归属上存

在的冲突，在因素分析中将删除这个项目。因素分析如表 4 所示，该结果显示有 3 个主要的因素，这 3

个因素分别是个人经济条件（4 个题目）、转博政策（5 个题目）、学校原因（5 个题目），学生的回

答由“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共分为 5 个等级（分别赋值 1—5），这四个因素累计能够解释的方差为

71.737%，信度系数为 0.873，KMO 值为 0.744。 

  



表 4 放弃长学制因素分析结果 

测量题目 因素负荷 

因素 1（个人经济条件） 

40.读博时间太长，经济压力较大 .891 

42.读博会影响我的经济积累。 .878 

43.我的家庭经济条件有限，读博经济压力很大 .852 

41-1.读博会影响我成家 .827 

41-2.读博会影响我的婚姻质量 .813 

因素 2（转博政策） 

62.转博时资格考试的面试要求太高 .903 

61.转博时前期课程成绩要求过高 .874 

63.转播时管理手续太复杂感到厌烦 .855 

60.转博时没有达到前期课程的最低考试要求 .829 

56.听说达到毕业标准后导师可能留用而无法按期毕业 .589 

因素 3（学校原因） 

54.导师对自己的发展关心不够，缺乏交流 .832 

49.入学后发现学术氛围么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810 

50.入学后没有获得任何的访问和交流机会（如出国） .793 

48.入学后发现课程质量没有满足自己的兴趣 .743 

46.读博后感到失去了发展目标 .689 

特征值 5.537 3.281 1.942 

解释方差% 36.911 21.876 12.950 

累计解释方差% 36.911 58.787 71.737 

注：因素负荷小于 0.400 的省略 

为了进一步分析学生放弃长学制的影响因素，我们以学生放弃长学制为因变量，以个人经济条件、

转博政策、学校原因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5 所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经济条件对放弃

长学制没有显著影响、只有转博政策和学校原因对学生放弃长学制研究生都有显著地正向影响。模型 1

中学校原因能够解释学生放弃长学制意向的 6.5%，模型 2 中学校原因与转博政策共同解释学生放弃长

学制意向的 10%。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学校原因在学生放弃长学制研究生意向中发挥的作用最大，因此学校原因

（.264***）是学生放弃长学制研究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是对转博政策的不了解也是学生放弃长学

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 5 影响学生放弃长学制的因素的逻辑回归分析（标准化回归系数） 

自变量 
放弃长学制的意向研究 

模型 1 模型 2 

因素 1 学校原因 .264*** .264*** 

因素 2 转博政策  .200*** 

F 14.499*** 8.611*** 

R2 .065 .100 

样本量 N 195 195 

注：* P＜0.05  **P＜0.01  ***P＜0.001 

4、对学院长学制满意度分析 

另外，本研究中第 70 题调查的是对本院长学制研究生工作的满意程度，使用李克特量表的方法，



其中 1 为非常同意，依次到 5 为很不同意，统计频率如下表 6 所示。由表 6 中看出，42.6%的学生对本

院长学制研究生工作是满意的，2.5%的学生对本院长学制研究生是非常满意的，有 29.9%对此问题的态

度不明朗，剩下的 25%的学生对本院研究生长学制工作不满意。整体来说我院的长学制研究生工作能使

大部分学生满意。 

表 6 对本院的长学制研究生工作是满意频数统计 

Q70 总体而言，我对本院的长学制研究生工作是满意的 

评价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非常同意 5 2.5 2.5 2.5 

2 同意 87 42.6 42.6 45.1 

3 不确定 61 29.9 29.9 75.0 

4 不同意 29 14.2 14.2 89.2 

5 很不同意 22 10.8 10.8 100.0 

合计 204 100.0 100.0  

五、结论与讨论 

在国家高等教育不断深化的今天，我国博士生培养制度也是在不断改革与探索中前进。在此过程中，

长学制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一个推动我国博士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新途径，当前针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比较缺

乏，相关的管理模式与培养方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而本研究通过对学生的调查问卷，也获得了一些结

论。 

在长学制研究生选择动机方面，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个人兴趣与追求、学校环境、职业发展与家人支

持都对学生选择长学制研究生都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中，个人兴趣与追求能够解释学生选择长学制意

向的 27.2%，而全部因素（包括个人兴趣与追求、学校环境、职业发展和家人支持）则能够解释学生选

择长学制意向的46.1%。四个方面的因素中，家人支持在学生选择长学制研究生意向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因此家人支持是学生选择长学制研究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是个人的兴趣和追求，职业发展也是学生

选择长学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放弃长学制学业方面，个人经济条件对放弃长学制没有显著影响，只有

转博政策和学校原因对学生放弃长学制研究生都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中，学校原因在学生放弃长学制

研究生意向中发挥的作用最大，因此学校原因是学生放弃长学制研究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是对转博

政策的不了解也是学生放弃长学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合上述分析，为了更好的辅助长学制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当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长学制研究生招生方面 

长学制研究生由于是本科毕业之后直接攻博的，与硕博连读生或普通博士生相比，他们往往入学年

龄小，自我认知还不够清晰。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特定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模式，一些学生虽然学业

成绩优异但不具备直接攻读博士的条件，例如，部分学生选择长学制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并不是从对

科学的探索兴趣出发，读博动机偏离了科研的本质，而选择长学制其实就是给学生一个明显的信号：你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你所选择的这门科学？无论从事哪门科学研究，没有这种意志的人不会成

为世界大家和创新型人才。因此，如何考察他们的培养潜质，如何借鉴国外经验，以创造性为核心，对

其研究能力、研究兴趣、个人品质及经历开展科学的细化测量和交叉验证，建议研究生招生管理部门积



极思考探索硕士研究生招生选拔的新办法，真正把愿意为科学研究献身并对科研生涯有明确规划的学生

选拔出来。 

2、长学制选择指导方面 

由于学生在选导师时，担心被拒故违心的选择长学制研究生，或在选择培养方式时，有时候学校在

学生对政策和专业不了解的情况下鼓励学生选择长学制反而是一个误导，使学生做出了盲目的、并不适

合自己的选择。对此，研究生招生管理部门，应在学生选择长学制时，就跟他们讲清种种利弊，或进校

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允许他们有二次选择的机会，对研一新生举办一些学科知识专题讲座和职业规

划教育，让学生从一开始就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专业有全面的认识，使其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3、培养过程规划引导方面 

由于长学制研究生自身的特点，导致其在学业坚持方面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例如，更大的科研压力、

更强的职业迷茫以及更多的心理困惑，因此相关管理部门需要重视他们的身心健康及生活问题，多交流

多沟通，有针对性的谈话和及时帮助解决问题；同时，也应高度重视研究生人生规划模糊，目标意识淡

薄这一问题，帮助其尽快树立人生目标及职业规划，从而提升学习兴趣。另外，还可以继续完善长学制

研究生奖助学制度，从而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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