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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出台多个文件对高校思政工作及辅导员队伍建

设进行了顶层设计。辅导员专项计划和各省陆续建立的高校辅导

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更是将顶层设计付诸实践。辅导员这一群体似

乎迎来了“职业春天”，也悄然掀起一股“读博热”但回归

现实，人们的关注点更多集中于辅导员能力提升、职业发展、

队伍建设等宏观政策制度制定方面，或者较多运用量性研究对辅

导员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真正从人本主义出发，对辅导员个人

读博经历的关注远远不够。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索高

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真实经验。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辅导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线专

职辅导员，一类是在“大学工”框架下包含的各级分管学生工作

的领导干部。因工作内容与职责不同，为便于更具针对性地细致

研究，本文所指的“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辅导员”仅指一线专职

辅导员。在确定“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这一经历标准后，通过“标

准化”的抽样，以主动联系与志愿报名相结合为原则，在HN大学

全校具有“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经历的一线辅导员中确定了3名

研究对象。基于保密原则，文中出现的所有信息将被匿名化，以

参与者A、B、C来代替。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现象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受新冠疫情影响，资料

收集阶段，所有访谈均通过网络会议进行。研究者首先向参与者

详细说明了研究目的与程序，并获得了参与者同意书。再通过半

结构化的一对一深度访谈，收集相关资料。每次访谈时间约60至

90分钟。资料分析阶段，在征得参与者同意的前提下，所有访谈

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录，并运用

ATLAS.ti 9程序进行了数据编码。资料验证阶段，除了将资料反

馈给参与者本人核实外，还邀请了多名具有质性研究经验的博士

研究生进行了三角确认。

通过整理、分析与验证，最终获得录音资料约200分钟，转

录文字约32000字，分析结果共得出3个主题、6个范畴、353个

语义单位，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2  研究结果

2.1读博动机

2.1.1客观因素多样

3名研究参与者读博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参与者A说，“我

本身对读博没有太多想法，考完心理咨询师之后觉得挺无聊的，

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经验的质性研究

武　琼1、2　陈泽锐2

1.全州大学，韩国·全州 55069；
2.海南大学，中国·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本研究采用现象学方法对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经验进行了质性研究。研究选取3名有在职读博经验的一线
辅导员，通过半结构化一对一深度访谈，得出读博动机、消极经历、积极经历等3个主题以及客观原因多样、主观动机趋同、学习
时间不足、学习压力巨大、良好社会支持系统、主动寻求个人成长等6个范畴。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在职读博；质性研究

没事干，就把考博定为下一个目标；加之学院学科要升级，领

导就很鼓励、支持我读博，所提我是在别人的鼓励支持下毫无

目标地读博了”；参与者 B 表示，“不喜欢现在的生活，更看

重相对自由的时间，辅导员限制了我，为了改变生活状态，我

读博的动机是转岗且动机强烈”；新入职的参与者 C 说，“刚

开始工作不适应，很迷茫，天天想辞职，工作事情多，虽然

能应付，但会烦躁、郁闷，羡慕图书馆安心学习大学生，想

辞职读书，现在的工作看不到未来前景，想追求不一样的人

生，想再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不想放弃多年的专业，读博动

机是出于对自己专业上的追求”。

虽然3名参与者选择读博的原因多种多样，但透过现象看本

质，可以将其总结为“客观因素多样，主观动机趋同”。

2.1.2主观动机趋同

辅导员必须为中共党员，且大多有学生干部经历。他们有着

正确的政治立场，相对全面的综合能力。大部分辅导员是以优秀

毕业生的身份过关斩将，脱颖而出，成为众多应聘者中的佼佼者。

因此，作为高校年轻的新鲜血液，这一群体本身就是不满足于现

状，勇于挑战、追求进步的先进群体。参与者A在事务性工作中

觉得“没有价值感，应该学点啥”。参与者B指出，“社会外界及

朋友、同学中，博士学位会提高身份、尊重、社会认同，我特别

羡慕专任教师”。参与者C则认为，“读博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完

善，不断地提升自己，也是生命的一个意义。多读书，多获得知

识，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有价值”。

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自我实现被放在

金字塔的顶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辅导员的读博动机，在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满足的基础上，开始主动寻求爱与归属、尊

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

2.2消极经历

质性研究中访谈问题不能带有假设和诱导，大多使用开放性

问题和中立词语。通过对“整个读博过程中，你有什么印象深刻

的经历吗？”、“脱产学习期间，你有什么有意义的经验吗？”等

开放性问题的回答整理，得出了辅导员读博经历中消极的和积极

的部分。3名参与者都明确且强烈表达了“读博压力非常大”，主

要表现在学习时间不足、学业压力巨大方面。

2.2.1学习时间不足

高校辅导员在职读博的学习时间分为脱产学习时间与在职学

习时间两部分。无论在哪个阶段，学习时间都严重不足。尤其

是在经历了相对能够专心完成学业的脱产学习期后，重新回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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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岗位，同时协调学业、工作与生活，辅导员的压力会更大，

矛盾会更加凸显。因此工学矛盾，尤其是在时间上的矛盾日益

突出。

参与者A 是在产假期间，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完成论文的，

“怀孕之后时间、精力都不足，上班后也没时间学习，只能利

用寒暑假。在家庭、学习、工作中多方平衡，偶尔会有亏欠

感”。参与者 B 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读博过程最辛苦的阶

段没时间学习，需要处理的矛盾特别多，处理家庭、工作和学

习的关系，工作压力大，夫妻两人都要工作，回家后干家务带

小孩，孩子睡觉后才开始学习”。在参与者 B 的整个采访资料

中，“工作期间没时间学习”这句话，重复了高达 1 3 次。参

与者 C“边工作边上网课，工作繁杂，私事较多，压力大，时

间紧，学习状态不好”。

2.2.2学业压力巨大

参与者 A 表示，“同学优秀，自己学识不足，主要压力还

是毕业论文的选题、写作，论文和课题要靠长期积累和沉淀，

但自己离开专业领域太久了，什么都得重新学”，加之自己

“年龄在那里，精力不如20 多岁了，读博比本硕时期精力差一

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读博期间她心境焦虑，容易烦躁，

“一直持续到答辩结束，拿到毕业证后，压力消失，豁然开

朗”。参与者 B 第一次考博时因英语没过线而失败，“英语很

难，自己写作能力一般，学术论文需要精雕细琢，反复打磨，

注重细节，而我本身神经大条比较糙，所以因为小论文发表时

间的原因，四年才拿到学位证”。研究者 C 在原来专业的基础

上换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学习方法，又要同时学习外语，因此有

很多困难和不适应。 通过分析资料可知，身体精力不如从前，

本硕专业搁置许久，资格论文和毕业论文双重碾压，是在职读

博辅导员学业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2.3积极经历

2.3.1良好社会支持系统

心理学将社会支持系统定义为个人在自己社会关系网中所能

获得的、来自他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援。研究者A 得

到了来自领导、同事、家人、导师、同学的全方位支持，“导

师对学生不吝赐教，师门氛围好；领导和同事非常支持我，读

博过程中没有受到限制，学校报销学费、机票，工资照发；家

人很支持，丈夫工作也很忙，父母帮忙带孩子”。但不是所有

人都能如此幸运。研究者 B 坦言，“读博过程中与爱人矛盾很

多，家人有时不理解”。对他而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很重

要，可能没有实际帮助，但困难的时候希望家人能够理解”。

好在“工作单位带薪读博，所以经济上没有困难；导师组织师

门集体讨论对论文也有帮助；多和心态乐观的同窗交流，对情

绪和思路都有帮助；困难的时候需要读过博的朋友的理解与共

情”。研究者 C 的读博之路几经坎坷，先是“家人因为疫情安

全和高额学费不支持”，再是“单位领导不支持，得知脱产学

习可能性不大，准备辞职”。正如他所说，“遇到困难不会向

家人倾诉，但会向朋友吐槽倾诉，朋友的开导对我帮助很大，

帮我调整心态”。

能够像参与者A一样得到全方位的高度社会支持毕竟可遇不

可求，但研究者B和研究者C也都极大的肯定了社会支持系统的

重要性。这也是辅导员在职读博道路上的重要助推剂。

2.3.2主动寻求自我成长

参与者 C 坦言，“人还要靠自己，自己不够强大，不能自

我开导，别人再多的帮助都没有用”。在访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参

与者们勇于挑战不服输，不怕困难迎难上的意志品质。他们通过

自己的不懈努力，去克服困难，去积极争取，而不是自怨自艾，牢

骚满腹。参与者A表示，“实实在在的困难是没法克服的，无法规

避，不能偷懒，只能提高效率，管理时间，调整情绪，把事情类

型化，可代替的家务由家人帮忙做，不可代替的陪伴孩子自己亲

自做”。参与者B原本没有一年的脱产期，但他深知“脱产”的重

要性，“坚持脱产一年，并集中精力在专业学习上，参加学术会议，

帮学院完成学术任务，与家人协调时间，充分利用下班时间和寒

暑假学习”。参与者C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得到了家人的认同与支

持，“调整心态，不盲目攀比，自己攒学费，学会断舍离，不断平

衡工作、兼职与学习”。

在这个群体中，你总能看到积极拼搏，全力以赴的正能

量。而在职读博的宝贵经历也让他们收获颇丰，感悟良多。参

与者A 和参与者B 已经顺利拿到博士学位，身份认同感大大提

高，对目前的工作状态非常满意。正如参与者 B 所说，“读博

是场修行，读博过程中能力锻炼出来了，读完博士可以参加很

多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也会有更多机会，取得博士学位等

于是把人生的一件事情做到头了，很有趣，实现了目标和梦

想”。而参与者 A 却理性告诫“后来人”，“要考虑自己到底

想要啥；要客观分析自己，明确读博动机和职业规划；读博很

累，慎重选择；如果真的想读书还是真的要趁早”。这也从侧

面验证了参与者 C 的“辛苦，但却很充实，很开心”。

3  讨论

虽然在职读博辅导员在困境中有所成长，但他们也成为了社

会进步和高校发展进程中多种矛盾体的缩影，主要表现在高职业认

同感与低工作满意度并存、宏观政策鼓励与微观现实困难并存。这

一问题将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参

与者仅从HN一所高校选取，代表性受到影响；加之话题敏感，所

以研究参与者人数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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