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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科研能力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
陈欣怡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011
摘 要：为探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与其科研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关系，研究魅力型导师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

用，应用科研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调查问卷、董临萍等开发的C-K魅力型领导量表的基础

上修订的中文量表以及一般性调查问卷，对天津、山西两地的 231 名学硕研究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学硕研究生科

研自我效能感与其科研能力显著正向相关；2.科研能力和魅力型导师都可以单独对科研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同时交互

项可影响科研自我效能感，即指导风格更具魅力型的导师，其指导的研究生个体的科研能力对其科研自我效能感的影

响更大。

关键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科研能力；魅力型导师

Cor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Master’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Self-efficacy
Xinyi Che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011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graduate stud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efficacy, study the charismatic mentor in the regul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academic graduate stud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questionnaire, Dong Lin ping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C - K

charismatic leadership scale on the basis of the revised Chinese scale and general questionnaire, A survey of 231 students in Tianjin

and Shanxi showed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research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2. Both the research ability and the charismatic mentor can affect the research self-efficacy independently, and the

interaction term can affect the research self-efficacy, that is, the mentor with more charismatic mentoring style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research self-efficacy of the graduat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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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是以科研

为主体，以培养研究性人才、促进科技与社会服务为目的

的教育体系。科研能力作为研究生的核心素质，是衡量研

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1]，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扮演重

要角色[2]。可见，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趋势。科学研究自我效能是个人对自己能够胜任一项科

研工作的信心，是科学领域自我效能的具体表现[3]。目前，

对科研自我效能的研究，国外多于国内，博士作为研究对

象多于硕士[4]，且对于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多于其他领

域。现有研究大多围绕科研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及对其影响

因素的探讨[5]。已有研究表明，科研自我效能感可以很好

的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6]，但是，有关科研自我效能与科

研能力之间关系的文献目前很少。

此外，以往学者的研究大多从学生自身视角出发，从

导师角度进行的研究也多强调师生关系[7]对于学硕研究

生科研能力的影响机制，很少有研究试图分析不同导师领

导风格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魅力型导师作为一种以价值为

导向的伦理型领导风格，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主要是以个

人的价值标准和个性特征来影响下属，进而对其行为产生

积极影响[8]。由此，尽管以往研究对魅力型领导的影响后

果进行了有益探索，但绝大多数聚焦于企业组织，鲜有研

究探讨高校情境下魅力型领导的影响（尤其是魅力型研究

生导师，以下简称魅力型导师）。因此，本研究认为，从

魅力型领导的内涵而言，魅力型导师可能在学硕研究生的

科研自我效能感与其科研能力的相关关系中起到调节作

用。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体抽样法，2022 年 3 月至 4 月，选取

天津、山西两地学硕研究生为研究对象。总计回收 240

份问卷，其中有效 231份，有效回收率为 95%。

1.2调查工具

应用科研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5]、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科研能力调查问卷[2]、董临萍[9]等在CONGER[10]等开发的

C-K魅力型领导量表的基础上修订的中文量表以及一般

性调查问卷，对高校学硕研究生进行调查。

1.3调查方法

通过问卷星将问卷电子链接发送给被调查者，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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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填写，完成后将其直接交给调查者。

2 调查结果

2.1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231名学硕研究生中男生 122人（52.8%），女生 109

人（47.2%）；研一 106人（45.9%），研二 65人（28.1%），

研三 60人（26%）；未婚 222人（96.1%），已婚 9人（3.

9%）；专业类别：人文社科类 47 人（20.3%），理学 68

人（29.4%），工学 54 人（23.4%），医学 9 人（3.9%），

管理学 53 人（22.9%）；跨专业读研 62 人（26.8%），未

跨专业读研 169人（73.2%）；本科毕业院校：985院校 6

5人（28.1%），211院校 24人（10.4%），普通一本 50人

（21.6%），普通二本 49人（21.2%），普通三本 41人（17.

7%），海外院校 2 人（0.9%）；导师职称：教授 120人（5

1.9%），副教授 110 人（47.6%），其他 1 人（0.4%）；参

与导师课题 162人（70.1%），没参与过导师课题 69人（2

9.9%）。

表 1 魅力型导师与科研自我效能感、科研能力的相关

性（r值）

科研自我效能感 科研能力

魅力型导师 0.779** 0.769**

科研能力 0.861** 1

2.2学硕研究生科研能力和科研自我效能感的皮尔逊

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学硕研究生科研能力与科研自

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P＜0.01）；魅力型导师得分与科

研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r=0.779，P＜0.01），魅力型

导师得分与科研能力呈显著正相关（r=0.769，P＜0.01），

见表 1。

2.3魅力型导师指导风格在科研能力与科研自我效能

感中的调节作用分析

以科研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模型 1引入自变量（科

研能力）和调节变量（魅力型导师），模型 2引入交互项

（科研能力×魅力型导师）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见表 3。

结果显示，科研能力和魅力型导师均可单独影响科研自我

效能感（P＜0.01），同时交互项可影响科研自我效能感（β

=0.091，P＜0.01），模型 2中R2=0.780，F=272.665，P＜
0.01，结果表明，魅力型的导师引导方式调节了科研能力

和自我效能两者的相关关系。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高

魅力型导师组和低魅力型导师组学硕研究生科研能力均

能预测科研自我效能感（低分组斜率=0.437，P＜0.05；
高分组斜率＝0.586，P＜0.001），高魅力型导师组研究生

科研能力对科研自我效能的预测作用强于低魅力型导师

组，见图 1。

图 1 魅力型导师在科研能力与科研自我效能感中的调节

作用分析图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津晋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自我效能得分

（3.72±0.53）分，处于一般水平，与孙行臻[5]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说明津晋两地学硕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与其调查

的综合性大学处于同一水平。可推测当前学硕研究生科研

自我效能感的培养方案取得了一定成效。当然，科研工作

本身的特性决定在科研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提高科

研自我效能感的关键还是在于学硕研究生自身[5]。魅力型

导师得分（3.54±0.63）分，处于一般水平，说明津晋两

地研究生导师魅力型指导风格并不突出。工学、医学、管

理学专业要高于理学、人文社科类。这可能是由于工学、

医学的硕导侧重于实验操作，比其他专业更关注环境；管

理学的导师因其专业特殊性，本身进行的研究就是管理和

组织相关，所以可能比其他专业导师更注重组织中人和周

围环境的特点和变化，能够适当的激励、关心学生；而人

文社科类和理学的硕导侧重于写作训练和理学分析，导致

学生对导师的魅力型指导风格感受不足。本研究结果显

示，学硕研究生科研能力得分（3.54±0.65）分，处于一

般水平，略高于单亦亮[2]的研究结果，说明天津山西两

地的研究生科研能力总体情况好于 985 高校研究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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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海 985高校竞争激烈，学生心理压力大，因而对自

身能力认识可能就偏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津晋学硕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得

分与科研能力得分呈正相关（R＝0.861，P＜0.01），说明

提高科研自我效能是提高研究生科研水平的一个重要指

标。魅力型指导教师极具远见卓识，能经常性提出鼓舞人

心的科研目标，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在科研方面给

予学生灵感，引导学生关注环境变化，提高学生的科研能

力，进而提高科研自我效能感。而低魅力型导师缺乏对周

围环境的洞察力，无法敏锐地捕捉到环境中有助于实现组

织目标的机会或者阻碍组织目标实现机会的物质条件，对

组织中学生的能力与不足缺乏了解，对其科研能力影响较

低，从而不会对其科研自我效能感产生增益效果。

总而言之，津晋高校硕士科研能力、科研自我效能和

魅力导师总体水平一般，有待进一步提高；科研自我效能

感对科研能力有明显的预测作用，可以通过改进研究生导

师培养方案来间接提升学生科研能力和自我效能感。但本

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本研究样本量只有 231 例，不能完

全代表津晋硕士整体的科研水平，今后应进一步扩大样本

量，且本研究的横断面调查数据只能推断相关关系，今后

还可以验证因果关系或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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