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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学习参与 

调查研究生的课堂学习参与情况，在课前准备方面，有 60.7%的学生会

完成规定的课前阅读或课程准备工作，58.0%的学生在课前会进行课程规定

外地拓展阅读或准备。尽管研究生教学强调学生参与和课堂讨论，有 51.9%

的学生很少在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有 50.7%的学生不太在课堂上提出质疑，

分别有48.1%与47.7%的学生较少在课堂讨论中提出独特的见解或在小组讨

论中发言很多。 

在课后作业完成方面，研究生普遍做得较好，有 75.2%的同学会认真完



成课程要求的研究报告或读书笔记，且 70.5%的同学会讲课程学习与自己的

科研活动结合，说明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主要是科研导向，学生更加重视课

前与课后的写作与科研训练。 

表 1  研究生课堂学习参与情况 

 

1     2     3     4     5     6 

从不……………………………… 总是 

完成规定的课前阅读或课程准备工作 5.2 10.5 23.6 25.0 21.0 14.7 

课前进行课程规定外的拓展阅读或准备 4.4 11.4 26.1 29.4 19.8 8.8 

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 6.5 14.5 28.9 26.8 16.1 7.2 

课堂上经常提出质疑 5.4 15.8 29.5 27.8 15.4 6.1 

课堂小组讨论中发言很多 4.2 13.9 29.6 28.7 17.4 6.2 

在课堂讨论中提出独特的见解 4.1 13.8 30.2 29.9 16.3 5.7 

代表小组进行课堂汇报 5.5 13.0 26.7 27.4 20.0 7.4 

认真完成课程要求的研究报告或读书笔记 2.0 5.4 17.4 30.0 29.6 156 

课程学习与自己的科研活动结合 2.2 6.8 20.4 29.8 28.1 12.6 

学历层次 

比较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课堂学习参与情况，结果显示，在大多数项目

尤其是课堂与课后参与度上，博士研究生比硕士研究生更高。但在课前准

备方面，硕士研究生进行课前准备的比例更高，而在代表小组进行课堂汇

报方面，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也比硕士研究生要低。 



表 2  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课堂学习参与情况 

 

1      2     3     4      5     6       合计 

从不……………………………………总是   （%） 

完成规定的课前阅读或

课程准备工作 

硕士 5.3 10.4 23.4 24.9 21.1 14.8 100.0 

博士 4.9 10.7 24.2 25.4 20.5 14.3 100.0 

课前进行课程规定外的

拓展阅读或准备 

硕士 4.2 11.3 26.4 29.5 19.7 8.8 100.0 

博士 4.9 11.8 25.1 29.0 20.2 8.9 100.0 

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 

硕士 6.5 14.4 29.0 26.8 16.4 7.1 100.0 

博士 6.6 14.8 28.8 26.8 15.3 7.8 100.0 

课堂上经常提出质疑 

硕士 5.5 16.1 29.4 28.1 15.0 6.0 100.0 

博士 5.1 14.8 30.0 26.9 16.9 6.3 100.0 

课堂小组讨论中发言很

多 

硕士 4.2 13.9 29.6 29.3 17.0 6.1 100.0 

博士 4.0 13.9 29.6 26.9 19.0 6.5 100.0 

在课堂讨论中提出独特

的见解 

硕士 4.2 13.7 30.5 29.5 16.2 5.9 100.0 

博士 4.0 14.2 29.0 31.1 16.5 5.2 100.0 

代表小组进行课堂汇报 

硕士 5.6 12.9 26.6 27.9 19.5 7.5 100.0 

博士 5.2 13.2 27.0 25.7 21.8 7.2 100.0 

认真完成课程要求的研

究报告或读书笔记 

硕士 2.0 5.5 17.6 29.7 29.5 15.7 100.0 

博士 2.0 5.2 16.5 31.1 30.1 15.1 100.0 

课程学习与自己的科研

活动结合 

硕士 2.3 6.9 20.6 29.8 27.8 12.6 100.0 

博士 2.1 6.6 19.8 29.8 29.3 12.5 100.0 



院校类型 

比较不同院校类型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课堂学习参与情况。对硕士

研究生来说，在课前准备与课堂参与方面，发现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参与

度较 211高校和 985高校更高，但在“课程学习与自己的科研活动相结合”

方面，院校层次类型与学生的参与度成正比，说明院校层次较高的院校研

究生更倾向于学习与自身科研活动相关的课程。 

对博士研究生来说，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在课前准备方面要比 211 高

校和 985 高校的学生参与度更高。但在课堂参与上，如课堂上主动发言、

经常提出质疑、参与小组讨论等方面，211高校和 985高校的学生参与度要

明显高于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且 211 高校比 985 高校也略高。但在课程

学习与科研活动相结合方面，985高校的研究生比例为最高。 

表 3  不同院校类型的硕士研究生课堂学习参与情况 

 院校类型 

1     2     3    4     5     6      合计 

从不…………………………………总是  （%） 

完成规定的课前阅读

或课程准备工作 

一般本科 4.8 8.5 23.5 27.4 20.8 15.0 100.0 

211高校 5.2 10.1 23.4 24.0 22.0 15.3 100.0 

985高校 5.6 11.4 23.4 25.3 20.1 14.2 100.0 

课前进行课程规定外

的拓展阅读或准备 

一般本科 4.2 9.8 26.0 30.0 20.0 10.1 100.0 

211高校 4.0 10.7 26.4 30.0 20.0 8.8 100.0 

985高校 4.4 12.5 26.6 28.7 19.3 8.5 100.0 



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 

一般本科 6.9 14.6 25.7 29.0 16.5 7.4 100.0 

211高校 6.2 14.2 29.8 26.1 16.3 7.5 100.0 

985高校 6.7 14.5 28.9 27.0 16.5 6.4 100.0 

课堂上经常提出质疑 

一般本科 5.3 14.8 29.7 29.5 14.4 6.3 100.0 

211高校 5.5 16.2 29.4 27.3 15.3 6.2 100.0 

985高校 5.6 16.2 29.2 28.6 14.7 5.7 100.0 

课堂小组讨论中发言

很多 

一般本科 3.6 13.8 28.5 31.0 17.2 5.8 100.0 

211高校 4.0 13.6 30.2 29.1 16.6 6.5 100.0 

985高校 4.6 14.2 29.1 29.0 17.4 5.7 100.0 

在课堂讨论中提出独

特的见解 

一般本科 3.9 11.7 30.1 31.9 16.4 6.0 100.0 

211高校 4.0 13.9 30.7 29.3 16.3 5.9 100.0 

985高校 4.5 14.0 30.5 29.0 16.2 5.8 100.0 

代表小组进行课堂汇

报 

一般本科 5.7 12.0 26.0 28.4 20.2 7.8 100.0 

211高校 5.5 12.8 26.8 27.4 19.6 7.8 100.0 

985高校 5.5 13.3 26.4 28.4 19.3 7.0 100.0 

认真完成课程要求的

研究报告或读书笔记 

一般本科 2.2 3.7 17.6 27.9 33.1 15.6 100.0 

211高校 1.9 5.3 18.1 29.6 29.1 16.0 100.0 

985高校 2.1 6.3 17.1 30.2 28.9 15.4 100.0 

课程学习与自己的科

研活动结合 

一般本科 1.8 6.3 20.5 31.0 28.6 11.9 100.0 

211高校 2.1 7.3 20.9 29.4 27.4 12.8 100.0 

985高校 2.5 

6.5

% 

20.2 30.0 28.1 12.6 100.0 



表 4  不同院校类型的博士研究生课堂学习参与情况 

 院校类型 

1     2     3     4     5     6      合计 

从不…………………………………总是  （%） 

完成规定的课前阅读

课程准备工作 

一般本科 2.6 11.6 24.0 21.7 20.2 19.9 100.0 

211高校 4.3 9.5 24.4 26.1 20.4 15.2 100.0 

985高校 5.7 11.3 24.1 25.6 20.6 12.7 100.0 

课前进行课程规定外

的拓展阅读或准备 

一般本科 5.6 11.9 25.4 26.5 16.4 14.2 100.0 

211高校 3.6 11.4 24.9 29.3 22.3 8.7 100.0 

985高校 5.6 12.0 25.3 29.3 19.6 8.1 100.0 

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 

一般本科 9.1 20.4 26.8 25.3 9.1 9.4 100.0 

211高校 5.0 13.1 30.2 26.3 16.7 8.6 100.0 

985高校 7.1 14.9 28.3 27.3 15.5 7.0 100.0 

课堂上经常提出质疑 

一般本科 7.6 17.8 29.5 25.4 13.3 6.4 100.0 

211高校 3.3 15.0 31.1 27.0 16.9 6.8 100.0 

985高校 5.9 14.0 29.4 27.2 17.6 5.9 100.0 

课堂小组讨论中发言

很多 

一般本科 5.6 19.2 25.6 30.5 14.3 4.9 100.0 

211高校 2.4 12.8 31.6 26.4 19.9 6.8 100.0 

985高校 4.7 13.7 29.1 26.6 19.3 6.6 100.0 

在课堂讨论中提出独

特的见解 

一般本科 5.8 19.2 31.2 26.9 11.5 5.4 100.0 

211高校 3.4 12.9 30.2 31.2 17.5 4.9 100.0 

985高校 4.0 14.2 27.8 31.8 16.8 5.4 100.0 

代表小组进行课堂汇 一般本科 5.0 17.7 27.7 23.8 18.8 6.9 100.0 



报 211高校 4.3 11.6 28.0 26.2 23.3 6.6 100.0 

985高校 5.8 13.4 26.2 25.8 21.3 7.6 100.0 

认真完成课程要求的

研究报告或读书笔记 

一般本科 1.9 5.3 13.2 26.4 32.1 21.1 100.0 

211高校 1.7 4.1 17.4 31.3 30.6 14.9 100.0 

985高校 2.2 5.9 16.6 31.8 29.4 14.1 100.0 

课程学习与自己的科

研活动结合 

一般本科 2.7 8.3 17.0 31.4 25.8 14.8 100.0 

211高校 1.9 5.7 19.2 30.9 29.8 12.5 100.0 

985高校 2.2 6.8 20.6 28.7 29.6 12.1 100.0 

2.课后学习参与 

研究生有较强的独立学习能力， 对课后的学习应该十分重视。但从调

查结果来看，除 68.9%的学生会思考老师对作业的修改、反馈以外，在其他

项目上，会主动参与课后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高，分别有 7.9%与 8.3%的研

究生总是会课后找老师进行课程辅导或与老师讨论学术问题。在跨学科学

习能力方面，52%的学生会进行跨学科、跨专业选课与合作课题等。 

表 5  研究生课后学习参与情况 

 
  1      2       3        4        5       6    

 从不…………………………………………… 总是  

思考老师对作业的修改、反馈 2.9 7.4 20.8 30.7 26.4 11.8 

课后找老师进行课程相关的辅导答疑 6.3 12.0 26.2 28.1 19.6 7.9 

课后与老师讨论课程之外的学术问题 6.5 12.6 24.6 27.6 20.5 8.3 

跨学科、跨专业选课、合作课题等 9.0 14.5 24.7 25.2 18.6 8.1 

学历层次 

从表 6 可以得知，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课后学习参与情况差异不大，



博士研究生更倾向于课后找老师进行相关辅导与学术讨论，而在跨学科学

习参与方面，硕士研究生的比例略高。 

表 6  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课后学习参与情况 

 

1      2     3       4       5       6        

从不…………………………………………总是       

思考老师对作业的修改、反馈 

硕士 2.9 7.6 20.8 30.3 26.6 11.9 

博士 2.9 6.9 20.6 32.3 25.9 11.4 

课后找老师进行课程相关的

辅导答疑 

硕士 6.5 11.8 26.4 27.9 19.5 7.8 

博士 5.2 12.4 25.2 28.6 20.3 8.3 

课后与老师讨论课程之外的

学术问题 

硕士 6.6 12.5 24.7 27.7 20.1 8.4 

博士 6.1 12.9 24.1 27.4 21.6 7.8 

跨学科、跨专业选课、合作课

题等 

硕士 9.2 14.3 24.5 25.3 18.4 8.2 

博士 8.2 15.2 25.2 24.6 19.1 7.7 

院校类型 

比较不同院校类型的研究生课后学习参与情况差异，对硕士学生来说，

院校层次与学生课后学习参与度基本成反比，一般本科的硕士研究生课后

学习参与度高于 211 高校，高于 985 高校，原因可能在于 985 高校的硕士

研究生重心主要放在科研工作上，对课程学习投入的时间不够多。博士研

究生在课程作业思考与课后辅导答疑方面也有与硕士研究生相同的规律，

但在课后与老师讨论学术问题以及跨学科学习方面，211高校与 985高校在

这方面的参与度比一般本科院校更高，尤其是 985 高校的博士研究生会更



多地参与到跨专业学习中。 

表 7  不同院校类型的硕士研究生课后学习参与情况 

 

院校类型 

1      2     3       4       5       6  

从不………………………………………… 总是      

思考老师对作业的修改、

反馈 

一般本科 2.6 5.1 20.9 31.6 27.5 12.4 

211高校 2.9 7.9 20.0 30.9 26.1 12.2 

985高校 3.0 7.9 21.8 29.1 26.9 11.4 

课后找老师进行课程相

关的辅导答疑 

一般本科 6.2 9.1 26.6 30.0 19.9 8.2 

211高校 6.4 11.7 27.3 27.5 19.7 7.5 

985高校 6.8 12.7 25.5 27.8 19.1 8.1 

课后与老师讨论课程之

外的学术问题 

一般本科 6.0 11.3 23.9 29.9 20.1 8.7 

211高校 6.8 12.7 24.7 27.4 20.2 8.4 

985高校 6.6 12.7 24.9 27.4 20.1 8.3 

跨学科、跨专业选课、合

作课题等 

一般本科 9.2 13.7 22.1 28.3 17.4 9.2 

211高校 9.3 14.1 24.5 26.1 18.4 7.7 

985高校 9.1 14.8 25.2 23.6 18.8 8.5 

 

表 8  不同院校类型的博士研究生课后学习参与情况 

 

院校类型 

1      2     3       4       5       6  

从不………………………………………… 总是      

思考老师对作业的修改、 一般本科 3.4 6.4 15.5 31.8 28.4 14.4 



反馈 211高校 2.1 6.2 21.6 33.2 26.0 10.9 

985高校 3.4 7.5 20.8 31.9 25.4 11.1 

课后找老师进行课程相

关的辅导答疑 

一般本科 7.7 12.3 25.4 27.3 17.7 9.6 

211高校 4.4 12.6 23.6 30.4 20.8 8.3 

985高校 5.4 12.4 26.2 27.6 20.4 8.0 

课后与老师讨论课程之

外的学术问题 

一般本科 11.0 12.9 24.0 25.5 20.2 6.5 

211高校 5.0 12.6 25.0 27.8 21.2 8.3 

985高校 5.9 13.1 23.6 27.5 22.0 7.8 

跨学科、跨专业选课、合

作课题等 

一般本科 11.7 18.9 18.9 27.5 16.6 6.4 

211高校 8.6 12.8 27.8 24.2 19.5 7.2 

985高校 7.3 16.1 24.6 24.3 19.4 8.3 

3.阅读行为 

阅读是研究生进行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本次调查分析了研究生课堂

内外的阅读数量。   

学历层次比较 

结果显示，硕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课程指定的学术书籍 5.29本，学术

文章 19.23 篇；非课程指定书籍 5.8 本，非指定书籍 21.44 篇；英文书籍

2.72本。博士生在阅读课程指定学术书籍与文章上比硕士要少，分别为 5.00

本与 18.16篇，阅读非课程指定与英文书籍、文章都比硕士较多。 

表 9  博士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的总体描述 



 硕士 博士 

课程指定 

书籍 5.29 5.00 

文章 19.23 18.16 

非课程指定 

书籍 5.80 6.28 

文章 21.44 23.17 

英文 

书籍 2.72 2.79 

文章 17.21 18.71 

性别比较 

从表 2、表 3的结果可知，女硕士阅读的书籍、文章数量普遍比男生少，

除了女生阅读英文文章的数目较多，平均有 17.72 篇。博士阅读行为的性

别比较结果也有同样地趋势，女博士的阅读各类书籍、文章的数目都较男

生少。 

表 10  不同性别的硕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男 女 

课程指定 

书籍 5.41 5.17 

文章 19.78 18.67 

非课程指定 

书籍 5.88 5.80 

文章 20.70 20.07 

英文 

书籍 2.84 2.62 

文章 16.78 17.72 



表 11  不同性别的博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男 女 

课程指定 

书籍 5.20 4.78 

文章 18.34 17.90 

非课程指定 

书籍 6.44 6.14 

文章 24.61 20.57 

英文 

书籍 2.99 2.49 

文章 19.76 17.09 

高校类型 

分析不同类型的高校学生的阅读行为，值得关注的是 985 高校的各种

阅读量均没有名列前茅， 211 高校和一般本科的研究生阅读量分别略微高

于 985高校。 具体数据如下。  

硕士生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知，一般本科阅读各类书籍的数

目最少，985高校的学生阅读非课程指定与英文书籍、文章比211高校较多，

但阅读课程指定书籍和文章要较少。 

表 12  不同类型高校的硕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一般本科 211 高校 985 高校 

课程指定 

书籍 4.53 5.52 5.26 

文章 17.76 19.92 18.86 

非课程指定 书籍 6.25 5.72 5.76 



文章 22.05 22.00 20.62 

英文 

书籍 2.97 2.67 2.71 

文章 21.13 16.75 16.58 

从下表的博士生分析结果来看，一般本科高校的博士生阅读数量最少，

211高校最多，985高校的博士生的阅读量较 211高校少。 

表 13  不同类型高校的博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一般本科 211 高校 985 高校 

课程指定 

书籍 3.83 5.39 4.97 

文章 16.53 18.38 18.32 

非课程指定 

书籍 5.59 6.76 6.10 

文章 26.39 22.79 22.81 

英文 

书籍 2.27 3.36 2.54 

文章 21.98 16.77 19.29 

政治面貌 

研究不同政治面貌的学生的阅读行为，表 6、表 7分别为不同政治面貌

的硕士、博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的书籍量，从结果来看，均看不出特别明

显的差异。 

表格 14  不同政治面貌的硕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中共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 共青团员 群众 



课程指定 

书籍 5.38 4.99 4.91 6.19 

文章 19.33 19.52 18.70 19.29 

非课程指定 

书籍 5.93 5.62 5.54 5.74 

文章 20.84 23.87 21.20 21.13 

英文 

书籍 2.92 2.33 2.30 2.32 

文章 17.24 17.98 16.37 19.81 

表格 15  不同政治面貌的博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中共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 共青团员 群众 

课程指定 

书籍 4.97 5.74 4.16 5.54 

文章 18.82 18.44 16.91 13.79 

非课程指定 

书籍 5.76 5.34 7.12 11.15 

文章 23.14 21.60 24.22 23.84 

英文 

书籍 2.38 2.60 2.19 7.84 

文章 18.91 17.54 18.39 19.75 

宗教信仰 

分析有无宗教信仰对学生阅读行为的影响，结果如下表所示，从结果

来看，无宗教信仰学生的阅读量要略微大于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但是宗教

信仰的硕士学生阅读非课程指定文章与英文文章的量比无宗教信仰学生较

多；博士生中，有宗教信仰学生阅读课程指定书籍和非课程指定文章数量

较多。 



表 16  有或无宗教信仰的硕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无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 

课程指定 

书籍 5.30 4.90 

文章 19.20 19.40 

非课程指定 

书籍 5.84 5.57 

文章 21.65 21.72 

英文 

书籍 2.70 2.32 

文章 17.20 16.72 

表 17  有或无宗教信仰的博士生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无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 

课程指定 

书籍 4.99 5.56 

文章 18.39 17.76 

非课程指定 

书籍 6.39 4.86 

文章 23.28 23.46 

英文 

书籍 2.86 2.34 

文章 19.15 13.97 

是否学生干部 

考察比较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的阅读行为，从下表可以看出，硕士

学生干部的阅读量普遍比非学生干部阅读量大，也不乏有个别例外的情况。

如学生干部阅读课程指定文章与非课程指定文章的平均数量较小。表 10表

示博士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阅读行为的比较，从表中看不出特别大的差



异，在某些书籍、文章方面学生干部阅读量较大，而某些方面非学生干部

的阅读量较大。 

表 18  硕士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非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 

课程指定 

书籍 5.17 5.46 

文章 19.47 18.77 

非课程指定 

书籍 5.69 5.98 

文章 21.66 21.06 

英文 

书籍 2.53 2.98 

文章 17.32 16.99 

表 19  博士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一学期平均阅读书籍、文章量 

 非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 

课程指定 

书籍 4.48 4.79 

文章 20.32 19.35 

非课程指定 

书籍 6.15 6.76 

文章 27.10 20.69 

英文 

书籍 2.74 2.36 

文章 18.40 17.88 

4.课余活动参与 

硕士研究生群体 



总体来看，硕士研究生参加与专业相关的各类讲座、竞赛等学术活动

和各类体育健身活动的比例较高，而相比参加跨专业的各类讲座、竞赛学

术活动和基于个人兴趣的社团活动则较少。 

表 20  硕士参与课余活动状况 

 

 

1      2     3     4     5     6 

从不………………………………经常 

与专业相关的各类讲座、竞赛等学术活动 5.3 11.0 23.8 29.1 19.2 11.6 

跨专业的各类讲座、竞赛等学术活动 8.2 16.4 26.0 28.0 14.6 6.8 

各类文化艺术活动 7.1 14.7 26.3 27.9 16.4 7.6 

各类体育健身活动 5.1 11.9 22.6 29.2 20.4 10.8 

社会实践或志愿公益活动 6.6 13.7 25.1 28.4 18.8 7.5 

基于个人兴趣的社团活动 11.0 15.1 23.1 25.4 16.2 9.2 

硕士研究生参与就业相关培训、讲座活动的比例最高，高达 66.2%，而

参与各类创业教育活动、创业大赛、创业实践等活动的比例最低，只有 34.1%

的学生参与过。参与业余党校、团校培训活动的学生比例也大于一半，为

58.2%。 

表 21  硕士研究生群体参与就业、创业活动状况 

  是（%） 否（%） 

就业相关培训、讲座等 66.2 33.8 

学生业余党校、团校培训等活动 58.2 41.8 



各类创业教育活动、创业大赛、创业实践等 34.1 65.9 

博士研究生群体 

总体来看，博士研究生参加与专业相关的各类讲座、竞赛等学术活动

和各类体育健身活动的比例较高； 而相比参加跨专业的各类讲座、竞赛学

术活动和基于个人兴趣的社团活动则较少。 

表 22  博士研究生参与课余活动的情况 

  1      2      3      4      5     6 

 从不………………………………………经常 

与专业相关的各类讲座、竞赛等学术活动 5.2 10.0 23.3 29.1 20.9 11.4 

跨专业的各类讲座、竞赛等学术活动 8.3 15.6 27.3 27.1 14.8 6.9 

各类文化艺术活动 6.6 15.1 25.7 26.6 18.6 7.3 

各类体育健身活动 3.7 11.2 22.8 28.7 22.7 11.0 

社会实践或志愿公益活动 7.6 13.3 23.9 27.3 20.7 7.3 

基于个人兴趣的社团活动 10.8 14.1 21.5 25.1 19.5 9.0 

博士研究生参与就业相关培训、讲座活动的比例最高，高达 65.6%，而

参与各类创业教育活动、创业大赛、创业实践等活动的比例最低，只有 35.4%

的学生参与过。参与业余党校、团校培训活动的学生比例也大于一半，为

54.3%。 

表 23  博士参与就业、创业活动状况的比例 

  是（%） 否（%） 



就业相关培训、讲座等 65.6 34.4 

学生业余党校、团校培训等活动 54.3 45.7 

各类创业教育活动、创业大赛、创业实践等 35.4 64.6 

5.心理健康状态 

硕士群体 

从下表可知，硕士生群体中就业前景迷茫问题最为突出，其次是个人

情感方面的困惑，再次是家庭经济方面问题，与同学人际关系问题不突出。

具体而言，有 55.2%的硕士研究生认为就业问题较为突出，有 39.8%的学生

在个人情感方面存在困惑，37.2%的学生在家庭经济、学习生活费用方面存

在问题。 

表 24  硕士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分布比例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对所学专业和课程内容不感兴趣 22.2 24.1 22.4 18.5 9.0 3.7 

学业负担太重 16.5 23.8 26.5 19.7 9.7 3.9 

家庭经济困难，学习生活费用不足 20.9 20.6 21.3 17.9 11.7 7.6 

就业前景迷茫 11.9 12.9 19.9 24.3 18.4 12.5 

个人情感方面困惑很多 19.8 19.5 20.9 20.2 13.2 6.4 

与周围同学人际关系紧张 40.0 24.1 14.9 11.2 6.7 3.2 

博士群体 



从下表可知，博士生的就业前景迷茫问题最为突出，其次是个人情感

方面的困惑，再次是家庭经济方面问题，与同学人际关系问题不突出。具

体而言，有 52.6%的博士研究生认为就业问题较为突出，有 41.2%的学生在

个人情感方面存在困惑，39.5%的学生在家庭经济、学习生活费用方面存在

问题。 

 

 

表 25  博士群体心理健康状况 

 

 

 

 1      2       3      4       5      6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对所学专业和课程内容不感兴趣 19.9 24.6 22.4 19.2 9.7 4.2 

学业负担太重 14.6 23.3 27.8 20.2 9.8 4.2 

家庭经济困难，学习生活费用不足 19.7 18.6 22.2 19.3 12.0 8.2 

就业前景迷茫 11.1 14.1 22.2 22.7 18.0 11.9 

个人情感方面困惑很多 18.4 19.1 21.3 21.2 12.8 7.2 

与周围同学人际关系紧张 37.0 25.6 14.8 11.8 7.0 3.7 



 

 

 

 

 

本简报文章如需转载须事先征得本研究所同意， 

并注明“转载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简报”字样 

编辑：岳昌君 

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邮编：100871 

电话：(010) 6275-3935；6275-5662                            传真：(010) 6275-5662 

电子信箱： bysun@gse.pku.edu.cn 

本《简报》及《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网址：http://www.gse.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