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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的学业情绪是反映其学习心理状况的重要指标,学业情绪的研究对提高研究生学业质

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探讨导师人文关怀对硕士研究生学业情绪的影响,以及心理韧性的中

介作用,本文采用专家咨询法和问卷调查法对重庆部分高校开展调查。结果表明：导师人文关怀对硕士

研究生学业情绪有正向影响,其中学术指导和发展支持对其影响显著。心理韧性在导师人文关怀和硕士

生学业情绪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立导学关系,以学生为本”、“掌关怀技能,创

关爱之法”、“强韧性培训,育心理之坚”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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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graduate students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the study of academic emotion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entor's humanistic care on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master's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of some universities in Chongqing using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entor's humanistic car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master's students, 

with academic guidance and developmental support 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mentor's humanistic care and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master's studen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student-centered relationship with guidance", 

"developing caring skills and creating car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resilience training and cultivat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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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

树人职责的意见》,明确了导师人文关怀之职责,要求导师坚持

“育心与育德相结合,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1]近年来,

随着研究生人数的扩招,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压力不断增大,学业

情绪问题日益突出。硕士研究生承受着很大的学业压力。研究

生长期处于这种繁重的课业焦虑中,若没有适时的鼓励、关怀和

帮助,情绪会受到影响。[2]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硕士研究生作为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业情绪状况对于学术成果、心理健康和未

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1 核心概念界定 

1.1学业情绪 

2002年,Pekrun等人首次明确了学业情绪的概念,将学业情

绪定义为和学习活动、学习结果直接相联系的各种情绪(如学习

过程中的愉快,对学习要求的愤怒等)。[4]该定义改变了以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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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结果相关情绪(如和成功、失败相连的焦虑、自豪、羞愧等

情绪)为焦点的研究范式,为更深刻地理解学业情绪的结构提供

了新的思路。[5]如今随着研究生人数的扩招,研究生的学业压力

也越来越大,硕士研究生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研究生的心理

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对于硕士研究生学业情绪的研究依然

是当今的热点。[6] 

1.2导师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就是指人文精神的关怀或人道主义的关怀,就是

强调以人为本,真心地关心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7]。人文关怀是

融合了人文的人文精神和关怀的情感投入,是人文精神的实践

途径和集中反映。“如果说人文精神是一种精神范式,那么人文

关怀则更侧重于实践,是实现这种精神范式的一种方式和途

径。”[8]人文关怀的核心表现是对人性的关怀。结合学者对人文

关怀内涵的阐释和研究生教育的特点,研究生导师的人文关怀

就是要求导师将人文关怀融入研究生教育中,坚持以人为本,了

解研究生的实际需求,关注其成长、成才,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

质和人格品质。 

1.3心理韧性 

心理韧性(也称“心理弹性”)是个体应对压力、挫折和创伤

的一种能力或特质[9]。由心理韧性的定义,我们可知如果一个人

压力大时,具有良好的心理韧性,那么就会很好地处理自己的情

绪。面对挫折时能够展现出自己强大的处理能力,有效调节硕士

研究生的学业情绪,增强硕士研究生的信心[10]。心理韧性对于学

业压力大的硕士生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在学习压力大的时候,通

过自我调节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对自我情绪进行纾解。 

2 研究假设 

学业情绪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不仅为学

生提供动力和能量,调节他们的注意力和思维,还帮助他们为重

要事件做好准备并做出反应[11]。导师与硕士研究生主要交流的

内容是学业,由此我们可以假设导师人文关怀对硕士研究生学

业情绪有影响做出假设1,去探寻导师人文关怀视域下硕士研究

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并且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证明心理韧性会

影响学业情绪并且导师人文关怀会对硕士研究生的心理有影响,

具有良好心理韧性的硕士研究生能够很好地处理自己的消极学

业情绪,转化成积极向上的学习动力[12]。根据此做出理论假设

3。导师平时对学生展现的人文关怀会对学生的心理产生一定的

影响,那么学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增强自己的心理韧性,由此做

出理论假设2。根据以上理论,我们可以推测心理韧性是否在导

师人文关怀和学业情绪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做出假设4。为此,本

研究假设,导师人文关怀很有可能通过心理韧性对硕士研究生

学业情绪做出预测,具体假设如下： 

H1：导师人文关怀对硕士研究生学业情绪有正向影响； 

H2：导师人文关怀对心理韧性有正向影响； 

H3：心理韧性对硕士研究生学业情绪有正向影响； 

H4：心理韧性在导师人文关怀对硕士研究生学业情绪的影

响中起中介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3.1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导师人文关怀出发,探讨导师人文关怀对硕士研

究生学业情绪的影响,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影响机制下积极探

讨导师人文关怀对硕士研究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形

成以下研究结论： 

导师人文关怀可以正向预测研究生的心理韧性,心理韧性

在导师人文关怀和学业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与现

有研究基本一致。心理韧性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和心理能

力,不仅能帮助个体在压力和挫折中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更好

地应对生活中的变数,还能够增强个人的决心、毅力和自我控制

能力,促进个体的个人成长和全面发展。[13]感受到老师人文关

怀的硕士研究生其积极学业情绪高,在面对学业压力时,能够展

现出更高的自控力、坚持性,展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与追求,会

更好地控制与调节自己的学业情绪。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导师人

文关怀->心理韧性->学业情绪这条路径去有效地降低学生的消

极学业情绪,以此来提高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 

3.2研究建议 

从所得的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导师人文关怀会影响硕士

研究生的学业情绪,并且心理韧性在导师人文关怀和硕士研究

生学业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我们可以从导师人文关怀和

心理韧性出发去有效改善硕士研究生的学业情绪。我们可以提

出下列有关结论： 

3.2.1立导学关系,以学生为本 

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首先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要以学

生为本。导师需要通过公正、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在学术上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和支持,来建

立这种信任,积极有效的改善硕士生的学业情绪。特别是导师平

时与学生交流学术的问题之中,要充分展现出对学生的人文关

怀,及时鼓励学生,有效增强学生的积极学业情绪体验。导师与

学生之间也即亦师亦友的关系,不仅在学业上可以交流,在其它

方面也可以与导师沟通交流寻求解决办法,比如学生的个人职

业发展规划。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导师需要

定期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他们的学习进度、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以及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同时,导师也需要通过电子

邮件、电话等方式,与学生保持联系,及时解答他们的问题,以学

生为本,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此来降低学生的负面情

绪。研究生也应该向导师展示自己对学习和研究的热情,并表达

对他们工作的兴趣,这可以让导师感受到你的积极态度和动力,

主动向导师请教问题,寻求他们的指导和建议。 

3.2.2掌关怀技能,创关爱之法 

关心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但是关心也是一种能力[14]。因此,

导师必须掌握必要的关心知识和技能。结合导师人文关怀的能

力要素和内容,导师可以从心理辅导和表达技能等方面去提升

自身的关怀技能。从心理辅导层面来说,导师平时要多与研究生

沟通交流,多鼓励研究生[15]。在他们遇到学术问题时要及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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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心理上的安慰,掌握必要的心理知识,指导如何去有效开导他

们,以此来改善他们的学业情绪。从表达技能层面看,导师要提

高自身的表达技能,善于发挥语言和非语言的表达功能,掌握说

话的艺术,以更好更顺畅地与研究生进行交流互动,激发研究生

积极的对话意愿和独立的思考能力[16],以此来改善硕士研究生

的学业情绪。 

3.2.3强韧性培训,育心理之坚 

首先,高校应当为硕士研究生提供专门的心理韧性培训。通

过开展系列工作坊和讲座,让学生了解心理韧性的重要性,并教

授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培养和运用。这些活动可以围绕

提高自我效能感、促进乐观思维、以及培养有效的压力管理技

巧等主题展开。其次,建议在课程设计中融入心理韧性的培养。

例如,教师可以设置具有挑战性的项目和任务,鼓励学生在面对

困难时主动寻求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他们的应对能力。同时,课

程中应包含团队协作的环节,以增进学生之间的支持与合作。另

外,高校应建立完善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建立心理咨询中心,

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并为学生提供易于获取的在线心理咨

询服务。此外,定期组织导师与学生间的心理支持交流会,可以

为学生提供更及时的情感支持和建议。鼓励学生采取健康的生

活习惯也是提高心理韧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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