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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探讨了高校硕士研究生学习倦怠问题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深度访谈和质

性分析,研究发现学习倦怠主要受个人生理和心理因素、课程难度与学习支持及信息素养三个方面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学习动机、优化课程设计、改善校园环境及增强信息素养能力是缓解学习倦怠

的有效途径。本研究期望为学习倦怠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些许思考,以期提升研究

生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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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grounded in the grounded theory, explores the issue of academic burnout among 

graduate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cademic burnout i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persona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course 

difficulty and learning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hancing learning motivation, 

optimizing course design, improving campus environments, and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re effective 

ways to alleviate academic burnout.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for research on academic 

burnout and offer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this issue,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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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重点,其培养质量

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竞争力,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均强调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性[1][2]。 

近年来,高校“清退研究生”、“学术失范”等热点话题频发,

加之国家已推行《学位法》规范研究生教育,引发了社会对研究

生学业现状的广泛关注。学业倦怠作为影响研究生学术发展的

重要因素,已成为制约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一大障碍。因此,

深入研究研究生学习倦怠问题,探索其成因与解决策略,对于提

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理论价值。通过一对一访谈,深入了解学习倦怠现状,提出缓解

建议和对策,以提高研究生学习效率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3]。 

1 文献综述 

学者普遍认为学习倦怠是一种伴随消极学习心理和行为的

表现,其概念主要从影响因素及心理与行为表现两个维度进行

理解。国内外研究将学习倦怠的结构概括为情绪表达、行为体

现及学习成就感等方面。 

1.1国外关于学业倦怠内涵的研究 

倦怠(Burnout)的研究起源于国外,最早由Bardley在研究

青少年犯罪干预的论文中提出[4],但未引起重视。直到1974年,

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在研究服务行业人员压力时,首次使用

“Burnout”描述因持续压力导致的身心疲惫和成就感缺失现象,

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因工作未被认可或回报不足而产生的慢性疲

乏、抑郁和挫折感[5][6]。随后,Maslach将工作倦怠定义为情感

低落、去人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低的状态,多见于人际工作者,使

“职业倦怠”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术语。 

随着社会发展,倦怠研究从工作领域扩展到学习领域。1981

年,Pines & Kafy发现大学生学习倦怠程度高于服务工作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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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student burnout”概念,特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倦

怠现象[7]。Julie Pham认为学习倦怠是学生对学习的极端消极

表现[8],而Schaufeli等人指出学业倦怠是因过度学习导致的情

绪耗竭、学业疏离和成就感低落[9]。此后,学业倦怠的内涵研究

多借鉴Maslach的职业倦怠理论。 

1.2国内关于学业倦怠内涵的研究 

国内对学业倦怠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借鉴了国外的职业

倦怠理论。台湾学者张治遥、宋晓颖等将“Student burnout”

译为“学习倦怠”,定义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课业压力、负荷

或心理因素导致的情绪耗竭、去人性化及成就感低落现象[10]。连

榕、杨丽娴等认为学业倦怠是因学习压力过大或兴趣缺乏,学生

产生的消极态度和不良行为[11]。李永鑫、谭亚梅指出,学业倦

怠是长期学业压力或兴趣缺乏导致的情感衰竭、人格解体及低

成就感[12]。毕重增、黄希庭认为,当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却不得

不应付学业时,会产生厌倦、疲惫及逃避行为[13]。王晓丽区分

了“厌学”、“乐学”与“学业倦怠”,认为学业倦怠是一种既不

想继续也不想放弃的中间状态,具有可调控性[14]。畅军亮、吴

丹也强调学业倦怠不同于高厌恶程度的厌学,而是处于厌学与

乐学之间的可调节状态[15]。 

通过文献梳理,学习倦怠的概念主要由三方面构成：一是学

习压力或作业压力引发的行为；二是缺乏兴趣或动力导致的消

极态度；三是其他消极心理因素引起的行为。其中,中学生的学

习倦怠多由学习压力引起,而大学生的学业倦怠则主要源于缺

乏兴趣和动力等心理因素。 

2 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硕士研究生一对一深度

访谈,收集被访者学习的真实经历和体验,依据陈向明提出的

“扎根理论”研究思路,并借助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4对收集到

的原始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 

2.2研究对象及样本 

本研究以西北地区部分高校在校硕士研究生为例,被访者

的筛选标准为：受访者曾表示自己平时有着或者有过学业倦怠

的感受,且在学习生活中存在消极情绪问题。 

2.3资料收集 

访谈开始前,本研究确立了访谈提纲,采用半结构式访谈,

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您对学习倦怠的理解是什么？”“您

在学习中出现消极学业情绪的原因有哪些？”“您认为哪些因

素可能导致倦怠的产生？(请从外部和内部因素扩展)”“您认

为如何避免学业倦怠？可以从哪些方面改进？”。访谈采用一对

一深度访谈形式,研究者首先向被访者介绍学习倦怠的内涵,帮

助其正确理解问题。以访谈提纲为参考,研究者与被访者进行深

入交流,不仅回顾学习中的消极情绪片段,还通过实时追问扩展

回答内容。 

在初步访谈提纲完成后,研究者对2名同学进行了试访谈,

并进一步完善了问题。随后,研究者提前联系受访者,确定时间

和地点,访谈过程中认真倾听并详细记录,征得同意后进行录音,

平均时长约30分钟。通过语音转文字,最终整理形成访谈文本,

以便后续分析。 

2.4资料整理与分析思路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是将原始资料系统化、条理化的过程,

旨在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意义解释。本研究采用语音输入软件,

逐字逐句将录音转化为文字并进行核实,详细记录被访者的言

语内容。随后,为每份资料建立编码系统,包括访谈序号、性别、

年龄、年级、专业、时间与地点等信息,并对受访者进行化名处

理。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形成本研究

的扎根理论,分析过程分为四步： 

2.4.1详细阅读与归类。通读资料,对关键语句进行归类。

例如,在回答“您认为什么原因导致了倦怠”时,将受访者提到

的院校特征、个人性格、校园环境、重要他人互动等因素分别

标注颜色,便于后续查找与分析。 

2.4.2探索意义。对典型词汇、语句进行深度分析,思考其

背后的含义与代表性。 

2.4.3寻找“本土概念”。结合文献检索与个人观点撰写札

记,形成逻辑思路。 

2.4.4系统化分析。最终将资料分析系统化,构建扎根理论

的研究框架。 

2.5数据分析 

本研究旨在分析硕士生学业倦怠的形成原因,采用扎根理

论方法对访谈文本数据进行三级编码,包括开放性编码、关联性

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具体步骤如下： 

开放性编码,即将访谈文本导入NVivo14软件,逐句整理并

创建节点。研究者摒弃个人偏见,基于研究主题对文本进行语义

分类,从实际经验中提取反映现象的概念。 

关联性编码,即在开放性编码基础上,对孤立节点进行关联

类属,通过分析、类比和整合形成主轴范畴,构建树状节点,明确

概念与范畴间的联系。 

选择性编码,即在所有概念类属中确定核心类属,其占据

中心位置,能够涵盖主范畴并连接成“故事线”,最终完成理

论建构。 

通过以上步骤,本研究系统化分析了硕士生学业倦怠的形

成原因,为理论框架的构建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持。 

3 研究结果 

研究依据“本土概念”原则,立足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

共生成一级开放式编码24个自由节点。在二级主轴式编码中,

研究者们对一级编码形成的自由节点进行关联性分析和意义归

类,在此基础上形成10个意义类属。在三级核心式编码中,研究

者们对二级编码形成的概念系统分析,筛选出具有统领性的核

心类属3个。 

3.1个体心理和生理因素对学习倦怠情绪产生的影响 

在学习过程中,5位受访者表示常出现精神状态不佳的情

况。1位受访者提到,学习中易与他人对比,发现他人高效查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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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时会产生落差感。7位受访者指出,任务安排不当会引发焦虑。

多位受访者坦言执行力差、自我怀疑,少数受访者认为查阅资料

无价值或对专业前景悲观,这些都会导致消极情绪。此外,3位受

访者表示,长时间学习(1到3小时)使身体素质跟不上学习强度,

如肩膀酸痛等身体不适。 

3.2课程难度与学习支持对学习倦怠情绪产生的影响 

学习过程中,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课程质量不高。5位受访者

表示更喜欢趣味性内容,抽象枯燥的知识易引发心理排斥。3位

受访者指出,资源冗长单一导致长时间学习后烦躁,甚至放弃学

业。5位受访者提到,学习资源难度过大且缺乏预备知识说明,

使学习期待与成就失衡,产生无助和焦虑感。此外,5位学生表示

遇到问题时不知向谁请教,易产生孤独感和消极情绪。4位同学

提到,课堂提问让他们在紧张焦虑中查阅资料。另有5位同学表

示,导师过于严肃,导致他们畏惧交流。 

3.3个人信息素养对学习倦怠情绪产生的影响 

2位受访者认为基础设施改进应基于学生需求调研,而非盲

目追求成果却未带来实际便利。3位受访者表示缺乏成就感,日

常更像是实验室打杂,甚至觉得工作内容小学生也能完成。2位

受访者坦言读研目标仅是完成论文、顺利毕业,对学校并无过多

期待。 

1位受访者提到,学习困难时缺乏信息需求表达能力,无法

清晰表达需求,导致倦怠。另有1位受访者因信息检索能力不足,

难以找到所需信息,进而产生倦怠。6位同学表示存在信息甄别

能力不足的问题。 

5位受访者认为,学习新领域时快速获取权威信息至关重要,

非官方资料易导致权威性缺失,从而失去兴趣。3位受访者指出,

研究问题过于小众导致信息匮乏,难以继续学习。9位同学表示,

互联网发展虽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但信息过载也容易引发学

习倦怠。 

4 结论 

本文结合访谈内容和研究生学习特点,对学习倦怠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影响研究生学习倦怠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生理和心理因

素、课程难度与学习支持、校园环境、信息素养四个方面。个

人生理和心理因素涉及状态不佳、对比心理、执行力差、自我

怀疑等；课程难度与学习支持包括学习内容难度大、与导师沟

通少等；校园环境涉及项目工作意义不明确、个人归属感低等；

信息素养包括信息甄别能力、检索能力、需求表达能力及获取

能力等。 

从个人心理角度看,增强学习动机和意愿是提高效率的关

键,需制定合理目标并提升主动性与自我驱动力；从生理角度看,

积极情绪调节(如运动、听音乐)有助于缓解倦怠；从信息质量

角度看,提高检索能力并合理利用搜索引擎工具可有效缓解学

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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