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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更愿意选择读博
———一项关于女性读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陈斌近照

陈摇 斌,王摇 艳
(厦门大学摇 教育研究院, 厦门摇 361005)

摘摇 要:21 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女博士生规模迅速扩大,但仍普遍面临性别不平等、延期

毕业、退学等现实压力。 读博意愿是决定女性是否选择读博的关键因素,进而影响其学业

表现和心理情绪。 为提高女博士生教育质量,基于社会资本、社会角色和社会支持理论,
遵循扎根理论分析进路,对 23 位女性进行深度访谈,借助网络搜集女性升学选择和女博

士生就读体验的记录,深入探讨女性读博意愿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由经济资本、文化

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家庭资本是影响女性读博的先决条件,家庭资本越丰富的女性获

得博士教育的机会越大,但出身社会低阶层家庭也可能激励女性选择读博以实现阶层跃

迁;女性读博受内外部情境共同影响,外部情境主要指女性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感知的社会

支持,内部情境即女性自我认知,二者共同影响女性对读博的认知并调节其读博意愿的强

度;家庭和社会通过赋予女性角色期待对其行为加以规训,由此诱发激烈的角色冲突并消

解女性读博意愿,而来自重要他人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和信息支持则正向强化女性读

博意愿;由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共同建构的女性自我认知是影响女性是否选择读博的决

定性因素;外界对女性过高的角色期待与女性对自身能力的过低评价加剧读博选择的心

理冲突,带来女性在自我设限与自我发展之间摇摆不定。 对女性读博意愿的关注需要理

解她们的社会角色处境,突破性别刻板印象的藩篱,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为激励更多女性

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支持性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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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博士生教育位于学历教育金字塔顶端,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1]。 21 世纪以

来,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97 年全国博士生总数为 3. 99
万人,女博士生占 8. 52% ;2021 年博士生总数增加到 50. 95 万人,女博士生占 42. 18% 。 历经 20 多年

的发展,我国女博士生规模不断扩大,生源结构日趋合理。 不过,由于女博士生在读博期间面临更大

的学业压力、更多的角色期待和更低的自我评价,相较于男博士生而言,女博士生更容易出现情绪焦

虑和心理抑郁。 近年来,女博士生因故被清退的消息屡见报端,且趋势愈加明显。 英国权威期刊《自
然》2019 年发布的全球博士生调查研究也指出,女博士生学习满意度显著低于男博士生[2]。

学术动机与学术意愿、学术创新具有内在关联。 选择读博是多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

动机类型都会对读博产生重要影响。 读博动机是影响女博士生学习成效的重要因素,学习动机影响

学术态度,进而影响女博士生的学业表现、学习满意度和健康状况等[3]。 究竟哪些因素对女性读博

意愿产生影响? 哪些因素在影响甚至阻碍女性读博的学业进程? 女性相较于男性在读博过程中面临

哪些发展瓶颈? 以上是本研究希望重点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探讨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女性全面认识

性别角色,使其更加科学、理性地进行升学选择,也可以有效纾解女博士生普遍存在的学业焦虑、心理

抑郁等风险压力,切实提升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借助扎根理论深入

探讨影响女性选择读博的驱动因素,为帮助女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升学选择的研究

升学选择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活动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理论阐释,
其中最普遍的是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关于升学选择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社会学领域,布
劳与邓肯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拓展而成的威斯康星模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

再生产理论、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迪马乔的文化流动理论等一致认为,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

会资本构成的家庭资本通过“直接的资源排斥冶和“间接的文化传承冶实现优势阶层的代际传递,从而

影响子女的升学选择和受教育机会获得。 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在解释升学选择时更多侧重于家庭背

景,主要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相关理论对高等教育阶段升学选择行为的解释略显乏力。 20 世纪 70 年

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引入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包括运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教育投资行为及其成效,
认为学生将教育视为对个人的投资,在升学选择时会充分权衡成本与潜在利益,以最大限度提高自身

教育收益[4]。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单一的学科理论难以全面解释升学选择这一复杂过程。

此后,学者们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并尝试综合应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加以分析,
通过理论整合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例如,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问

题,该理论假定个人通过理性行动满足个体偏好或使效用最大化[5]。 还有学者结合文化资本理论与

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探讨社会期待对博士生读博意愿的影响[6]。

(二)关于读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学生个体是影响读博意愿的主要因素[7],个体维度主要包括性别、家庭和学业表现等。 不

少研究发现读博意愿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男女性别差异的刻板印象可显著预测不同性别学生的

读博意愿[8]。 从家庭背景来看,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厚且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9-10],子女接受博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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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越大。 同时,家庭文化习惯和家庭教育期待也会对子女是否选择读博产生直接影响。 从学

业表现来看,课题参与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越多的学生读博意愿越强[11]。 此外,个体自我效能

感[12]、学术投入与职业倦怠[13]能显著预测读博意愿。 其次是学术组织的影响,学术组织主要包括导

师、同辈和学术共同体等。 导师情感支持显著影响学生学术态度[14],情绪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有助

于提升学术能力[15],师门内部同辈互助程度与个体学术表现呈正相关[16]。 也有学者指出,读博意愿

受学术共同体、学术分工和学术生产方式等因素影响[17]。 再次是学术环境的影响,教育环境包括学

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等。 研究表明,学术环境[18]和教育资源[19]显著影响读博意愿。

(三)关于女性读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女性读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采用量化分析方法,且对女

性究竟因内部动机还是外部动机选择读博存在争议。 有研究通过对 35 所设有研究生院高校的理工

科博士生进行调查发现,女性因家庭和社会等外部因素影响选择读博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20]。 也有

学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理工科女博士生的学习动力,研究表明女性更多因主观意愿选择读

博[3]。 就读博意愿作用机制而言,赖秦江等基于 2021 年全国硕士生学习和发展调查数据,分析了家

庭背景、求学动机对学术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21]。 赵嘉路等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探讨了不

同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的作用机制[22]。 也有学者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了硕士生读博意愿

的转变过程,指出读博意愿转变可划分为学术认知转变、学术能力获得、理性择业和深度自省 4 个阶

段[18]。
总体而言,学界围绕读博意愿进行了丰富而有益的探讨。 研究理论视角多元,实证研究居多,特

别是不少研究揭示了性别在读博意愿上的显著差异。 读博意愿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现有研究大

多基于问卷调查探讨了“是什么冶的问题,对影响读博意愿内隐性因素及其内在关联性缺乏系统分

析。 研究读博意愿不仅要说明“是什么冶,更要解释其影响机制。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聚焦于高校女研

究生,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将女性读博意愿作为一个连续过程予以考察,遵循扎根理论的分析进路,系
统分析女性读博意愿的影响因素。

三、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理论将“资本冶视为社会关系中的各种资源,包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科

尔曼重点阐释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互动过程,指出该互动过程除父母给予子女期望性关注以外,还
体现在对子女教育过程的有效参与上[23]。 就经济资本而言,博士教育尽管位于高等教育系统顶端,
但博士生经济收入有限,仍需家庭和学校资助。 由于我国“重男冶思想根深蒂固,部分地区家庭在教

育资源分配上存在明显的“轻女冶倾向,女性只有出生于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家庭才可能获得相对平

等的受教育机会[24]。 文化资本具体表现为父母受教育水平、文化惯习等。 父母通常在日常生活中以

相对隐蔽的方式将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包括父母的教育观念、文化惯习等。 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

背景对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与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5]。 就社会资本而言,父母的职业、社
会关系、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及教育参与程度会显著影响子女博士教育机会的获得。

美国社会学家特纳(Tuner)将角色理论分为结构角色论与过程角色论。 特纳更倾向于后者,并
聚焦于互动角色扮演中的角色期待、角色冲突等问题[26]。 受“男主外女主内冶的传统思维定式影响,
女性在 30 岁前基本形成了“母职冶和“家庭冶的角色预设。 相较而言,男性真正完成“父亲冶角色的转

换往往晚于女性。 相对固化的角色扮演往往被赋予强烈的角色期待,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方式。
博士生大多处于 25 至 30 岁,“学习冶和“婚恋冶的角色期待使女博士生在扮演“学生角色冶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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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家庭角色冶“工作角色冶等多重角色带来的冲突与张力,导致她们在选择读博时面临严重的角色

压力甚至角色冲突。
Weinberger 等认为,社会支持理论主要探讨外界支持对个体应对压力的影响[27]。 外在的社会支持

有利于缓解女博士生学业压力和生活压力,从而减少因压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28]。 Deutsch 等基于人

际关系功能理论,将社会支持分为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等[29]。 其中,信息支持指在面临选

择时获得的正面有效信息;情感支持包括对女性的鼓励、关怀与了解,女性相较于男性更为敏感,更需要

情绪的慰藉和支持;工具性支持主要指女性在行动上获得的帮助。
原生家庭是影响女性是否选择读博的关键因素,显著影响女性读博认知。 因此,本研究引入社会

资本理论分析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女性读博的影响。 借用角色理论和社会支持理

论解释角色期待、角色冲突、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如何共同作用于女性读博认知,并最终

形塑女性读博意愿。 据此,本研究聚焦女性读博议题,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角色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
构建“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冶的理论框架图(如图 1)。

图 1摇 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理论框架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于影响女性读博的多重因素,运用扎根理论探讨女性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读博意愿

的生成过程。 扎根理论是一种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建立理论的研究方法[30]。 施特劳斯和科宾将编

码过程进一步细化和可操作化,提出了程序化扎根理论[31]。 以卡麦兹为主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流派

倡导在研究者与受访者互动过程中共同建构理论。 程序化扎根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操作取

向,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更契合研究秉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建构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冶的价值

倾向。 据此,本研究遵循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分析进路,并结合程序化扎根理论操作路径,对获得的资

料进行系统编码。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部分数据来源于半结构化访谈。 为保证样本典型性,本研究遵循最大差异抽样和目的

性抽样原则。 首先,在样本选择过程中尽可能兼顾院校、年级、学位类型等因素,以女硕士生和女博士

生为主要研究对象。 其次,由于家庭资本显著影响子代博士教育获得,为确保研究对象的内部异质

性,尽可能选取月平均收入和父母教育背景有显著差异的受访者。 最后,重点关注女性在攻读硕士学

位期间的读博意愿。 本研究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22 年 4 月至 8 月,第二阶段为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6 月。 笔者通过朋友引荐、线下招募和网络平台邀请等方式,共访谈了 23 名女性(包
括在读和已毕业),其中包含 2 名预访谈对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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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本研究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编号 年级 学科类别 读博意愿及其变化 来源

X01 博一 教育学 工作多年后读博 朋友引荐

X02 博二 管理学 跟随男朋友读博 朋友引荐

X03 研三 法学 不读博寅想读在职博士 线下招募

X04 博一 文学 申请硕博连读 线下招募

X05 研二 经济学 想读博寅动摇寅坚定读博 线下招募

X06 研三 管理学 坚定不读博 线下招募

X07 研三 法学 强烈的读博意愿寅放弃读博 线下招募

X08 博一 文学 专硕申请读博 线下招募

X09 研一 经济学 坚定不读博 朋友引荐

X10 研二 文学 想读博寅放弃读博 豆瓣小组

X11 研三 文学 想读博寅动摇寅坚定读博 豆瓣小组

X12 博二 教育学 专硕坚定读博 豆瓣小组

X13 博五 管理学 跟随男朋友读博 豆瓣小组

X14 研三 理学 坚定读博 豆瓣小组

X15 研二 理学 坚定不读博 豆瓣小组

X16 研二 农学 想读博寅放弃读博 豆瓣小组

X17 博二 医学 直博 豆瓣小组

X18 博一 工学 坚定读博 朋友引荐

X19 研三 工学 坚定不读博 朋友引荐

X20 博三 医学 直博 朋友引荐

X21 研三 农学 想读博寅放弃读博 朋友引荐

X22 研二 理学 坚定不读博 豆瓣小组

X23 博一 工学 申请硕博连读 豆瓣小组

摇 摇 另一部分数据来源于豆瓣小组网友的匿名帖。 豆瓣小组“我们都是女博士,我们都站中间冶“我
们是学术女冶小组均聚焦于女性升学选择和女博士生读博经历等话题,累计有 10 万余人参与讨论。
这些匿名帖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女性读博的整体样貌和心路历程,与本研究主题高度相关,具有较大

参考价值。 我们从中选取 50 份匿名帖(发帖时间为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8 月)及其评论回复,共计

8 万余字,将其作为访谈补充材料,具体编码方式为:D(豆瓣)+序号。 我们在筛选豆瓣小组匿名帖时

遵循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发表主题与“女性读博冶高度相关,具有一定代表性并能引起广泛讨论;二是

记录较为真实、完整,符合本研究需要。
我们预先编制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并对 2 名受访者进行预访谈。 访谈内容主要涉及研究对象

的家庭背景、婚恋情况、校园生活、专业学习、社会环境和选择历程 6 个方面。 访谈采取面对面或线上

访谈形式,访谈时长通常在 60~ 90 分钟。 在第一阶段访谈结束后,我们及时对转录后的访谈资料进行

开放式编码,随后针对开放式编码中出现的新概念,根据目的性抽样原则选择新一轮访谈对象并及时

进行第二阶段访谈。 两阶段访谈共形成转录文本 23 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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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码分析

本研究借助 Nvivo 12. 0 质性分析软件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整理,遵循程序化编码程序对访谈资

料进行三级编码。 在初次编码完成后,根据第二阶段访谈资料进行二次编码,并对初次编码和二次编

码结果进行反复对比,不断优化编码结果。

第一步进行开放式编码。 我们对访谈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编码,并尽量选用受访者的原话进行标

签化和概念化。 由于初始概念数量多且存在概念交叉现象,本研究将意义重复的初始概念进行整合,

选取频次在 5 次以上的初始概念,共提炼出 78 个初始概念,获得 11 个概念性编码。

第二步进行主轴编码。 此阶段编码主要根据对女性读博议题“具有意义和阐释价值冶原则,从 11

个初始概念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且相互关联的类属概念加以提炼,从而实现范畴聚焦,最终形成家庭

资本、自我认知、社会角色、社会支持 4 个主范畴。

第三步是选择性编码。 此阶段通过归纳、整合、验证、提问等策略整理访谈资料,围绕主范畴描述

并解释各范畴之间的联系,最终归纳出读博基础、读博内部情境和读博外部情境 3 个核心范畴。

本研究共邀请了 3 位受访者和 2 位专业人士(包括 1 名博士生和 1 名助理教授)对研究初稿进行

审读,评价研究效度并提出修改建议。 在编码过程中,研究者借助 Guest 等人提出的编码饱和方法检

验理论饱和度,即用新编码占总编码的比例作为阈限值,发现当访谈进行到第 16 人时阈限值小于

5% ,判断资料达到饱和状态[32]。 由于资料饱和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研究者进一步追加了 7 位访谈对

象,并对 7 份访谈资料进行新一轮三级编码(见表 2),提炼出的初始编码与上述编码重合,未出现新

的初始概念,故认为达到理论饱和。

表 2摇 逐级编码结果

开放性编码

标签化 概念化

主轴性

编码

选择性

编码

交学费、打生活费等

父母学历、父母教养子女方式等

父母职业、教育期望、教育参与程度、社会关系等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

资本

读博

基础

水平一般、胜任不了、没有天赋、不确定、没有信心等

愉悦满足、感兴趣、没有热情、怀疑专业科学性等

遵从个人意愿、自我发展、满足个人偏好等

能力评价

专业兴趣

自我实现

自我

认知

读博

内部

情境

学生与家庭角色冲突、家庭与事业角色冲突等

婚恋期待、黄金年龄生育期待、毕业期待、就业期待等

角色冲突

角色期待

社会

角色

帮忙带孩子、指导学术论文、写介绍信、指导调研等

尊重支持、语言鼓励、倾听、排解焦虑等

专业方向选择建议、申博建议、申博信息和人脉资源等

工具性支持

情感支持

信息支持

社会

支持

读博

外部

情境

五、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编码分析对提炼出的 3 个核心范畴和 4 个主范畴进行归纳、比较,建立起核心范畴联

系,大致勾勒出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如图 2)。 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构成的家庭

资本是女性读博的基础条件;女性读博认知受内外部情境共同影响,其中外部情境指女性所承担的社

会角色和感知社会支持,内部情境即女性的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和社会支持共同形塑女性的自我认

知,并最终决定读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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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

(一)读博基础:家庭资本是影响女性读博的先决条件

受“重男轻女冶传统思想影响,过去我国绝大多数女性在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加
之子女数量对教育资源具有明显的稀释效应[33],女性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远不及男性。 改革开放

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女性获得更多的家庭教育资源提供可能,成
为我国女性获得平等受教育权的关键政策诱因。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作为家中独生女可以获得充足

的教育资源。 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性别对分配家庭教育资源的影响,但衡量教育

资源多寡的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女性是否有机会接受博士教育的首要条件,家庭资本越丰厚,子代获得

博士教育的机会越大。
家庭资本通过代际传递方式帮助女性获得教育竞争优势。 科尔曼在分析社会资本对个体成长的

作用时尤其关注父母与子女的互动,特别是对子女教育的有效参与。 在构成社会资本的多重要素中,
家庭资本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具有显著影响。 例如,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文化认

知在日常生活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教育观念、学习方式和求学动机。 除家庭资本以外,经济资

本同样会影响女性是否选择读博。 通常优势阶层家庭能够给予女性充分的经济支持以解决读博期间

所需费用,消除后顾之忧。 优势阶层女性在硕士就读期间相对而言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学业,而不具备

阶层优势的女性,需花费更多精力从事兼职工作以赚取生活贴补,如 X22 和 X19 在读期间均从事 5
份以上兼职。 兼职数量越多的女性由于学习投入时间减少,越有可能选择直接就业。 不同家庭出身

的女性对“钱冶的认识及其意义建构不尽相同。 优势阶层女性对家庭经济资本的态度更为乐观,如
X18 谈道:“父亲一次性打了 4 年的学费,完全不用考虑经济问题。冶而不具备阶层优势的女性对“钱冶
的态度则更为敏感,倾向于将花父母的钱视为一种道德债务[34],她们会仔细权衡家庭经济资本和读

博所产生的经济负担。 “虽然爸妈说以我的意愿为准,但我心里总感觉会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冶
(D07)

父母受教育水平、文化惯习和家庭文化氛围对女性读博意愿具有导向作用。 父母受教育水平越

高的家庭由于积累了更多文化资本,对女性读博通常抱持积极的态度,希冀通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

维持优势阶层地位。 X09 这样描述父母对她读博的态度:“父母支持我的决定,我想读博的话就可以

去读。冶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并不是直接的,必须通过“惯习冶加以形塑。 布迪厄将“惯习冶定义为阶层

间文化差异的个体表现,惯习决定了个体稳定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品位的形成[35]。 X02 在谈到家庭环

境时,强调与父亲的沟通交流对自身要强性格的塑造、目标规划、读博选择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可见,家庭文化资本与女性读博意愿的萌芽和发展休戚相关,潜移默化地影响、形塑女性文化惯习。

在博士教育阶段学生间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家庭背景对博士生学业表现的影响逐渐减弱,更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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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个体的学习研究能力,但父母的职业背景、社会关系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等仍会影响女性读博意

愿。 尽管出生于父母职业声望有限和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家庭的子女在社会资本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部分受访者认为社会资本匮乏并不必然阻碍博士教育的获得,反而会激励其读博意愿的生成。
X05 的父母均是工人,她自大一起就对所学专业非常感兴趣并想继续读博深造。 不过由于未达到论

文发表要求,她的读博意愿开始动摇,但母亲一直鼓励她继续深造,在母亲的支持下她再次坚定读博

意愿。 父母寄予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读书改变命运冶观念。 社会

资本匮乏的家庭大多秉承这一教育观念:赋予子女更高的教育期望,希望通过博士教育改变阶层地位

以实现向更高阶层流动的目的。 X04 在谈及父母对她读博的态度时说道:“他们可能还是比较传统

的想法,我可以通过读书实现自我价值。冶
(二)读博认知:“角色规训冶与“社会支持冶的双重作用

特纳在阐述过程角色论时特别强调个体的角色期待与角色冲突。 相较于男性,女性在成长过程

中容易受“男主外女主内冶的角色定位影响,并在职业生涯过程中自觉内化并践行这种角色认知。 家

庭和社会通过赋予女性独特的角色期待,对其行为加以限制、规训和引导。 X12 生活在“重男轻女冶
观念浓厚的地区,她谈道:“我父母是不支持我读博的,他们觉得作为女生我的年龄已经到了,不用读

那么多书,可以结婚,再考个公务员。冶社会的“生育时钟冶强加给女性的生育角色期待经常会引发角

色冲突,如女性生育和学业之间的矛盾冲突。 许多受访者表示,读博期间平衡家庭和学业异常艰难。
脱产读博的 D22 便生动地阐述了这一冲突:“一方面怕现在不生以后生不出,另一方面怕生了毕不了

业。冶“读博毕业后也是 30 岁左右,去高校面临教师指标考核和生小孩的困境。冶(X05)不独于此,女
性还面临养育和事业的双重压力:“1 到 3 岁小孩肯定更需要母亲,当跟我的事业上升期有冲突时,还
是应当以小孩为主。冶(X03)“男主外女主内冶的传统家庭分工对女性赋予“母职角色冶并形成“强度母

职冶( insentive mothering)的社会期待,即从文化上强调女性应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陪伴孩子,暂时

搁置个人事业,男性在养育子女上仅仅扮演辅助性角色而非替代女性照料婴幼儿[36]。 “强度母职冶这
一概念主要用以描述女性负担高强度家庭照料工作的生活状态和母职意识形态[37]。 “强度母职冶的
期待致使女性不得不选择“退居二线冶,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养育责任,从而降低了读博职业预

期,弱化了读博意愿。 此外,导师对男博士生的性别偏好也对女性选择读博产生抑制效应。 X23 说

道:“实验室中男生居多。冶X15 直言:“通常情况下男导师更倾向于收男学生,认为他们更能吃理工科

的苦。冶
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更为感性,更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 女性所感知的社会支持特别是人际支

持对于读博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越有能力应对来自社会环境的压

力和挑战,从而提高其适应性。 换言之,社会角色让女性更关注人际合作和认知共识,更注重对社会

联系的建构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而非社会竞争本身及其所带来的成就。 具体而言,其一,尽管大部

分女性较少受他人意见影响,但仍有不少受访者表示情感支持能有效强化读博意愿。 X08 明确指出:
“周围人对你的支持和肯定会让你相信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冶其二,包括导师在内的重要他人的工具

性支持和榜样示范能有效引导女性感知学术价值。 “直到我遇到一位女老师,她充满激情活力和对

学生的热爱,一直在领域内不断探索,为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做贡献,我发现了读博的真正意义。冶
(D33)学术型硕士生和专业型硕士生在培养目标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导师指导风格。 在读经济学专硕

的 X09 坦言:“导师的指导偏向于就业,读博的同门较少。冶在读法学专硕的 X03 也表示毕业专业对

口是直接就业,她考虑工作后攻读在职博士以提升学历。 倘若学硕获得导师的学术指导和发表论文

数量较少,其学术热情难以得到持续强化,容易消解读博意愿。 如 X10 表示:“受到的学术训练较少,
经常需要自行摸索。冶其三,信息支持有助于女性在读博选择过程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和建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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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合理地做出是否读博的判断。 良好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导师的社会性和可接近性有利于强化女

性对博士的认知,提升女性学术自信。 女性通过与社会支持系统中重要他人的互动交流获取情感慰

藉、信息交互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可,缓解焦虑情绪,增强自信并进一步强化读博意愿。
(三)读博意愿:在“自我设限冶与“自我发展冶之间持续摇摆

读博作为一项高利害、高风险的学术活动,是否选择读博对任何人而言都非易事,它是对自我能

力评价和外部支持条件充分权衡的结果。 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对自我能力评价普遍低于实际,而男性

则会过高评价自我[38]。 我们通过访谈发现,大部分女性对学习研究能力的自我评估相对保守,认为

自身“学术素养普通冶(X09),“缺乏学术潜力冶(X21),自我效能感较低,而对自我的苛责极易诱发自

闭、焦虑的消极情绪。 究其根源,家庭和社会赋予女性的“完美、优秀、内敛、谨慎冶的角色期待逐渐内

化为女性对自身能力的高要求,“男强女弱冶的传统性别角色进一步将女性置于两性发展的从属地

位。 从实际情况看,女性学业表现普遍优于男性,但对未来独立从事学术研究仍缺乏自信。 如受访者

X05 认为自己“科研弱了一点,害怕毕不了业冶。 D11 的研究虽然已卓有成效并获得学界认可,却因

缺乏自信而陷入情绪内耗。 她自述道:“总是忍不住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既没水平也没价值。冶在读博

期间有不少女性存在对自我能力的否定,认为“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冶 (D41),“热情和毅力都不太

够,写论文无比痛苦冶(D23)。 许多受访者自卑感较强,过分在意他人评价而陷入自我怀疑,从而影响

甚至束缚自我发展。
如果说对自我的过低评价对女性升学产生抑制效应,从而消解其读博意愿,那么多元的社会支持

则有助于女性重拾求学的信心与热情。 如前所述,当女性在考虑是否选择读博时获得的正向反馈越

显著,升学指导越及时,师友的鼓励、安慰与关怀越多,则更倾向于选择读博。 反之,则可能阻碍其读

博。 事实上,伴随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开放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愈来愈多的女性出于自我发展的考

量选择读博。 由于父母学历有限,难以提供与博士教育相关的建议,因此他们干预较少并更愿意尊重

子女选择。 如 X08 提及:“我在考虑究竟是工作还是读博时,父母一直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冶受持续扩

招政策影响,博士学位带来的“边际收益冶明显递减,学术职业前景并不乐观。 正如 X12 所言:“我们

想去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高校当老师,其实还挺困难的。冶大部分受访者将个人发展置于首位,遵从自

己内心的态度。 学术志趣是支撑读博的首要动力,也是大多数女性衡量自己是否为“读博的料冶的核

心标准。 拥有学术志趣的女博士生在读期间精神状态更好,延毕率更低。 D13 表示:“(读博)最大的

快乐在于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冶反之,对学术不感兴趣、为博士文凭而读博的女性则面临抑郁等精神

健康风险,延期毕业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对读博士本身不感兴趣,只是想要学位,而自身实践经验

少,博士初期非常痛苦,整个精神状态下滑。冶(D49)

六、结论与反思

(一)研究结论

第一,家庭资本是女性读博的首要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

不断完善,女性发展空间得以有效拓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读博的经济压力。 对优势阶层家庭而

言,优渥的家庭条件能为女性读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持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而对不具备阶层

优势的家庭而言,教育资源的匮乏也可能激励女性继续深造,促使女性通过接受博士教育实现自我价

值和阶层跨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高校博士生与导师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依附关系,家庭资本不充

裕的女博士生更容易受经济依附关系影响,从而导致女博士出现精神亚健康问题。
第二,社会观念和人际支持是影响女性是否选择读博及能否顺利毕业的重要驱动力。 我国传统

的家庭婚姻观念抑制了女性博士教育获得,女性在选择是否读博的过程中无异于一场“精神赌博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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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期待中,女性被赋予“安稳、完美冶的角色期待,男性则被赋予“野心、勇气、试错冶
的角色期待。 相对固化的性别角色和社会期待在无意识中束缚了女性思想及其行为方式,诱使其朝

着符合女性性别和社会规范的方向发展。 女性在实现自我发展和满足社会角色期待之间容易出现情

绪波动,遭遇两难困境。 同时,不少单身女性存在原子化境遇不断加剧的情况,人际支持的缺乏可能

导致个体的“社会性瓦解冶,严重消解读博意愿。 女性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应树立自主发展意识,培育

个人旨趣与志业精神,坚定自我发展方向。
第三,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共同建构女性读博的自我认知。 性别由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

用形成。 一方面,受传统性别观念和注重效率优先的市场竞争逻辑的共同作用,性别隔离现象始终存

在于劳动力市场和教育领域,加剧了女性升学就业的压力和挑战。 换言之,社会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消

解了女性读博的意愿。 另一方面,在对自身学术能力的评价中,大多数女性表现出不自信和自我怀

疑,对读博这场“赌博冶满是犹疑[39]。 这一现象源自“父权制冶的社会话语体系。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

中逐渐习得的“谨慎、内敛冶等性格气质与生理结构中“力量小、承受能力低冶等特质相互作用,进而演

化为女性的能力焦虑,缺乏必要的社会性情感支持。 此外,社会对女性生育的角色期待与其生理结构

中独特的“抚育冶特征共同强化了女性母职观念,女性在抚育子女时自愿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
而影响其学业成就和博士教育获得。 公平是教育的永恒话题,性别平等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
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必须努力扫除性别不平等的障碍,消除对女性的

刻板印象和歧视观念。 从长远来看,让更多女性接受博士教育有助于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强化

角色定位和现实感知力,激发女性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机和学术热情,为女性选择从事高挑战性的

科研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二)研究展望

受研究者时间、精力和条件限制,本研究在数据获取和影响机制建构方面仍存在改进的空间。 第

一,由于本研究的部分数据来源于网络豆瓣小组,受此前疫情和线上访谈等因素限制,研究者仅对部

分豆瓣小组成员进行了访谈,对其余豆瓣匿名帖的作者难以进行深入交流以获取更多数据。 由于态

度和情感等信息在同质化群体聚集的网络社群中可能是单向度的,因此研究者只能基于自身理解进

行判断,难以深入了解发帖者的复杂心路历程,对于匿名帖内容分析与发帖者本人表意可能存在理解

偏差。 未来有望进一步通过网络民族志深入女性读博社群,以了解更多社交网络平台中女性读博的

内心世界。 第二,在女性读博意愿的影响机制建构上,家庭或个人遭遇变故的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

可能与本研究成果存在一定差异。 如个人突发重病导致身体难以承受博士学习任务而不得不放弃读

博,家庭资本和社会支持等均可能失去解释力。 未来可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范畴,增加研究对象的内

部异质性,修正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以增强其解释力。 第三,女性读博意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

程,本研究尚未将访谈之后的女性读博意愿变化纳入研究范围。 对此,未来可进一步做追踪调查,以
深入探究女性读博意愿变化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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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ould Prefer Doing a PhD:A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Women爷s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Doctoral Degree

CHEN Bin, WANG Yan
(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scale of female doctoral students in China爷 s colleges and universi鄄
ties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 female doctoral students are still generally faced with real pres鄄
sures such as gender inequality, delayed graduation and even withdrawal. The willingness to do a doctoral
degree is the key measure that influences whether women choose to study for doctoral degree,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sychological emo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fe鄄
male doctor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roles and social support, following the
analytical approach of the rooted theor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3 women were conducted. By utilizing
the internet to collect records of women爷 s choice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ir doctoral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men爷 s willingness to pursue a doctoral degree were explored. The study finds that:
family capital, which consists of economic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s the primary condition
for women to study doctoral degree, and the more favorable the family capital,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of
obtaining doctora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however, being from a low-class family can also
reverse the incentive for women to choose to study doctoral degre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lass leap;women爷 s
study of doctoral degree is affec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exts. The external context
refers to women爷s social role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e internal context is women爷 s self-percep鄄
tion, both of which influence women爷 s perceptions and regulate the intensity of their willingness to study;
family and society regulate women爷s behavior by assigning them role expectations, which leads to intense role
conflict and dissolves women爷s willingness to study, whereas women爷s willingness to study is positively rein鄄
forced by the emotional, instrumental, and informational support of significant others; women爷 s self-percep鄄
tion is constructed by both gender and sex. Women爷s self-perception is jointly constructed by gender and bio鄄
logical sex, which is the decisive factor directly affecting women爷 s choice of studying in the doctoral pro鄄
gram. Excessive external expectations of women爷 s roles and women爷 s low evaluation of their own abilities
aggravate the psychological conflict in their choice of studying in the doctoral program, which results in
women爷s dynamic oscillation between self-imposed limitations and self-development. Attention to women爷 s
willingness to study at the doctoral level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ocial roles,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gender stereotypes, establishing gender equality, and providing an open and supportive social soil
for women to engage in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female doctoral students;willingness to pursue a doctoral degree;influencing factors;conflict
of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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