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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成员心理因素在新时代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对我国心理学人才

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作为心理学学术创新中不可忽视的后备力量，探究学术创新

影响因素对于提高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创新水平、促进其学术创新成果产出、提升高校对其学术创

新的培育质量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24份深度访谈资料，使用NVivo12软件整理和转录资料，通过三

级编码分析资料，对S高校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导致心理学
硕士研究生陷入学术创新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学术创新专业认知、学术创新

个人特质和学术创新外部环境这4个主范畴。由此，本研究尝试建构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影响因

素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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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social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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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w era. The training of psychology talents has 
been put forward with higher requirement. In the academic innovation of psychology, psychology 
graduate students are the reserve forc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ex-
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ademic innovation includes: improving the academic innova-
tion level of psychology master students, promoting the output of their academic innovation re-
sults, and improving the cultivation quality of their academic innovation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data of 24 in-depth interviews, using NVivo12 software to organize and transcribe the data, we 
qualitatively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ademic innovation of psychology students in S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ilemma of academic innova-
tion include: academic innovation concept, academic innovation professional cognition, academic 
innovation self-consciousnes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academic innov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trie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propose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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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当前，知识开放已成为全球共识，即推动学术信息开放，使科研成果实现全球范围的广泛分享。综

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眭依凡，2023)。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让世界听到更多“学术

中的中国”“大力聚集创新人才”。因此，提升我国知识创新水平和知识影响力，培养符合新经济时代

的创新型人才是高等教育肩负的历史使命。 
创新是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核心和灵魂(赵沁平等，2022)。加强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教育的同时，提高其

学术创新能力，不仅是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主要培养目标，还能为全面提升博士研究生创新素质打好基础。

而学位论文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环节，以及衡量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体现学术研究成果创新价

值的形式之一。然而，许多硕士研究生缺乏学术创新意识和兴趣，抑或其他原因，导致其仅以顺利毕业

为学术研究目的，处于被动“创新”的研究状态。再者，由于学术领域出现普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

使“创新”开始呈现泛化和庸俗化(王洪才，2021)。保证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质量，提高其学术创新能

力，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  
目前，中国心理学研究文章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排名为世界学术界前列。然而，质量总体而言有

待提高，尤其表现在创新性和开创性的研究较少(陈巍等，2022)。如何使我国心理学研究更具有创新的可

能，做出开创性的突破，建立起本土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并真正挖掘出本土心理学的创新之处，是我国

心理学创新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另外，心理健康关乎社会治理和国家长治久安，不仅是自然灾害后的

心理重建和后疫情时代心理问题的应对，还是满足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中的群体心理需要等，保障公众心

理健康，积极促进心理创新成果服务社会是我国心理学发展要承担的社会责任(黄梓航等，2021)。心理学

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心理学硕士”)作为学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对象，同样应担负起心理学研究本土化发

展与创新，以及产出更多符合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学术创新成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是如何理解学术创新问题的？其学术创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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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应对做法是什么？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来探究真实情境中，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

新的影响因素问题。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原始资料的不断对比，提炼出反映心理学硕士学术创新的真实感

受的观念，从而发展出相关学术创新范畴及其之间的联系，最后形成理论(陈向明，2020)。借助质性分析

软件 NVivo12 对原始资料进行三级编码，该软件具有支持质性数据整理、分析和提炼等功能，但其无法

代替研究者对资料进行专业性分析。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心理学硕士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S 大学心理学院硕士的学习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筛选

出符合研究目的的受访者，并结合“滚雪球”方式(威利格，2019)，由受访者推荐其身边的合适受访者，

以此招募更多能为研究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受访者。根据资料饱和原则(萨尔达尼亚，2021)，即后续受访者

不能够提供学术创新相关的新信息时，访谈工作结束。最终，本研究选取 S 大学心理学学院中 24 名心理

学硕士参与访谈，受访者基本信息分布情况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table of the interviewed samples 
表 1. 受访样本分布情况 

类别 项目 人数(个) 百分比(%) 

性别 
男 8 0.33 

女 16 0.67 

年级 

研三 10 0.42 

研二 8 0.33 

研一 6 0.25 

跨专业 
是 3 0.13 

否 21 0.87 

培养类型 
学术型 18 0.75 

专业型 6 0.25 

学术成果 
有 9 0.38 

无 15 0.62 

2.3. 访谈过程 

在访谈开始前，将访谈提纲的电子版/纸质版发送受访者，确保其对访谈问题进行充分思考，并据此

回顾自身与学术创新的相关经历，目的是搜集到真实丰富的访谈资料。在受访者身心放松的状态下，根

据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进行提问，每次访谈时间约为 30 分钟，以便其能更多地表达出自己对学术创新的真

实想法。通过一对一深度访谈，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搜集资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时间和空间

对开展访谈工作的限制问题。 
访谈提纲包括四个方面，具体问题分别为：1) “你认为创新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意味着什么？”；2) “你

认为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学术创新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3) “你在学术创新过程中付出了哪些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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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4) “你觉得自己获得哪些帮助会有助于实现学术创新？”。访谈要求受访者对相关的学术生活经历

进行细致描述，并根据其回答进行适当追问，确保理解受访者表述的真实意义，避免产生误解。征得受访者

同意后，访谈全程录音并做记录，结束访谈后对全部资料转录为文本资料，导入 Nvivo12 软件进行编码分析。 

3. 资料分析 

本研究对原始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包括三个编码级别：开放编码(一级编码)，将全部资料按其原始进

行编码；轴心编码(二级编码)，发现并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联系；选择编码(三级编码)，对已发现的概念

类属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核心类属(陈向明，2020)。 

3.1.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是原始资料概念化的过程，即提炼出抽象概念后，合并与重组意义相近的语句。本研究对

访谈资料进行逐句编码，在最大程度保证受访者原意的前提下，进一步比较、修订和抽象化处理，最后

得到 37 个次类属。 

3.2. 轴心编码 

轴心编码主要关注能充分反映原始代码的内容，此阶段的编码结果代表着最重要、最高频出现初始

代码。在开放编码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取，通过分析类属间的联系，归纳得出 11 个范畴。 

3.3. 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是将不同类型的代码与类属再次相联系，主要处理范畴之间的关系，形成连贯的整体。本研

究通过归纳与整合，最终确定 4 个核心范畴，分别为“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学术创新专业认知”、“学

术创新个人特质”和“学术创新外部环境”。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影响因素的三级编码结果见表 2。 
 
Table 2. Three-level coding of factors influencing academic innovation in Psychology 
表 2. 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影响因素的三级编码 

选择编码(4 个) 轴心编码(11 个) 选择编码(37 个) 

学术创新主观理解 

创新意义 
学术意义 

实际意义 

创新态度 
积极 

消极 

学术创新专业认知 

专业创新特点 

学科融合 

被试群体 

变量关系 

实验范式 

量表设备 

专业创新视角 

与时俱进 

社会问题 

少数群体 

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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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术创新专业认知 专业创新追求 

解决问题 

满足需要 

学术贡献 

学术创新个人特质 

创新思维 

发散思维 

逻辑思维 

聚合思维 

创新动力 

兴趣爱好 

成就感 

情绪情感 

创新意志 

坚持 

执行力 

克服困难 

学术创新外部环境 

师生互动 

导师期待 

学术指导 

精神影响 

学术氛围 

同伴互助 

沟通质量 

榜样作用 

资源条件 

物质满足 

资金支持 

时空自由 

前沿信息 

4. 结果与分析 

4.1. 学术创新主观理解是学术创新的先决条件 

通过主轴编码提炼出学术创新主观理解的 2 个相关类属，分别是“创新意义”和“创新态度”。创

新意义指心理学硕士对学术创新是否具有真正价值的理解，包括学术意义和实际意义。比如，前者在宏

观层面上，学术创新可以推动心理学领域发展；微观层面上，学术创新能为心理学硕士个人的学术发展

带来一定优势。后者在宏观层面上，解决社会群体的心理问题；微观层面上，满足个体的心理需要。 
创新态度指心理学硕士对学术创新能否实现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

象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Riegler, 2002)。持有积极态度的心理学硕士认为，学术创新是能实现的、硕

士研究生学术创新的评价标准是能满足的；持有消极态度的心理学硕士认为，学术创新是很难实现的，

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达不到开创性、变革性的标准。总之，心理学硕士对学术创新不恰当的主观理解

会影响其后期学术创新行为的选择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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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术创新专业认知是学术创新的必备基础 

在学术创新专业认知的相关类属中提炼出 3 项类属。第一项是“专业创新特点”，指心理学硕士对

心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学术创新特点的认识。访谈资料分析得出，大多数心理学硕士认为心理学学术创

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5 个方面：其一，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具备进行学

科融合的天然优势；其二，由于人的心理的复杂性，所以不同被试群体的同一心理问题研究会得到不同

结果；其三，事物之间的关系多样且多变，变量关系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其四，以经典实验范式为基础，

根据社会需要和时代变化设计现在实际的新实验范式；其五，编制新的测量工具、使用先进的仪器设备

有利于探索前人研究成果中未发现的创新点。 
第二，心理学硕士发掘学术创新点时，主要从以下 4 个心理学“专业创新视角”进行：首先，以与

时俱进的眼光看待心理学专业自身的发展；其次，主动体验实际生活、观察社会现象，将心理学理论运

用到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再次，关注少数群体的心理研究问题，不要仅围绕热点

研究中的被试群体开展学术研究；最后，学术创新的起始点及研究过程都体现着心理学的人文关怀特点。 
第三项是“专业创新追求”，指心理学硕士自身的具体学术创新目标。访谈中发现，期望实现学术

创新的心理学硕士更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满足群体心理需要，能真正为心理学发展做出学术贡献。综

上，心理学硕士的学术创新专业认知不仅影响其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意愿，还影响其对心理学学术

创新的看法。 

4.3. 学术创新个人特质是学术创新的内在动力 

对于学术创新个人特质，本研究提炼出 3 个相关类属，分别为“创新思维”、“创新动力”、“创

新意志”。心理学学术创新思维主要包括发散思维、逻辑思维和聚合思维，其中，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

维的核心。发散思维(Guilford, 1950)有利于心理学硕士对研究问题产生多种想法或不同解决问题策略；聚

合思维有助于综合学术创新相关的想法和经验，从而向一个方向进行深度思考。 
创新动力主要来源于兴趣、成就感和情绪情感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其一，心理学硕士对学习心

理学专业的爱好、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以及对学术创新的兴趣；其二，心理学硕士学术创新的自我期待

(Rahmat et al., 2019)和先前成功经验，；其三，学术创新过程中产生的情绪情感，比如研究进程进入瓶颈

期时感到迷茫、实验结果多次与预期假设不符而丧失信心，以及学术研究苦旅中时常波动起伏的情绪。 
创新意志体现在心理学硕士在学术创新过程中的执行和坚持，敢于迎接未知挑战并克服困难等方面。

创新意志不仅是心理学硕士实现学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对其调控学术创新所引起的情绪情感方面

发挥作用，进而维持学术创新行为的稳定表现。 

4.4. 学术创新外部环境是学术创新的间接动力 

学术创新外部环境这一核心类属包括“师生互动”、“学术氛围”和“资源条件”3 个相关类属。

从编码结果得出，学术创新中的“师生互动”以导师为主导，不仅取决于导师对心理学硕士个人学术发

展的期待，也依赖导师自身的学术创新追求和学术研究能力。学术指导方向是否符合心理学硕士的研究

兴趣，学术指导内容可否为解决学术创新问题提供有效帮助，学术指导风格能否被适应与接受等，都会

影响学术创新的师生互动结果。同时，心理学硕士在师生互动中受到的精神影响会持续作用于学术创新

的整个过程。 
学术氛围主要指心理学硕士除导师之外而存在的学术人际交往氛围。心理学硕士间的同伴互助，既

有学术研究和专业问题的互帮互助，也有学术创新过程中情绪情感的互相鼓励。另外，提高学术沟通质

量可以增加学术创新交流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心理学硕士具备主动寻求学术帮助的意识并利用一些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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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学术创新中的榜样作用并非一定带来积极作用，取决于心理学硕士的个人特质。一般而言，榜样

会产生替代强化的作用，激发心理学硕士创新的动机，认为自己可以像身边的榜样一样获得学术创新成

果。但也可能造成明显的心理落差，产生自我贬损(Speer, 2019)和自卑的现象，从而加剧学术创新的焦虑

情绪。 
资源条件是支持心理学硕士整个学术创新过程的外在条件，主要包括：满足学术创新实践需要的相

关物质条件；减轻学术创新实际压力，并激发学术创新动机的学术研究支持资金；给予心理学硕士最大

程度自由的研究场所和学习研究时间；提供进行心理学领域前沿信息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与平台等。总而

言之，良好的学术创新环境不仅能为学术创新提供充分的物质支持，还能让心理学硕士产生充足的学术

创新信心和底气。 

4.5. 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模型 

本研究基于三级编码的结果与分析，尝试建构出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模型。该模

型是一个棱锥体结构，其中“学术创新”、“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学术创新专业认知”、“学术创

新个人特质”和“学术创新外部环境”共同构成立体图形的 5 个顶点，反映心理学硕士学术创新的主要

影响因素以及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ademic innovation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Psychology 
图 1. 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模型 
 

其一，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对心理学硕士的学术创新个人特质产生影响。心理学硕士对学术创新的认

识和评价是一种主观理解，而个人特质以遗传因素为基础(Kaplan et al., 2015)，受到重大事件和思想观念

等影响塑造而成。因此，心理学硕士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决定其是否将创新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目的之一，

以及能否实现学术创新的自我判断依据之一。若认为自身现阶段无法完成学术创新，甚至否定自己具备

学术创新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学术创新思维、降低学术创新动力及消磨学术创新意志。 
其二，学术创新专业认知影响心理学硕士的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和个人特质。心理学硕士专业知识技

能的积累和掌握程度，会使其主动重新思考学术创新意义并调整学术创新态度。同时，促进心理学硕士

自身与创新有关的个人特质具体化为学术创新的个人特质。心理学关于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创造性

解决问题(Sternberg, 2002)等相关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对心理学硕士进行学术创新活动存在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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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助于其形成学术创新个人特质，还可以在其学术创新过程中提供高效创新的理论指导。 
其三，学术创新个人特质反作用于心理学硕士的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和专业认知。一方面，学术创新

个人特质会促进学术创新理解的多样化，促使心理学硕士敢于学术创新实践。另一方面，心理学硕士的

创新思维有利于发现更多的专业创新特点，创新动力有利于发掘丰富的专业创新视角，创新意志有利于

坚定专业创新追求。 
其四，学术创新外部环境对心理学硕士的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学术创新专业认知与学术创新个人特

质均有影响。学术创新外部环境是心理学硕士学习生活、学术研究的主要场域。不利于学术创新的外部

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发不恰当的学术创新主观理解，降低学术创新专业认知对学术创新可行性

的预测，更容使心理学硕士为自己消极的学术创新行为倾向做出“合理化解释”(Cushman, 2020)。心理

学硕士学术创新意识的产生、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学术创新思维的形成、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等，受

到外部环境的促进和制约。 
综上，“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学术创新专业认知”、“学术创新个人特质”和“学术创新外部

环境”4 个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学术创新的实现，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过程也体现在以上 4 个方

面。其中，“学术创新个人特质”与“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学术创新专业认知”分别存在相互作用。

“学术创新外部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心理学硕士的“学术创新主观理解”、“学术创新专业认知”

和“学术创新个人特质”。 

5. 结论与建议 

5.1. 改变消极的学术创新观念 

学术创新观念是心理学硕士是否表现学术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具有内隐性(Grundmann, 2021)。心

理学硕士对学术创新的高期望和过高标准会增加压力与焦虑，造成自我怀疑而降低学术创新热情。帮助

其更加清晰明了地认识和理解学术创新，改变模糊不清的学术创新主观理解，才有利于产生积极的学术

创新态度。 

5.2. 提高专业水平与学术能力 

学术创新的实现离不开牢固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熟练运用学术研究技能，以及深挖专业知识和紧跟

前沿研究。既要通过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提高心理学硕士学术创新能力，也要尽可能提供学术创新实践

项目和心理学前沿研究的学术交流机会。提高心理学硕士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的意识和能力，尤其是对

前沿动态与趋势的敏感性。同时，培养心理学硕士自觉形成用心理学视角观察生活、发现问题、分析现

象等专业素养。 

5.3. 培养心理学硕士创新人格 

良好的知识基础和学术技能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实现学术创新，要注重培养心理学硕士的创新人格。

激发心理学硕士学术研究兴趣的同时，要锻炼其学术创新思维，引导其主动深入思考研究问题的思维习

惯。不应过分强调学术创新作为衡量学术研究价值及评价个人学术发展水平的外在标准性质，注重将实

现学术创新目标转变成心理学硕士的自我成就目标(Pintrich, 2000)。此外，创新意志(Baumeister, 2002)坚
定是维持学术创新行为不可或缺的个人特质，也是心理学硕士不断积极进取、克服困难，直到实现学术

创新的内在力量。 

5.4. 营造良好的学术创新环境 

学术创新环境是心理学硕士进行学术创新的主要阵地，既要利于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又要支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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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的创新。良好的师生互动不仅为学术创新提供专业性学术帮助，也可以让心理学硕士面对学术创

新困境时拥有足够的精神支持。自由、轻松、浓厚的学术氛围更利于实现学术创新，避免陷入闭门造车

的困境而引发焦虑、无助、自卑等情绪。院校师生应加强交流，尽可能了解并解决心理学硕士学术创新

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支持资源等现实情况，减少其学术创新实践的后顾之忧。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尝试建构出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为心理学硕

士研究生学术创新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启发，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本研究在

研究对象的选择范围和数量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可能存在心理学硕士学术创新影响因素建构不全面的

问题；其二，质性研究具有一定主观性和经验性，未来可以通过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一

步深入研究，得出更丰富、更全面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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