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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近年来，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得到普遍关注。本研究旨在揭示硕士研究生存在的心理

压力；方法：采用访谈法，对来自15所大学的共24名硕士研究生进行访谈。采用Nvivo11.0软件，运用

扎根理论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开放式登录结果表明，本次访谈资料包含42个节点；进一步的关

联式登录结果发现了18个亚类属以及8个类属；最后核心式登录发现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压力主要包含学

业压力、疫情影响、生活环境、未来发展、人际关系、生活压力、导师压力、压力反应等八个方面。结

论：硕士研究生心理压力主要来自学业、未来发展、人际关系、导师要求、生活本身的压力以及生活环

境等方面，并且其压力受疫情影响，由此产生的压力反应包含情绪反应、行为反应以及生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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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university graduate student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veal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postgraduates. Methods: A total of 24 postgraduates from 15 universities were interviewed by in-
terview. Nvivo11.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btained with grounded theory. Results: 
The results of open login showed that the interview materials included 42 nodes; Further correla-
tion logging results showed that 18 subclasses and 8 genera were found; Finally, the core login 
found that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the master’s students mainly included eight aspects, in-
cluding academic pressure, epidemic impact, living environment, future development, interper-
sonal relationship, life pressure, tutor pressure, and stress response. Conclusion: Postgraduates’ 
psychological stress mainly comes from their studies, future develop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hip, tutor’s requirements, life stres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ir stress i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situation. The resulting stress responses include emotional,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
cal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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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是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因为面临

毕业、就业、婚恋等多方面问题，研究生往往承担了较强的心理压力，使得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频

发。有研究表明，目前而言，研究生的焦虑情绪突出(何云辉，赖小林，2008)、人际关系敏感以及不自信

或自卑(林洁，2010；代凤，2013)。虽然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前人对研究

生心理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为量化研究，虽然能揭示研究生存在的心理压力问题，但是无法对这种

压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更无法切实地挖掘这些问题之间的内存联系。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GT)是一种从经验资料出发建立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Faber et al., 2022)。

运用该方法，研究者可以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质性资料中进行归纳以及经验总结(孙晓娥，2011)，
近年来，扎根理论越来越多的运用于质性研究中，对于理论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研究旨在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压力进行理论构建，深入分析研究生心理压

力问题，以期弥补前人在研究生心理健康领域研究中重量化轻质性的局限性。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取样法，共访谈来自 15 所大学共 24 名硕士研究生，其中男性 11 人，女生 13 人；

年龄 22~37 岁，平均年龄 26.17 岁，标准差 3.29 岁；已婚 4 人，未婚 20 人；全日制 21 人，非全日制 3
人；一年级 8 人，二年级 14 人，三年级 2 人；学术硕士 7 人，专业硕士 17 人；被试来自包含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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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艺术设计与应用研究、应用心理、电子信息、汉语言文学、艺术、体育学、中医内科学、计算机专

硕、中药分析、针灸推拿学、计算机系统结构、中医外科学、运动心理、农艺与种业、临床医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等在内的多个专业。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1. 被试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专业 是否全日制 硕士类型 年级 

A1 男 37 已婚 工程管理 全日制 专硕 2 

A2 男 25 未婚 环境艺术设计与应用研究 全日制 学硕 2 

A3 女 26 未婚 应用心理 非全日制 专硕 3 

A4 女 27 未婚 应用心理 非全日制 专硕  

A5 女 24 未婚 电子信息 全日制 专硕 2 

A6 女 23 未婚 汉语言文学 全日制 专硕 1 

A7 女 25 未婚 电子信息 全日制 专硕 2 

A8 女 26 未婚 艺术 全日制 专硕 2 

A9 男 25 未婚 体育学 全日制 专硕 1 

A10 女 25 未婚 中医内科学 全日制 专硕 1 

A11 女 22 未婚 应用心理 全日制 专硕 2 

A12 女 24 未婚 计算机专硕 全日制 专硕 2 

A13 女 24 未婚 应用心理 全日制 专硕 2 

A14 男 24 未婚 电子信息 全日制 学硕 2 

A15 男 26 未婚 中药分析 全日制 学硕 2 

A16 女 23 未婚 应用心理 非全日制 专硕 1 

A17 男 26 已婚 针灸推拿学 全日制 专硕 1 

A18 男 29 未婚 计算机系统结构 全日制 学硕 2 

A19 男 28 未婚 中医外科学 全日制 学硕 2 

A20 男 28 未婚 针灸推拿学 全日制 专硕 1 

A21 男 24 未婚 运动心理 全日制 专硕 1 

A22 男 32 已婚 农艺与种业 全日制 专硕 1 

A23 女 30 已婚 临床医学 全日制 学硕 2 

A24 女 25 未婚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学硕 2 

2.2. 访谈内容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通过跟受访者面对面交流或采用线上交流的方式展开问题。具体的访谈内

容如下： 
1) 您觉得自从上了研究生之后，您都面临着哪些压力？ 
2) 这些压力给你带来了哪些影响？包含身体上的或心理上的。 
3) 您觉得这些上面这些压力中，哪些压力是研究生生活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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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觉得研究生学习期间，除了上述说的压力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您的身心健康？这些因素

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包含身体上的或心理上的。 
5) 除了上述所说的身体上的或心理上的症状，您觉得在研究生期间您还有哪些身体上的或心理上的

不适？ 
6) 您身边的研究生同学或您知道的研究生同学都面临哪些压力？他们会有哪些身体上或心理上的

不适？有什么例子没有？ 

2.3. 访谈过程 

研究人员对访谈主试进行培训，之后，主试与受访者约定时间进行访谈。在正式访谈之前，受访者

阅读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所有被试都同意对访谈进行录音。 

2.4. 资料编码 

访谈结束后，由主试对文本进行转录，在转录过程中隐去受访者姓名，核对转录后的文字资料，最

终获得约 5 万字的文字资料。将文字资料导入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1.0，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对文字

资料进行编码、类属分析进而提取相关的主题分析，抽象出研究主题。该过程包含三级编码：开放式登

录、关联式登录以及核心式登录。 

3. 结果 

3.1. 开放式登录结果 

在一级编码中，也就是开放式登录中，本研究将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节点抽取，其中每个节点包

含一个或多个资料参考点，即原始资料中涉及到该节点的访谈内容。经过分析发现，本次访谈共包含求

职压力、毕业去向选择、考博、毕业论文、毕业考试、课题研究、课程压力、医患关系、恋爱压力、住

宿条件、同学关系、自我提升、照顾家庭、经济压力、同学竞争、医院环境、缺乏锻炼、颓废、疫情干

扰学业节奏、疫情影响经济收入、熬夜、疫情影响就业、导师布置工作、导师风格、导师沟通、发表论

文、情绪波动、规培任务、身体健康、实习压力、食欲问题、睡眠问题、学习生活失衡、疫情程度、疫

情封控、焦虑、恐惧、伤心、无奈、孤独感、脾气暴躁、其他人际关系等 42 个节点。见表 2。 
 
Table 2. Examples of concept nodes and reference points of open coding 
表 2. 开放式登录的概念节点与参考点示例 

节点 参考点 原始例句 

求职压力 18 因为我们这一届招生招的特别多，然后都显着不太吃香了。 

毕业去向选择 1 现阶段的压力就是自己毕业是要继续考博，考公还是工作。 

考博 4 想读博的话，再发两篇核心期刊的，还要需要做实验。 

毕业论文 8 就是毕业那个论文，因为我们组对论文要求比较严，就是比别的组都开始的早。 

毕业考试 1 研三的这种师哥师姐，他们面临毕业， 
可能会有更大的这种毕业的这个考试的压力。 

课题研究 10 实验不出结果，被导师追着要结果的时候。 

课程压力 12 就考试很多啊，每一科就是不考的话就会挂科，挂科就会影响毕业。 

医患关系 1 医患关系呢，也比较紧张，这个所以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恋爱压力 11 感觉读了研究生之后，交际圈更小，然后想要认识新的朋友变得更加难一点儿，

然后，就是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另一半儿也会更加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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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住宿条件 2 新换的学校的物业这个对寝室的卫生间打扫不及时。 

同学关系 6 
人际关系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跟身边的朋友，还有性格不一样

的朋友和室友处理好关系，还有处理好长期关系。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是不一样

的，就是长期相处，就是很容易暴露出了自己的缺点。 

自我提升 1 没有任何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些工作你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你将来自己是不是要

从事这个东西，就是自己提升问题。 

照顾家庭 1 为我父母年龄相对来说会大一点，所以在父母这方面有些压力。 

经济压力 11 家庭条件不是太好，所以在就是一般在这个年龄，一般不都是出去工作了嘛，现

在我们，我呢，在我来讲呢，我没有什么可以出去工作的办法 

同学竞争 1 
因为我们实验室我们老师的学生都不怎么发论文，然后别的老师的学生一篇两篇

疯狂的发论文，然后我们这些人都觉得跟人家都有差距，还有人家学的是算法一

类的，就觉得上学不学算法的好像没上一样，但是我们都不搞，就觉得有点焦虑。 

医院环境 1 
这个环境也比较比较压抑一些，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有那个各种各样来就

诊的患者，他们有这种身体上，心理上的各种病痛来折磨，然后所以我们面对这

些患者，也会多少受他们的一些影响。 

缺乏锻炼 2 坐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感觉这个锻炼时间，比以前。虽然说学校这个基础设

施很完善，但是锻炼时间比较少。 

颓废 1 (压力带来的影响是)容易自我颓废。 

疫情干扰学业节奏 1 个疫情会把这个所有的(学业)节奏给打乱。 

疫情影响经济收入 1 去哪儿挣钱都不方便，来哪儿都需要隔离。 

熬夜 6 现在的话作息就完全混乱了，就有时候干活完全能干到差不多凌晨的四五点。 

疫情影响就业 3 受疫情的影响吧，然后春招、秋招也基本错过了，那找工作上的影响就是比较大

的一个问题。 

导师布置工作 12 项目太多了就是，他们成天就是给老师做项目。 

导师风格 8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就是导师的疯狂 push 吧。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我室友，他们课

题组的一个拿国奖的一个特别优秀的师姐，然后每天还会被他们老师疯狂 push。 

导师沟通 2 最终最主要的我可能这三年来最多的压力可能就是和导师之间的沟通吧，让我觉

得压力挺大。 

发表论文 11 写论文真写不出来。 

情绪波动 3 有一段时间觉得非常的累，然后每天晚上都特别的想哭，然后在白天想和人说话，

分享欲，表达欲，几乎为零。 

规培任务 2 
然后每天工作时间比较长，而且我们这个。医院呢，属于这种全年无休的，就是

就是倒班儿制的，就是周六日，什么国家国家的法定节假日都是没有休息的，所

以呢，身体上还是比较劳累的 

身体健康 13 工作太多嘛，就经常会，就是身体不太好，就犯一些颈椎病，头晕恶心。 

实习压力 3 实习那家机构真的，我我真的超级不喜欢，就是第一天去我就不喜欢，然后但是

我还在那边呆了半个月，然后就我觉得真的是给我的身心带来了二次损伤。 

食欲问题 3 暴饮暴食，身体长胖。 

睡眠问题 13 然后就致使那个学姐，她虽然很厉害，但她也会陷入自我怀疑，但都觉得自己一

事无成，然后整夜失眠 

学习生活失衡 1 
学习和生活不能平衡好所带来的压力吧，然后对我的影响就可能会把就是我感觉

我自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对外面的事物不会充满兴趣，然后又不愿意去尝试外面

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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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程度 2 一些疫情的程度啊，包括什么我家的疫情或者学校周围的那种疫情，都会其实就

是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疫情封控 4 这个疫情啊，它不太方便，不管是在学校里或就是真的是有事需要外出学校的话，

回来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的手续然后申请啊，要出校就是很不方便 

焦虑 14 感觉心理上觉得就是很紧张，但是呢，又不知道该从何着手开始做 

恐惧 1 
是研究生期间才有的，本科的时候没有过，就莫名的心慌，就，就，有的时候感

觉会有点发抖，如果每次就是感到心慌的时候，我必须要出去走一走，不然我就

有点想发脾气的那种感觉。 

伤心 1 就是带来的影响，就是心里边会有那种就是失落，不开心的感觉，会很难过，很

难过，特别难过。 

无奈 1 很无奈的感觉 

孤独感 7 
因为研究生的话，我觉得不像我上本科和以前上高中的时候一样。那时候的话，

同学们都是在一起，在一起玩的，然后在研究生了之后呢总感觉干什么都是一个

人，没有什么人和我一起。 

脾气暴躁 2 他们(课题组)男的就是比较暴躁吧，被逼的。 

其他人际关系 4 所有课讲 PPT，他都会打断我，嘲讽我。然后就是我在工作室的时候就隔三差五

检查工作，使劲让我摆桌子挪桌子。 
 
Table 3. Axial cod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cept categories 
表 3. 关联式登录结果及概念类属间关系 

节点 亚类属 类属 

求职压力、自我提升、毕业去向选择 
考博 

职业发展 
升学 未来发展 

恋爱压力 
导师沟通 

同学关系、医患关系、其他人际关系 

亲密关系 
师生关系 

一般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住宿条件 
医院环境 

居住环境 
学习环境 生活环境 

疫情影响就业、疫情干扰学业节奏、疫情影响经济收入、疫情封控 
疫情程度 

疫情间接影响 
疫情直接影响 疫情影响 

毕业论文、发表论文、课题研究 
毕业考试、课程压力、规培压力、实习压力 

同学竞争 

学术压力 
课业压力 
竞争压力 

学业压力 

焦虑、恐惧、脾气暴躁、伤心、无奈、孤独感、情绪波动 
颓废、熬夜、学习生活失衡、缺乏锻炼 

身体健康、食欲问题、睡眠问题 

情绪反应 
行为反应 
生理反应 

压力反应 

照顾家庭 
经济压力 

家庭压力 
经济压力 生活压力 

导师风格 
导师布置工作 

导师管理 
 导师压力 

3.2. 关联式登录结果 

在关联式登录分析中，通过多次选择和对比，本研究建立了各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最终确定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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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职业发展、升学、亲密关系、师生关系、一般人际关系、居住环境、学习环境、疫情间接影响、疫情

直接影响、学术压力、课业压力、竞争压力、情绪反应、行为反应、生理反应、家庭压力、经济压力、

导师管理等在内的 18 个亚类属以及包含未来发展、人际关系、生活环境、疫情影响、学业压力、压力反

应等在内的 8 个类属。见表 3。 

3.3. 核心式登录 

通过将对总结出的概念类属进行深入分析，将所有类属集中到可以统领的核心类属上，结果发现研

究生的压力主要包含学业压力、疫情影响、生活环境、未来发展、人际关系、生活压力、导师压力、压

力反应等八个方面。见图 1。 
 

 
Figure 1. Stress of postgraduates 
图 1. 硕士研究生压力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 24 名研究生进行深入访谈，对研究生面临的心理压力及压力反应进行了揭示，对于研

究生的心理健康相关研究提供了质性资料补充，对于研究生心理健康的改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研究发现，研究生的学业压力是其承受的主要压力之一，其来源有学术压力、课业压力以及竞争

压力。其中学术压力是指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面临的压力，包含发表论文、毕业论文以及课题研究等三

个方面。与本科生不同，研究生除了要完成必要的科目的学习之外，其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类似，均

要完成相关的科学研究，完成毕业设计，除此之外，大部分院校对研究生的要求除毕业设计之外还会要

求其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程利娜，吴筱玫，2006；高耀，2022)。 
除学术压力之外，少部分学生还面临着竞争压力(于航，2017)。所谓竞争压力即指在学习与科研过程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6305


吕少博 等 
 

 

DOI: 10.12677/ap.2023.136305 2480 心理学进展 
 

中，感受到的来自同学的压力。从本研究来看，这种压力主要也侧重于学术研究，但是与纯粹的学术研

究还是有所不同，更多的是与同学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对比而产生的压力。 
本研究发现，研究生对于未来发展的压力也是其承受的主要压力之一。该方面的压力涉及到求职、

考博以及在这两方面的选择与权衡本身带来的压力。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许多本科毕业的学生为了找

到更为理想的工作而选择考研(黄宇施，顾倩，宋晓丹，2021)，也就是说，其读研本身的目的就是更好的

就业。然而，就目前而言，大多数研究生的就业形势亦不乐观，这导致许多学生，尤其是临近毕业季的

学生在就业方面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压力。除了就业之外，考博也是研究生未来的选择之一。然而，相对

于硕士研究生考试，博士研究生的考试要求更高，条件更复杂，这也会让考博的学生随之产生较大压力。 
本研究发现研究生也承受着较大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从频次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恋爱压力。

大部分研究生已经步入适婚年龄，但是因为研究生期间来自课业以及学术方面的压力，使其较少有时间

与精力专注于个人问题的解决，同时，研究生期间大部分学生的经济来源并不稳定，这也给其正常的婚

恋交往带来经济上的压力。综上种种，未婚研究生可能会感受到来自自身或来自于家庭的催婚而产生的

恋爱压力(翟新倩，2012)。除了恋爱压力之外，研究生还承受着同学关系疏远方面带来的压力。研究生的

学习与本科生不同，一是班级规模较小，二是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也不如本科生频繁，这导致研究生同学

之间的沟通较少，正如本次访谈中所发现的，有些研究生感觉同学之间关系疏远，从而产生孤独感。与

导师之间的沟通也是研究生面临的压力之一。同样，与本科生的学习不同，研究生的学习是导师负责制，

在研究生的学习的各个环节，导师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一些不擅长人际交流的学生或者不适应其导师管

理方式的学生可能存在与导师沟通交流上面的压力。 
正因为导师在研究生的学习中具有较强话语权，所以导师的管理也是许多研究生压力的重要来源。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当导师分配给研究生的项目较多，要求较严格，与研究生自身的论文关系较少，且

没有经济上的回馈时，研究生感受到的压力较大。并且，如果导师对学生的表现倾向于给予负性的反馈

时，研究生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并且往往会产生情绪上的困扰，如有的研究生表示会“怀疑自己”，“感

到茫然”，甚至“不再有考博的念头”。 
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疫情也对研究生产生了较大的压力(Horgos, Soria, Chirikov et al., 2020)。这种

压力可以分为直接压力与间接压力。所谓直接压力是指疫情本身带来的恐慌，而间接压力则表现为多个

方面，比如疫情造成的就业机会的减少，失业的增多间接影响研究生的就业压力(徐夏帆，覃彩连，2022；
谢芳，2022)；疫情封控使学生自由受限，感受到压力等。 

本研究还发现，除了这些压力之外，有的研究生还承担着家庭的压力与经济压力(杨雪花，陈万明，2016；
Rahman, 2015)。家庭压力主要表现为有的研究生父母年纪较大，自己需要照顾家庭，而经济压力则表现为，

研究生期间没有经济收入，而研究生本身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这使得一些研究生产生了经济上的压力。 
本研究还发现，在面对诸多压力下，研究生的压力反应可以分为行为反应、生理反应以及情绪反应。

行为反应包含熬夜做课题、行为颓废、生活与学习失衡、无暇锻炼等多个方面；而生理反应则表现为失

眠、身体健康以及食欲方面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食欲方面，压力带来的反应包含两个方面，一个

是食欲减退，如有的研究生表示食不知味，而有的研究生则采用暴饮暴食的方式来应对压力。在情绪反

应方面，研究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焦虑、恐惧、脾气暴躁、伤心、无奈、孤独感、情绪波动等。这些情

绪反应与不同的压力相联系。比如，恐惧往往对应于未来的发展，而脾气暴躁、伤心、无奈、情绪波动

更多的对应于导师的管理；孤独感对应于感受到的研究生期间人际关系的疏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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