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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研究３０年文献综述 ①

———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为例

吴飞燕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扩招等教育政策的改变，女研究生的相关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我国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缓慢萌芽、迅速发展以及持续高涨三个阶段。其研究主要围

绕女研究生的婚恋、就业、心理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虽说很丰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有正视这些不足，才能更好地

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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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学者吴琼在刊物《社会》上发表了《男女研究生择偶心理调查》一文，开始对女研究生的相
关问题进行关注。从此，作为特殊群体的女研究生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扩招等教育政策的改变，女研究生的相关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时至

今日，女研究生的婚恋、就业、心理等问题激起了诸多学者的探究欲望。３０年来，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
研究经历了哪些发展的历程，学者们关注的是女研究生的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些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

未来的研究又应走向何方，这便是本文尝试去梳理和探究的。

１　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研究的历史回顾
笔者以全文含有“女研究生”一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并按“发表年度”进行分组浏览，综合

考虑年度文献篇数和内容，发现我国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１．１　缓慢萌芽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３）
从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来看，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３年长达９年的时间里，关于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研究

的文献总共７７篇，基本保持每一年大致１０篇左右的趋势。可以看出，这几年里，关于女研究生相关问
题的研究进程是比较缓慢和平稳的。但值得庆幸的是，女研究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甚至弱势的社会群体，

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１９８５年５月，《社会》杂志上刊登了吴琼的《男女研究生择偶心理调查》一
文［１］，以现在的学术角度来看，仍有相当高的价值。吴琼用问卷调查法对男女研究生的择偶心理特点

以及对女研究生求偶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最终提出了较为有效的建议。可以说，这是相当超前的一种

思想。在之后的几年里，例如 １９８７年 ６月吴山梅在《黑龙江高教研究》发表的《研究生的特点与教
育》［２］等文章中都有涉及到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发现阶段，或者说萌芽阶段。只有少部分的学

者察觉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重要性，并发现他们在各方各面的困境。该阶段的文献其研究的重点在慢

慢地扩展，并且研究的程度越来越深。它们最大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这一社会群体，初步揭示了存在的

一些问题，发出了关注女研究生的呼声，从而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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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迅速发展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４）
１９９４年起，学术界从婚恋、就业、心理等各个方面开展了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国知网上

收录的文献显示，这１１年来，相关文献多达３９９篇。从１９９４年的２８篇到２００２年的５９篇，再到２００４年
的８１篇，文献的篇数明显地在逐年骤增。从这些增长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
的研究热情已经大大提高。因此，笔者将这１１年归纳为我国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研究的迅速发展阶段。
１９９４年，关于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自述。１９９４年４月，李慧

云在《青年探索》上发表的《女研究生的苦恼》等文章中都是采取“自述”的方式，从自身的生存环境、爱

情、困境等方面展示了女研究生最真实的生活。之后类似自述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文章算不

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可以称作为一种实证。因为这些文章都是来自于真实生活，具有一定的可

靠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步又走向了正规道路，慢慢地有了一种学术研

究的氛围，尤其是采取一定的方法进行调查，有确切的数据让文章更有说服力。比如１９９７年３月李志、
吴绍琪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研究生婚恋价值取向的调查研究》［３］等文章。

在这一阶段，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拓展到方方面面了，并且从现象到策略，都有一定的

见解，但是篇目都不太多，每一个方面最多就十几篇文献。

１．３　持续高涨阶段（２００５～至今）
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研究的热潮是有目共睹的。笔者以全文含有“女研究生”一

词在中国知网搜到的文献多达２０７８篇，除去前面两个阶段的篇数，还有１６０２篇。由此可见，投入对女
研究生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队伍在慢慢变得庞大，取得的成果也逐渐增多。因此，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

我国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研究的持续高涨阶段。本阶段呈现出的特点之一是自２００５年来，越来越多的学
者以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形式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这一方面说明学者们对女研

究生相关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研究生的相关问题将得到更深入、更彻底的研究。

文献篇目的倍增不是简单的量的堆积，更是质的提高。通过观察所有文献就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女

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具体，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宽阔了。

２　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内容梳理
梳理来源于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将我国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研究的内容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２．１　婚恋问题
以全文含有“女研究生婚恋”一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就可以得到３７８条文献。其中主要还

是对女研究生在婚恋态度、择偶要求等方面的研究。对这一方面研究最早的是吴琼的《男女研究生择

偶心理调查》。不难发现，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女研究生找不到对象，她们拥有高学历，可是却很难

解决个人问题，久而久之她们会开始动摇，对学术研究不坚定，这对学业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这是

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情况。综合大部分的研究文献来看，女研究生找伴侣会这么难，主要有以下几

点原因：其一，个人交往圈子较小。研究生一直都是“精英教育”，有些专业才几个人，甚至一个学院也

才几十个人，所以研究生的交际圈子是十分狭窄的。更何况是女研究生，整天在图书馆看书或者是在实

验室做实验，不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就更难认识其他的异性朋友了。其二，年龄偏大，择偶要求较高。女

研究生学历高导致其在认识上有偏差，在择偶上比较挑剔，等到年龄增大时，就更难找对象了。其三，传

统文化的影响。女研究生追求的婚姻希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稳定”，但事实是，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大家对待感情的态度有所转变，能有一样观念的人实在难寻。

２．２　就业问题
以“女研究生就业”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就可以得到９２０条文献。每个人在成长过

程中，不停地学习，到最后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养活自己。但是作为女研究生来说，即使学历

高，就业仍很困难，综合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文化观念的落后。虽然时代在发展，但文化观念还

是相对比较滞后。在中国人的思维里，女性就应该是家庭主妇的形象，这样也就给很多女研究生造成一

定的压力，有相当大的社会舆论。其二，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女研究生在一定年龄，面临着生育问题，

且很多工作她们没有办法胜任。所以，出于种种考虑，就形成了大家眼中所说的用人单位对女性的“歧

视”。其三，个人对工作期望值过高。时代的发展让很多人的就业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大部分人都

期望有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比如政府机关、高校等，所以会对工作有特别高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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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心理问题
以“女研究生心理”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就可以得到６１３条文献。女性作为一个弱

势群体，其心理问题本来就需要引起关注，更何况是女研究生这样特殊的群体。女研究生心理压力主要

来源于学业、婚恋、就业等方面。综合相关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女研究生心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其

一，人际交往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就是一张大网，这张网上连接着成千上万的人。而现在的情况是，大

多数女研究生生活交际圈较小，于是渐渐地在人际交往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不懂得与他人

如何相处，和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容易感到紧张等。其二，人格缺陷的问题。很多女研究生内心相当脆

弱，经不起一点打击。比如有些女研究生出去找工作，遭遇到了失败，于是变得非常怯懦，不敢再去尝

试。这一些都属于人格上的缺陷，是生活环境等方面造成的，绝对不能忽视。其三，性格的问题。在一

般人的思维里，做学术的人大都性格有些孤僻，其实这与很多因素有关。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很多女研

究生在对待婚恋或者就业时有些自卑情绪，如果不引起重视的话，最后都会演变成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３　对女研究相关问题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３．１　研究不足

第一，研究的问题不够细致。虽然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重点都凸显出来了，但很多都是一般

性的解决方法，并没有对其中的某一点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比如对性格问题进行关注的话，就可以避免

很多不必要的情况。性格属于心理问题的分支，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性格决定命运”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还有其他一些，例如身体素质问题、学业问题等，都还有可研究的空间。

第二，研究的创新性相当缺乏。针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很多学者的观点都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不同

的说法而已。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研究的继续进行，必须再找一个切入点，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才能得出新的观点，引起他人的共鸣。

第三，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如果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那么很容易形成思想狭隘。我国

学者在女研究生的相关问题研究上提出的建议都不太有效，这可能与很多的研究未进行过实地的试点

有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情况不一样，所以需要提出一个全国都能通用的解决方法，但更需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３．２　研究展望
通过对我国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历程的回顾和研究内容的梳理，可以肯定的是，这３０年来，对

其关注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但是，如果想更好地进行下去，就一定要正视上述的研究

不足。首先，研究要越加细致。虽然女研究生的相关问题正在慢慢地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这当中还有

很多空白点需要更深一步的研究，从小点着手发现大问题。其次，研究要更具有创新性。他人写过的东

西可以借鉴，但是更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发现更好的研究内容。最后，要提出效果较好的解决方法，最好

是能够因地制宜，加强与研究对象的联系，了解她们的需求，贴合实际，才能有好的成效。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对女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够有更多的文献资料，能够真正解决她们的各种问题，让她们未来

的路能越走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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