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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硕士研究生的学业时间具有自身的特点，对其管理遵循时间要求，有利于提升学业效率。通过对４４３位硕
士研究生的调查发现，他们的学业时间观念较强，其中主动利用时间观念表现最好，但时间感知相对最弱。在学业时间

分配上，总体来看相对合理，课程学习时间多，但科研时间分配不均，自主学习时间少。此外，学业时间管理在性别、年

级、专业及职务上存在差异。学业时间使用方面存在时间深度不够、边界模糊、节奏较快的问题。对此进行了原因分析，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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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与核心概念界定
１．１　问题提出

时间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是

人们学习、工作及生活的重要资源。“过去是已

经消逝的‘现在’，将来是未到来的‘现在’”，时间

是现在的匀质展开和“现在之流”［１］。随着社会

节奏的加快，时间效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时间的

稀缺性与珍贵性愈加突出，时不我待之感如影随

形，各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管理的问题。

对高校硕士研究生而言，学业时间管理意味着对

学业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与使用，有效的时间管

理是学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调查硕士研

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的现状及其差异，探究原因，提

出对策，为硕士研究生提高学业时间的使用效率

提供借鉴。

１．２　核心概念界定
１．２．１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

当前学界对学业时间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的

界定。范皑皑等人将硕士研究生的时间投入分为

课程学习时间、科研活动时间和自主学习时间。

周胜兰认为研究生的学术时间包括上课、做实验、

参与导师调研、组会以及独立完成论文等在内的

所有学习时间［２］。基于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学业

时间是指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学习、科研任务、

论文撰写等与学业有关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学业

时间主要包括课程学习时间、科研时间和自主学

习时间。课程学习时间包括上课时间、课前预习

时间、完成课后作业时间；科研时间主要包括撰写

论文、阅读文献、查找资料、做实验、参与课题、参

加学术会议、开展学术研讨等的时间；自主学习时

间是指除课程学习、科研活动之外自主进行的与

学习相关活动的时间投入，包括为求职或升学等

所投入的备考时间［３］。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

需要深度学习的时间。钻研高深学问的硕士研究

生的学业性质决定了其需要有深度学习与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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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大量的文献，掌握系统的

专业知识，为深入研究打好坚实基础，以便专注于

某个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具有创新性的

观点。因此，充足的深度学习时间是前提。二是

需要寂寞的时间。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大学校

园里充斥着喧嚣与浮躁。在这种环境下，硕士研

究生要深入学习，进行科学探究，需要寂寞的学术

品质，远离功利。硕士研究生学业的专深性要求

其有一定的时间边界，与外界保持适当距离，维持

相对自由的状态及寂寞的心境。陈洪捷教授概括

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四个核心概念，即修养、科

学、自由和寂寞［４］。保持寂寞的心境是硕士研究

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寂寞意味着保持宁

静和豁达的心态，不被外界环境或现实社会的各

种利益所牵制和打扰，潜心于知识追求，遵从科学

研究的内在要求，自由自在地进行学术探究。三

是需要慢节奏的时间。硕士研究生阶段需要培养

批判性思维，能辩证地分析问题，并能针对问题提

出一些创新的观点。学业的创新性表明硕士研究

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知识的创新具有偶然性与

不确定性。硕士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要保持好奇

心，耐心探索未知领域，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与思

考，不能加速前行，要放慢时间节奏。

１．２．２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
尽管学界不乏学者对时间管理进行研究，但

是有关时间管理的概念还未形成共识。潘劲松指

出，时间管理是应用现代科学的管理方法对时间

的耗费进行预测、预控、计划、检查、总结、评价及

反馈等过程控制，以克服时间浪费［５］。黄希庭、

张志杰提出了时间管理倾向的概念，认为时间管

理是在运用时间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

征，主要包括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

感三个方面：时间价值感指的是个体对时间的主

观价值感受，时间监控观包括设置目标、计划与时

间分配等，时间效能感表现为自身对时间进行利

用及分配的自我预期［６］。袁湄认为，时间管理是

对个人的时间主动地进行计划和控制等一系列管

理活动，最终达到最有效地利用时间来发展自我

的效果［７］。对此，本文认为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

管理是为提高学业时间利用效率，对学业时间进

行合理分配、使用、规划及监控的过程，具体分为

学业时间观念、学业时间分配、学业时间使用、学

业时间效率四个方面。学业时间观念包括时间感

知意识、时间价值认识、主动利用时间观念及学业

所需时间认知，是管好时间的前提和基础，时间观

念淡薄、时间意识不强等影响时间效率。因此，要

强化时间观念，树立珍惜时间的意识。学业时间

分配包括课程学习时间、自主学习时间及科研时

间。硕士研究生以学为主，要协调好这三者之间

的时间分配，防止出现课堂时间过多、自主学习与

研究时间不足。学业时间使用情况包括学业时间

深度（学业时间深度指个体在进行一项事件时感

受到的过去和未来的跨度，连续的时间比被分割

的时间更能使个体感受到时间的深度［８］）、学业

时间边界及学业时间节奏，学业是一个创新的学

习过程，需要静下心深入思考，避免外界干扰，因

而需要有深度、有边界、慢节奏的时间，以便专心

学业。学业时间效率包括学业时间规划及学业时

间监控的情况，时间效率如何取决于时间规划是

否合理、时间监控是否到位，两者有机结合，才能

提高学业时间效率。

２　调查问卷设计
为掌握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现状，根据

其内涵，结合文献资料，编制调查问卷并进行信效

度分析。

２．１　调查问卷设计
（１）调查问卷编制。为保证问卷的科学合理

性，收集能够反映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现状

的数据，阅读文献及访谈资料，结合研究目的初步

编制了《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现状调查问

卷》。在问卷初步形成后经过多次讨论与修改，

最终形成预测问卷。

（２）问卷预调查。本研究选取 Ｊ大学硕士研
究生为预调查对象，由于在问卷的收集过程中，存

在少部分问卷填写不全及不真实的情况，为保证

问卷的真实、有效，在收集完问卷后，对问卷进行

筛选，剔除漏填问卷、重复答卷以及选择同一个答

案或答案呈现规律性的问卷。预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４０份，回收问卷 １３２份，问卷回收率为９４．２９％，
剔除无效问卷 １２份，最终获得的有效问卷 １２０
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０．９１％。

（３）调查问卷修订。在对预调查问卷进行信
度及效度分析时，根据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删除

了信度及效度较低的题目，最终形成正式问卷，包

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时间分配情况、学业时间

观念、学业时间使用与学业时间效率。采用五点

量表的形式，选项分为非常不符合、比较不符合、

一般符合、比较符合、非常符合，由１到５代表其
符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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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调查问卷实施
（１）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本研究以 Ｊ大学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为调查对象，为保证调查结果的

可靠性，随机对 Ｊ大学研一与研二不同专业的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由于研三学生已

经结束课程学习，时间主要用于撰写论文及准备

就业，时间分配较为单一，所以本研究未对研三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份，
回收问卷４７２份，问卷回收率为９４．４％，删除无效
问卷２９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４４３份，问卷有效
率为９３．９％。本次调查对象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变量 类别 频率／人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９５ ２１．４

女 ３４８ ７８．６

年级
研一 ２４３ ５４．９

研二 ２００ ４５．１

专业类别

人文社科类 ２４９ ５６．２

理工农医类 １５２ ３４．３

体育、艺术类 ２３ ５．２

其他 １９ ４．３

是否为学生干部
是 ９７ ２１．９

否 ３４６ ７８．１

毕业后的打算

读博 ５１ １１．５

工作 ２８５ ６４．３

尚未确定 １０１ ２２．８

其他 ６ １．４

（２）信度分析。运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对样本数据
进行可靠性检验。以克隆巴赫系数来判断各变量

的内部一致性程度。正式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０．８６８。从信度分析的结果来看，学业时间观念、
学业时间使用、学业时间效率三个维度的克隆巴

赫系数均在０．７以上（见表 ２），说明正式量表信
度较好。

表２　正式问卷各维度的信度分析

可靠性统计

项目 克隆巴赫系数 项数

学业时间观念 ０．８５７ １０

学业时间使用 ０．７７３ ９

学业时间效率 ０．７１７ ９

（３）效度分析。笔者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
参考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访谈内容，根据硕

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的具体情况编制调查问卷

并进行反复修改与完善，在初步编制问卷后实施

了预调查，对预调查的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

析，最终修改形成正式问卷，故调查问卷具有良好

的效度。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现状
３．１．１　学业时间观念较强

如表３所示，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观念各项
得分均在３分以上，表明他们的学业时间观念较
强，其中得分最高的是“主动利用时间观念”，获

得３．８３１分，说明他们经过多年的学习，心智较为
成熟，有主动利用时间的意识，认识到时间对个人

学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得分最低的是“时间感

知意识”，只获得 ３．１４３分，表明他们的时间感知
意识相对不足，有时会感到自己没做什么事，时间

就过去了。

表３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观念维度得分情况

项目数 均值 标准差

学业时间观念 １０ ３．５２６ ０．５１０

时间感知意识 ２ ３．１４３ ０．４６８

时间价值认识 ２ ３．３６９ ０．６８３

主动利用时间观念 ２ ３．８３１ ０．９０７

学业所需时间认知 ４ ３．６４２ ０．７２８

３．１．２　学业时间分配相对合理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分配情况包括对学业时

间总体利用情况的统计和对课程学习时间、自主

学习时间、科研时间的描述性分析，目的是充分了

解学业时间的具体分配情况。调查内容包括每周

课前预习时间、上课时间、完成课后作业时间、自

主学习时间、撰写论文时间、参与课题时间及参加

学术交流时间。以周为单位调查分配到各个活动

上的小时数，在时间段统计上包含小数的时间采

用四舍五入的方式取整进行统计。

一是学业时间长。通过对Ｊ大学硕士研究生
时间分配的调查发现，他们总体分配在学业上的

时间为平均每周 ５３．３小时，其中：用于撰写论文
的时间最多，平均每周１２．８５小时；其次是上课时
间，每周１０．８７小时；完成课后作业时间与上课时
间相当，平均每周１０．７８小时；相对较少的是课前
预习时间和参加学术交流的时间，平均每周分别

为２．４６小时和２．５７小时。具体时间分配情况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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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分配

　　二是课程学习时间相对较多。硕士研究生的
课程学习时间包括课前预习时间、上课时间和完

成课后作业时间。从表４可知，硕士研究生平均
每周用于课程学习的时间为 ２４．１１小时，其中上
课时间最多，课前预习时间最少。有学者指出，中

国大学的现实是，上课和大学的层次地位是相反

的。大学层次越低，上课越多；大学层次越低，学

生读书越少［９］。

表４　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时间分配

样本量 均值／（小时／周） 标准偏差 方差

课前预习时间 ４４３ ２．４６ ３．７２ １３．８６

上课时间 ４４３ １０．８７ ７．１２ ５０．７６

完成课后作业时间 ４４３ １０．７８ １１．７８ １３８．８８

合计 １３２９ ２４．１１ １６．３０ ２６５．５３

三是科研时间分配不均。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时

间包括撰写论文时间、参与课题时间及参加学术会

议和学术研讨等的学术交流时间。从表５可知，硕
士研究生平均每周用于科研的时间为２１．１９小时，其
中用于论文撰写的时间最多，学术交流时间最少。

表５　硕士研究生科研时间分配

样本量 均值／（小时／周） 标准偏差 方差

撰写论文时间 ４４３ １２．８５ １３．１２ １７２．１３

参与课题时间 ４４３ ５．７７ １０．９０ １１８．８６

参加学术交流时间 ４４３ ２．５７ ２．９１ ８．４７

合计 １３２９ ２１．１９ １９．４０ ３７６．５４

四是自主学习时间较少。硕士研究生平均每

周分配在自主学习专业及非专业知识的时间是８
小时。在自主学习时间段上：平均每周所用时间

为１—５小时的有 ２０４人，占比 ４６．０％；６—１０小
时的１０９人，占比２４．６％；３０小时以上的９人，占
比２．０％，比例最低。这说明大部分硕士研究生平
均每周用在自主学习上的时间很少，与他们在课

程学习的时间分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３．２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存在的差异
３．２．１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的性别差异

男女生在课程学习总体上以及自主学习时间

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用Ｔ表示对回归参数的显
著性检验值，Ｐ表示显著性值，Ｆ表示方差检验量
（下同）。不同性别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业时间观念

（Ｔ＝－１．３９１，Ｐ＝０．１６５＞０．０５）、学业时间使用（Ｔ＝
０．５４４，Ｐ＝０．５８７＞０．０５）、学业时间效率（Ｔ＝－０．５３１，
Ｐ＝０．５９５＞０．０５）三个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从
１０个分项目上看，Ｐ值均大于０．０５，即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

男生在学业分配上的时间大多高于女生。男

女生在课前预习时间（Ｔ＝２．００１，Ｐ＝０．０４８＜０．０５）和
上课时间（Ｔ＝３．７８３，Ｐ＝０．０００＜０．０５）上存在显著差
异：男生平均每周用于课前预习的时间有

３．４１０小时，女生为２．２００小时；男生平均每周用于
上课的时间有 １３．２８９小时，女生为 １０．２１５小时。
男生的课前预习时间和上课时间均多于女生。

在科研时间方面，男女生存在显著差异（Ｔ＝
２．４６２，Ｐ＝０．０１５＜０．０５），其中男生参与课题（Ｔ＝
２．０１９，Ｐ＝０．０４５＜０．０５）的时间上显著多于女生，
男生平均每周参与课题的时间是 ７．９４７小时，女
生为５．１７２小时。
３．２．２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的年级差异

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时间上存

在显著差异（Ｔ＝６．３３３，Ｐ＝０．０００＜０．０５），研一学
生平均每周分配在课程学习上的时间为 ２８．２８６
小时，研二学生为１９．０４０小时，研一学生在课程学
习上分配的时间明显多于研二学生。其中，课前预

习时间和完成课后作业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不

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上课时间存在显著差异（Ｔ＝
１３．１３０，Ｐ＝０．０００＜０．０５），研一学生平均每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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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１４．２４９小时，研二学生是６．７７５小时。
不同年级硕士研究生在科研时间上不存在显

著差异，但撰写论文时间存在显著差异（Ｔ＝
－２．６２１，Ｐ＝０．００９＜０．０５），研一学生平均每周分配
在撰写论文上的时间是１１．３７７小时，研二学生为
１４．６３８小时，研二学生在撰写论文上分配的时间
多于研一学生。调查结果表明，研一学生将更多

时间用于课程学习，研二学生则在科研上分配的

时间更多。

不同年级硕士研究生在自主学习时间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

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业时间观念（Ｔ＝
－１．０１６，Ｐ＝０．３１０＞０．０５）、学业时间使用（Ｔ＝
１．２４７，Ｐ＝０．２１３＞０．０５）和学业时间效率（Ｔ＝
０．８１７，Ｐ＝０．４１４＞０．０５）维度均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在学业时间观念维度中，不同年级硕士研究

生对学业所需时间认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Ｔ＝
－２．１９６，Ｐ＝０．０２９＜０．０５），研二学生得分高于研一
学生。在学业时间使用维度中，不同年级硕士研

究生学业时间边界（Ｔ＝－３．１４０，Ｐ＝０．００２＜０．０５）
和学业时间节奏（Ｔ＝－２．５９０，Ｐ＝０．０１０＜０．０５）均
存在显著差异，研二学生得分均高于研一学生。

在学业时间效率维度中，不同硕士研究生的学业

时间效率存在显著差异（Ｔ＝２．８２２，Ｐ＝０．００５＜
０．０５），研一学生得分高于研二学生。
３．２．３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的专业差异

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时间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时

间最多，平均每周２６．６１５小时。课程学习时间中
的上课时间存在显著差异（Ｆ＝７．４７４，Ｐ＝０．０００＜
０．０５），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理工农医类硕士研
究生上课时间显著多于人文社科类的硕士研究

生，分别是１３．２１７小时和９．４０３小时。
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在科研时间上存在显著

差异（Ｆ＝７．４７４，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进一步事后检
验发现，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所用科研时间显

著高于人文社科类硕士研究生，分别为２７．０４３小
时和１７．８３３小时，其中，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参
与课题时间存在显著差异（Ｆ＝２１．５８７，Ｐ＝０．０００＜
０．０５），理工农医类学生参与课题时间显著多于其
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自主学习时间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Ｆ＝０．１３８，Ｐ＝０．９３７＞０．０５）。
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业时间观念（Ｆ＝

２．５１５，Ｐ＝０．０５８＞０．０５）、学业时间使用（Ｆ＝０．１０２，

Ｐ＝０．９５９＞０．０５）及学业时间管理（Ｆ＝０．０９０，Ｐ＝
０．９６６＞０．０５）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学业时间使
用维度中，不同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节奏存在

显著差异（Ｆ＝３．０４４，Ｐ＝０．０２９＜０．０５），事后检验发
现，体育、艺术类硕士研究生得分显著高于人文社

科类和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

３．２．４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的职务差异
这里的职务主要是指硕士研究生是否担任学生

干部，他们在课程学习时间（Ｔ＝－０．０９８，Ｐ＝０．９２２＞
０．０５）和自主学习时间（Ｔ＝０．８６０，Ｐ＝０．４２１＞０．０５）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科研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

（Ｔ＝１．９７２，Ｐ＝０．０４９＜０．０５），担任学生干部的硕
士研究生平均每周在科研上分配的时间为２４．６０８
小时，多于没担任学生干部的２０．２２５小时。在科
研时间中撰写论文时间存在显著差异，担任学生干

部的硕士研究生平均每周用于撰写论文的时间为

１５．９０７小时，多于没担任学生干部的１１．９９１小时。
总体上看，不论担任学生干部与否，学业时间观

念（Ｔ＝０．６８１，Ｐ＝０．４９６＞０．０５）、学业时间使用（Ｔ＝
０．０１８，Ｐ＝０．９８６＞０．０５）及学业时间效率（Ｔ＝１．４５８，
Ｐ＝０．１４５＞０．０５）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学业时
间使用维度上，担任学生干部的硕士研究生与其他

学生的学业时间边界（Ｔ＝２．４５６，Ｐ＝０．０１４＜０．０５）及
学业时间节奏（Ｔ＝３．２８９，Ｐ＝０．００１＜０．０５）均存在显
著差异，担任学生干部的硕士研究生得分更高，因

为他们承担的事务多，边界模糊，节奏快。

３．３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存在问题
３．３．１　学业时间使用存在困境

学业时间使用情况如表６所示，得分最高的
是“学业时间节奏”，得分３．４５７分，表明硕士研究
生在时间使用的过程中感到时间节奏快。“学业

时间深度”及“学业时间边界”得分分别为 ２．９６５
分和２．９３７分。这表明：在学业上时间深度不够，
经常在短时间内要完成多项学业任务，缺乏充足

的时间对学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学业活动与其

他活动的边界不够清晰，在学业中总会受到其他

事务随意打扰，经常需要完成一些与学业无关的

任务。总之，硕士研究生的学业时间节奏快，深度

不够，边界模糊，与学业需要的时间不一致。

表６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使用得分情况

项目数 均值 标准差

学业时间使用 ９ ３．１２０ ０．３９５

学业时间深度 ３ ２．９６５ ０．５９６

学业时间边界 ３ ２．９３７ ０．８０９

学业时间节奏 ３ ３．４５７ ０．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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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学业时间监控有待加强
表７显示，在学业时间效率维度：得分最高的

是“学业时间规划”，得分３．４４２分；得分最低的是
“学业时间监控”，仅有２．９２２分。这说明硕士研
究生对时间有一定的规划，但对学业时间的监控

不足，在执行任务时经常拖延，在完成学习计划或

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必要的延迟行为，同时伴

随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１０］，且较易受到外界的

打扰，抗干扰能力不强。蒋黎黎通过调查后也认

为“研究生的拖延行为普遍较高”［１１］。

表７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维度得分情况

项目数 均值 标准差

学业时间管理 ９ ３．２１１ ０．５３５

学业时间规划 ５ ３．４４２ ０．６７９

学业时间监控 ４ ２．９２２ ０．６２４

４　讨论与建议
４．１　讨论

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管理的现状及其差异分

析表明，他们的时间管理总体上合理、可行。随着

现代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生活节奏加快，他们对

时间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刻，具有更强的学业时间

观念，主动用于学业的时间较长。在学业任务较

重的背景下，他们能够合理安排时间，基于课程学

习与科研任务的不同进行恰当处理，时间的使用

效率较高。硕士研究生时间管理存在的差异及问

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１）学业管理制度不够合理。“学校的教学
时间已经让位于市场的公司时间。”［１２］高校课程

较多，专题作业负担较重。同时，科研任务要求较

高，与其相关的具体事务较多。硕士研究生疲于

应付，自然缺乏深度思考的时间，在快节奏中匆忙

完成一个个任务，甚至常常多项事务同时进行，时

间边界日益模糊。托马斯·Ｈ·埃里克森据此称
为“堆垛现象”：各种事情相互堆叠在一起，而不

是成线性排列［１３］。

（２）信息技术带来负面影响。手机、微信、ＱＱ
等通讯工具的使用，尽管给硕士研究生学习交流

带来了方便，但也产生了副作用。突然间一个电

话或是一条微信，打断了正在进行的学习活动，甚

至需要暂时中断学习。“持续忙碌中穿插着一个

接一个的高峰。”［１４］有时导师或是辅导员还需要

硕士研究生手机保持２４小时开机状态以随时接
收信息，致使学生自由时间受到干扰。管理者

“通过用电话这种关键性装置取代钟表，使公共

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的刚性界限被侵蚀了”［１５］。

（３）学业目的存在功利。当前许多硕士研究
生存在学习目的功利性，对他们而言，读研的目的

不是自己本身对科研感兴趣，而是为了缓冲就业，

希望通过提升学历层次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

态［１６］。有些硕士研究生对学业缺乏高标准、严要

求，处于放任状态，对时间缺乏规划，随意为之，导

致时间的使用效率不高。

（４）硕士研究生个体存在差异。基于不同专
业、性别及职务的不同，他们在时间管理上存在差

异，这是专业属性所决定的。不同专业投入的时

间不一样，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实验时间投入较多，

人文社科硕士研究生则自主时间多一些；不同年

级的硕士研究生，学业任务与压力不同，投入的时

间有区别。这也与硕士研究生个体的学习惯性和

特点有关，不同个体对学习有不同的偏好，体现在

时间安排上存在差异。

４．２　建议
（１）完善管理制度。高校相关培养单位及其

管理部门对硕士研究生的学业管理，要基于专业培

养目标，结合硕士研究生学习的规律和特点，合理

设置课程，安排科研任务，不要过度增加他们的学

业负担，使其将大量时间用于课程学习，缺乏自主

支配的时间，这样不利于个性化培养。正如龙应台

所言：“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

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

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１７］

（２）用好网络信息。在信息化条件下，完全
掌控并享有自由时间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几

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

关，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高速

度。”［１８］网络信息对于硕士研究生时间管理的影

响客观存在，无孔不入，关键是如何利用好时间，

而不是沉溺于虚拟世界。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

剑，利用好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时间的使用效率，

反之就会带来干扰，导致硕士研究生学业时间的

碎片化、无边界。因此，硕士研究生不要沉溺于虚

拟网络，浪费时间，要集中精力学习，而不是随时

被微信、短信、电话等打断思路和学业进程，要建

立一个好的信息接收与发送机制，规定查看使用

手机信息的时间，而不是随时关注手机。

（３）重视时间价值。硕士研究生自身要重视
量化考核背景下的时间价值，学业评优、论文发

表、课题申报等学业竞争日益加剧，因此要科学规

划时间，不是投入的时间越多越好，而是要讲究效

率。“要合理地利用时间，学会区分优先次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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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适当的选择。”［１９］硕士研究生还要克服时间功

利观，“一旦时间与金钱等同，人类意识就会被拖

进这种主导经济秩序的节奏，被制约去满足对于

效率最大化的要求”［２０］。硕士研究生不要仅仅为

了就业需要而盲目获取市场上需要的证书，将学

业置于次要位置，而应该聚焦学业，将其作为主

业，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沉浸其中，享受学习

过程，这样自然会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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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２０１８８ｔｈ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Ｓ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２０１８：７．

［３］范皑皑，季楚煊，柴亦林．时间累积与时间分配：学术
型硕士的时间投入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Ｊ］．江苏
高教，２０２０（７）：３９－４８．

［４］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１９．

［５］潘劲松．时间管理的诀窍———时间管理工程学［Ｍ］．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３．

［６］黄希庭，张志杰．论个人的时间管理倾向［Ｊ］．心理科
学，２００１（５）：５１６－５１８，６３６．

［７］袁湄．大学生时间管理行为研究［Ｄ］．南京：南京师范
大学，２００６：５－６．

［８］李琳琳．时不我待：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

研究［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１１９，１９０．
［９］高玉．文科大学生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是自己读书［Ｊ］．

写作，２０２０（１）：５－１０．
［１０］安蓉，朱荣．化学类硕士研究生学业拖延影响因素的

质性研究［Ｊ］．化学教育（中英文），２０２１（１２）：９８－１０４．
［１１］蒋黎黎．聚焦时间管理：研究生学业拖延行为研究

［Ｄ］．重庆：西南大学，２０２２：４３．
［１２］林小英，吴霞．“为了找份好工作”：研究生社会时间

安排的典型叙事［Ｊ］．现代教育论丛，２０２３（１）：
６７－８２．

［１３］托马斯·Ｈ·埃里克森．时间，快与慢［Ｍ］．周云水，
何小荣，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３：７．

［１４］袁明远．幼儿园教师一日工作时间的社会学研究
［Ｄ］．南京：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２１：５８．

［１５］爱玛·贝尔，阿兰·塔克曼．保持电话畅通：弹性工
作时间和招之即来的工人［Ｃ］／／理查德·惠普，等．
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５５．

［１６］李超．高校研究生学术失范研究［Ｄ］．重庆：西南大
学，２０１０：２５．

［１７］龙应台．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Ｍ］．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０：６５．

［１８］吴国盛．时间的观念［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９０．

［１９］沈俊慧，沈杰，冯蕾．医学专业研究生课外学习时间
分配特征及对学习欲望和成就感的影响［Ｊ］．医学教
育研究与实践，２０２１（３）：３７５－３７９．

［２０］罗纳德·Ｅ·珀瑟．有争议的当下：对于“实时”管理
的批判观点［Ｃ］／／理查德·惠普，等．建构时间：现
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９：２０６．

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ｉｍ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ＨＥＮＭｅｎｇｑｉ１，ＺＨ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ｎｇ２
（１．ＭｕｌｉｎｓｅｎＳｃｈｏｏｌ，Ｊｉａ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Ｊｉａｎ３４３０００；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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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ｒｓｅｎｓｅ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ｉｍｅ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ｉｄｅａ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ｕｓｅｏｆｔｉｍｅ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ｉｒ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ｔｉｍｅｉｓｗｅａｋｅｓｔ．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ｉｍｅｉｓｌｏ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ｕｄｙｔｉｍｅｉｓｍｏｒｅ，
ｂｕ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ｉｍｅｉｓｕｎｅｖｅｎ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ｔｕｄｙｔｉｍｅ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ｘ，
ｇｒａｄｅ，ｍａｊｏｒ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ｕｓｅ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ｉｍｅｌｉｅｉ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ｏｆｔｉｍｅ
ｄｅｐｔｈ，ｂｏｒｄｅｒｆｕｚｚ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ａｓｔｒｈｙｔｈ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ｉｍｅｎｅｅｄ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ｓｏｍ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ｒ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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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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