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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同对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学习倦怠的影响研究

———基于Ｈ省５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唐志远，蔡依婷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通过提升专业认同度来消减学习倦怠，是提升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针对 Ｈ
省５所高校３５２名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管理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总体情况较为乐观，但在年级、入学背景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专业认同对学习倦怠的影

响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对其学习倦怠产生负向直接影响。因此，须从重视研究生专

业认同教育、优化研究生专业学习情境条件、增强公共管理专业教育实用性、发挥教师价值引导作用等层面出发，强化公

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感，有效消减其学习倦怠，从而提升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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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公共管理学是一门伴随改革开放伟
大脚步恢复与成长起来的特殊学科，已在学科建

构、知识增长与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卓著成

就［１］，并成为各高校重点发展的热门学科。随着

公共管理学科的高速发展、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

权高校及其招生人数的急剧增加，如何确保培养

质量受到高度关注。当前，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队伍内部学术信念和奉献精神衰退［２］、自

主累积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意识淡薄［３］、专业

发展前景诱惑力减弱［４］等学习倦怠现象较为严

重，进一步影响着专业的学习投入、学术发展及职

业定位。从调研情况来看，部分公共管理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对公共管理专业的认同度较低是造成

这一现状的主因之一。因此，对这一特殊群体的

专业认同现状及其对学习倦怠的影响进行探究，

不仅能为高校提升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

养质量提供参考，还对促进公共管理专业的高质

量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

１　文献综述与假设的提出
从本质上说，“倦怠”是一种“与个人的社会

和组织背景有着内在联系”的社会产物，具有“情

绪衰竭，去人格化和减少个人成就”的表现［５］。

作为一种消极的心理资本，倦怠阻碍认知资源的

优化利用，进而限制认知功能，影响工作绩效［６］。

当倦怠的客体是学习时，就产生了学习倦怠。有

学者将“学习倦怠”界定为“学生在对学习没有兴

趣或缺乏动力却又必须行之时，感到的厌倦、疲

乏、沮丧和挫折情绪，从而产生一系列不适当的逃

避学习行为”［７］。也有学者从更具体的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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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专业学习中出现的倦怠问题，认为其突出

表现为学习目标的错位认识、学习内容的迷茫感

强、学习方式的自主性弱、学习结果的效能感低四

个方面［８］。综合以上观点，研究生学习倦怠反映

的是专业学习过程中学生内部心理结构与外部学

习情境冲突产生的一种消极态度或情绪，表现为

对学习的迷茫、懈怠、失落、甚至排斥。学习倦怠

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消极心理状态，还会对个体的

积极心理资源产生破坏性作用［９］。大学生在学

习中所表现出的情绪低落、成就感低、行为不当等

倦怠状态，并非由学习事件本身直接引发，而是与

其专业认同水平息息相关。研究发现，要想降低

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发生率，首先应提升其专业认

同水平［１０］。

在以知识学习为主的大学场域，专业认同的

发展变化反映了学习主体与所学专业这一客体之

间持续互动的社会化过程。学生在专业社会化过

程中发展出一套知识技能、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模

式［１１］，并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而表现出对所学专

业接纳与认可的情感态度，即专业认同是本专业

学生对“专业与自我”的同一性思考以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情感与行为的统一。以“学术训练”

为主要任务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是

指，个体在从事学术科研活动的过程中，将专业价

值和规范内化为自身的情感态度并做出符合专业

角色期望的行为。鉴于此，本文将公共管理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界定为学生在了解所学专

业知识的基础上，将公共管理专业价值和规范内

化为自我的情感态度，并自觉主动从事公共管理

领域的学术研究及职业活动，是一种合并认识、情

感、态度等要素的移入过程。

在国外文献中，专业认同一般与职业认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等同，意指进入特定职业领
域的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互动来识别自我角色

并建立自我身份的过程［１２］，如教师［１３］、设计

师［１４］、护士［１５］等职业群体。而国内关于专业认

同的相关研究中，以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居多，

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１）研究对象及维度划分相关的研究。从研
究对象来看，既有对本科生［１６］、硕士生［１７］、博士

生［１８］等纵向主体的研究，也有对特定专业的横向

分析，如特殊教育［１９］、档案学［２０］、情报学［２１］、社

会工作［２２］等专业。从研究维度划分来看，既有从

专业学习热情、专业适配度、专业发展认同三个维

度进行考察的［２３］，也有从认知性、情感性、行为

性、适切性四个维度进行分析的［２４］，还有从专业

实践知识、专业人士的榜样作用、专业经验、对特

定职业的偏好、专业自我效能五个维度进行研

究的［２５］。

（２）专业认同形成要素相关的研究。原会建
从个人要素出发，认为专业价值观、实习期待和性

格特征等要素对学生专业认同的形成起着重要的

作用［２６］。曾颢、孙玉梅从关系网络要素出发，认

为师生互动［２７］和朋辈支持［２８］影响个体的认知、

思维和行为方式，也是个体专业认同形成的关键。

毛智辉从组织环境要素出发，认为若包含课程设

置、师生关系、科研要求与专业相关活动等要素的

专业培养环境能满足学生的专业学习需求，并形

成良性互动的氛围，那么，学生的专业认同水平也

会得到显著提升［２９］。

（３）个体在校学习状态相关的研究。张萌证
实专业认同能显著预测学生的学习投入情况［３０］。

楼尊认为专业认同会直接改变学生专业学习行

为，增加学生学习投入，进而提升学生学习效

果［３１］。纪凌开发现专业认同度低的大学生容易

对专业学习产生负面的价值评估，从而产生消极

的学业情绪［３２］。陈奕荣认为专业认同度高的学

生会在专业学习中产生积极的情感联结，培养良

好的学习动机和学习主动性，专业认同度低的学

生则容易发生学习倦怠，减少学习投入［３３］。

综上所述，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的概念已基

本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亦有了初步的研究，这为

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参考。首先，从研

究维度来看，学者们对专业认同的评价维度都包

含了学生专业学习的认知理解、情感变化及行为

倾向。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专业认同形成的要

素并非单一运作的，而是受到内外部环境共同的

作用。同时，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已

得到实证分析，但专业认同如何对研究生的学习

倦怠产生影响亟待人们深入探究。此外，从研究

对象来看，大多数研究主要从某一特定专业出发

考察大学生的专业认同现状，鲜有针对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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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学习倦怠的实证分

析。基于此，本研究以公共管理专业为例，通过对

研究生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的测量，综合考察了

该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的

现状及关系，构建了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并提出

假设：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对其

学习倦怠具有直接的负向影响。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 Ｈ省 ＸＴ大学、ＨＮ大学、ＺＮ大
学、ＨＡ大学及ＮＨ大学五所高校的公共管理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为调查样本。因ＸＴ大学是Ｈ省首
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且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培养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

从中抽取样本数量所占比例较大。研究通过纸质

问卷与网络问卷两种方式，共计回收问卷３８１份，
剔除无效问卷２９份，回收有效问卷 ３５２份，有效
回收率９１．７６％。从样本的性别分布来看，调查对
象中女生占比为６９．３％，男生占比为３０．７％，基本
符合了社科类专业现状；从各年级人数分布来看，

从研一到研三呈现递减趋势，分别占总人数的

５２％、３１．８％和１６．２％；从入学背景来看，有４１．８％
的研究生以跨专业的方式就读公共管理专业，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共管理专业作为一门边界

广泛、开放性强且兼具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学科，成

为越来越多跨专业学生选择报考的热门专业（见

表１）。
表１　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情况调查

个体变量 类别 人数（人）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１０８ ３０．７

女 ２４４ ６９．３

年级

研一 １８３ ５２．０

研二 １１２ ３１．８

研三 ５７ １６．２

入学背景
跨专业 １４７ ４１．８

非跨专业 ２０５ ５８．２

２．２　研究工具
２．２．１　专业认同量表

本研究借鉴秦攀博的“大学生专业认同的特

点及其相关研究”［３４］设计了“专业认同问卷量

表”，该问卷量表由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行

为三个维度构成。专业认知主要指研究生对公共

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学业要求、课程内容等的认知

与了解。专业情感主要指研究生在公共管理专业

学习与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主观心理感受。专业行

为主要涉及研究生在公共管理专业学习过程中的

目标规划与行为表现。问卷量表共计 １４道题
目，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法：非常不符合（１分）、比
较不符合（２分）、不太明确（３分）、比较符合（４
分）、非常符合（５分）。得分越高，表明调查对象
的专业认同度越高。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８５９，采用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型检验分析变量间的相关
矩阵得出ＫＭＯ＝０．８６３，ｐ＜０．００１，表明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本研究的有效分析

工具。

２．２．２　学习倦怠量表
本研究借鉴连榕等学者编制的“大学生学习

倦怠量表”，从学习情绪低落、学习行为不当与学

习成就感低［７］三个维度着手，综合考虑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在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方面与本科生的

区别，设计了“学习倦怠量表”。学习情绪低落主

要是指研究生不能处理好学习中的问题与要求时

产生的倦怠、沮丧、缺乏兴趣等情绪特征；学习行

为不当指的是研究生由于厌倦学习所表现出的消

极对待学习任务和逃避师生互动等不恰当行为；

学习成就感低涉及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知

识掌握难、论文撰写不顺利等低自我价值感。量

表共计１６道题目，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法：非常不
符合（１分）、比较不符合（２分）、不太明确（３
分）、比较符合（４分）、非常符合（５分）。得分越
高，表明调查对象的学习倦怠水平越高。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９０４，采用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型检验
分析变量间的相关矩阵得出，ＫＭＯ＝０．９０２，ｐ＜
０．００１，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
为本研究的有效分析工具。

２．２．３　模型构建及假设检验
本研究运用 ＡＭＯＳ２２．０软件构建公共管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影响其学习倦怠的结

构方程模型路径图。以专业认同为外生潜在变

量，形成了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和专业行为３个观
测指标；以学习倦怠为内生潜在变量，形成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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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低、学习情绪低落和学习行为不当３个观测
指标。模型基本适配指标显示，各结构变量中的

潜在变量与其测量指标间的因素负荷量均在标准

范围０．５～０．９５之间，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的组合

信度系数（ＣＲ）均介于０．７０～０．８５之间，表明其潜
在变量的组合信度较好。平均方差抽取量

（ＡＶＥ）＞０．５，表明其指标变量可以有效反映潜在
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见表２）。

表２　测量模型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

结构变量 测量指标 因素负荷量 组合信度ＣＲ 平均方差变异量ＡＶＥ

专业认同

专业认知 ０．５６７

专业情感 ０．８６５

专业行为 ０．７７０

０．７８３ ０．５５４

学习倦怠

学习成就感低 ０．７９６

学习情绪低落 ０．７８９

学习行为不当 ０．７９７

０．８３６ ０．６３０

　　为进一步检验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效度情
况，研究从绝对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和简约适配

度指数三个方面来判断结构模型的拟合度是否达

到拟合标准。结果显示（见表３），研究模型的各
项拟合指数均符合参考标准，结构模型的拟合情

况良好，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

表３　结构模型拟合指数情况

统计检验量
绝对指数

ＲＭＳＥＡ ＲＭＲ Ｘ２
增值适配度指数

ＮＦＩ Ｒ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简约适配度指数

Ｘ２／ｄｆ ＣＮ值

适配标准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３ ＞２００

模型结果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９ １９．６６３ ０．９７５ ０．９５４ ０．９８５ ０．９７２ ０．９８５ ２．４５８ ３５２

适配判断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与学

习倦怠的基本特点

研究表明，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

认同的总体均值为３．７５±０．４９，其中专业认知、专

业情感和专业行为三个维度的平均值分别为

３．９６±０．５１、３．８２±０．６０、３．４７±０．６４，略高于理论均

值３，属于中等程度。在专业认同三个维度中，专

业认知得分最高，专业情感得分次之，专业行为得

分最低。总体而言，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专业认同度较高，他们在本科期间接受了较为系

统的专业教育，对该专业有一定兴趣，在情感上更

认同该专业。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

倦怠的总体均值为 ２．６８±０．６４，其中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三个维度的平均值分别为

２．７５±０．８０、２．４５±０．６９、２．８４±０．７０，接近理论均值

３，也属于中等程度。究其原因，可能是作为一门

交叉开放学科，公共管理专业学科边界的模糊性、

动态性和复杂性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明确性和聚焦

性，从而加重了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

习倦怠感。在学习倦怠三个维度中，成就感低得

分最高，情绪低落和行为不当得分次之。这反映

了在学习过程中成就感越低、情绪越低落的公共

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越容易体验到较高程度

的学习倦怠（见表４）。
表４　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的总体情况

Ｍ ＳＤ
专业认同总分 ３．７５ ０．４９
专业认知 ３．９６ ０．５１
专业情感 ３．８２ ０．６０
专业行为 ３．４７ ０．６４

学习倦怠总分 ２．６８ ０．６４
情绪低落 ２．７５ ０．８０
行为不当 ２．４５ ０．６９
成就感低 ２．８４ ０．７０

３．２　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与学
习倦怠的差异分析

运用独立样本 ｔ对不同性别、入学背景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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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专业认同和学

习倦怠上的得分进行检验和方差分析：在性别上，

女生专业认同得分略高于男生，但二者差异不显

著；男生学习倦怠得分略低于女生，其差异也不显

著。在入学背景上，跨专业研究生专业认同得分

高于非跨专业研究生，但二者差异不显著；跨专业

学生学习倦怠得分高于非跨专业学生，且两者差

异显著，尤其在成就感低和情绪低落因子方面的

差异更加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于没有

经过该学科本科阶段的专业训练，跨专业背景的

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时更容易出现

“水土不服”“消化不良”等现象，其在后期的学习

过程中将比非跨专业的研究生更加吃力，学习的

负担更重。研究通过对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专业认同和学习倦怠的年级差异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发现，三个年级学生的专业认同及其各因

子得分整体上呈现“Ｖ”字形趋势，且差异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生专业认同的形成并

非直线前进的过程，而是一个时而上升，时而停滞

或倒退的复杂变化过程。不同年级的研究生在学

习倦怠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研一学生的学习倦

怠总分略高于研二、研三学生。这与研一学生刚

经历了本科阶段的教育，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及自

我认知方面均发生了变化有关，他们还未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及心理调适，在课程学习、论文撰写

等方面经常遭遇挑战和挫折，容易出现学习动力

不足的问题，进而滋生学习倦怠（见表５）。

表５　性别、入学背景与年级的差异化分析

变量

专业认

同总分

Ｍ±ＳＤ

专业认知

Ｍ±ＳＤ

专业情感

Ｍ±ＳＤ

专业行为

Ｍ±ＳＤ

学习倦

怠总分

Ｍ±ＳＤ

学习情

绪低落

Ｍ±ＳＤ

学习成

就感低

Ｍ±ＳＤ

学习行

为不当

Ｍ±ＳＤ

性别

男 ３．７０±０．５４ ３．９３±０．５３ ３．７０±０．６４ ３．４８±０．６５ ２．６４±０．６４ ２．６７±０．８４ ２．８６±０．６７ ２．４０±０．６８

女 ３．７７±０．４６ ３．９７±０．５０ ３．８８±０．５７ ３．４７±０．６４ ２．７０±０．６３ ２．７９±０．７８ ２．８３±０．７１ ２．４７±０．６９

ｔ值 －１．２２３ －０．７４７ －２．５４２ ０．１６３ －０．７２６ －１．２９０ －０．２６２ －０．８６２

入学

背景

跨专业 ３．８０±０．５３ ３．９０±０．５８ ３．８６±０．６５ ３．６３±０．６２ ２．９６±０．６２ ３．０１±０．７９ ３．２０±０．６３ ２．６５±０．７２

非跨专业 ３．７２±０．４５ ４．００±０．４５ ３．８０±０．５６ ３．３６±０．６４ ２．４８±０．５７ ２．５６±０．７６ ２．５８±０．６３ ２．３０±０．６２

ｔ值 １．４１５ －１．７９３ ０．８９５ ３．８５３ｃ ７．３７９ｃ ５．３６１ｃ ９．０１０ｃ ４．８４９ｃ

年级

研一 ３．７６±０．５５ ３．９０±０．５６ ３．８７±０．６４ ３．５１±０．７２ ２．７６±０．６１ ２．８７±０．８０ ２．９３±０．６３ ２．４９±０．６７

研二 ３．６１±０．３１ ３．９５±０．４２ ３．６４±０．４９ ３．２６±０．４５ ２．６４±０．７３ ２．７２±０．８７ ２．７７±０．８１ ２．４４±０．７６

研三 ３．９９±０．４８ ４．１７±０．４４ ４．０４±０．５４ ３．７６±０．５８ ２．４９±０．４４ ２．４５±０．５３ ２．６９±０．６４ ２．３３±０．５８

Ｆ值 １１．７２９ｃ ６．１０３ｂ ９．８８４ｃ １２．７４５ｃ ４．３１０ａ ６．４００ｂ ３．３３４ａ １．０７６

　　注：ａ表示ｐ
!

０．０５，ｂ表示ｐ
!

０．０１，ｃ表示ｐ
!

０．００１，下同。

３．３　不同专业认同水平的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在学习倦怠上的差异分析

将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按照专业认同

得分进行高、中、低三个等级分组：得分高于４．００

的为高专业认同组（９８人），得分低于 ３．２９的是

低专业认同组（６１人），介于３．２９～４．００之间的则

为中专业认同组（１９３人）。比较三组公共管理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习倦怠及其各因子上的得分

差异可知（见表６），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学习倦怠水平随专业认同水平的降低而提升，且

学习倦怠总得分以专业认同为分组变量的组间差

异显著，即不同水平的专业认同组在学习倦怠程

度上有差异。采用 ＬＳＤ法进行各组均值之间的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高专业认同组与中专业认同

组（ＭＤ＝－０．２３，ｐ＜０．０１）、高专业认同组与低专业

认同组（ＭＤ＝－０．５２，ｐ＜０．０１）、中专业认同组与低

专业认同组（ＭＤ＝－０．２９，ｐ＜０．０１）在学习倦怠方

面的平均均值差异显著。这意味着不同专业认同

水平的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习倦怠上

呈现两种相反的趋势，即：认同感高的研究生会形

成关于专业学习的更加积极主动的情感态度，主

动寻求专业发展；而认同感低的研究生专业学习

信心不足，无法有效处理学习中的问题与要求，从

而产生厌倦专业学习的态度和懈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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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不同专业认同水平的研究生在学习倦怠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高Ｎ＝９８ 中Ｎ＝１９３ 低Ｎ＝６１ 高×中 高×低 中×低 Ｆ

学习倦怠总分
Ｍ±ＳＤ ２．４６±０．５４ ２．６９±０．６４ ２．９９±０．６３

ＭＤ －０．２３ｂ －０．５２ｃ －０．２９ｂ １３．８５ｃ

学习成就感低
Ｍ±ＳＤ ２．６６±０．６６ ２．８６±０．７３ ３．０４±０．５９

ＭＤ －０．２０ａ －０．３７ａ －０．１７ ５．８１ｂ

学习情绪低落
Ｍ±ＳＤ ２．４９±０．６６ ２．７５±０．８０ ３．１７±０．８６

ＭＤ －０．２５ｂ －０．６７ｃ －０．４１ｃ １４．１３ｃ

学习行为不当
Ｍ±ＳＤ ２．２３±０．５７ ２．４６±０．７０ ２．７６±０．７０

ＭＤ －０．２３ｂ －０．５２ｃ －０．２９ｂ １１．６８ｃ

３．４　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和学
习倦怠的相关分析

对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和

学习倦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７所示。专业
认同与学习倦怠两个变量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ρ＝－０．３７８，ｐ＜０．００１），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和
专业行为与学习倦怠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从专业认同的各因子与学习倦怠总分之间的皮尔

森相关系数看，专业认同中的专业情感因子（ρ＝
－０．３５４）值最大，其次为专业认知因子（ρ＝
－０．３３６），专业行为因子（ρ＝－０．２６０）最小，这意味
着研究生对专业的主观心理感受是影响学习倦怠

的重要因素。若能增强对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的专业价值取向引导，鼓励其更多地进行积

极情感体验，他们就会更加专注于专业学习并产

生更少的学习不良反应，从而降低学习的倦怠感。

表７　专业认同及各维度与学习倦怠及各维度间相关性（ρ）

专业认知 专业情感 专业行为 学习情绪低落 学习行为不当 学习成就感低 学习倦怠总分

专业情感 ０．４７４ｃ

专业行为 ０．４４０ｃ ０．６７２ｃ

学习情绪低落 －０．３１９ｃ －０．３４８ｃ －０．２８１ｃ

学习行为不当 －０．２７２ｃ －０．２９３ｃ －０．２２５ｃ ０．６１９ｃ

学习成就感低 －０．２８１ｃ －０．２７５ｃ －０．１６５ｃ ０．６２６ｃ ０．５６１ｃ

学习倦怠总分 －０．３３６ｃ －０．３５４ｃ －０．２６０ｃ ０．８７６ｃ ０．８７５ｃ ０．８１７ｃ

专业认同总分 ０．７３８ｃ ０．８７２ｃ ０．８７１ｃ －０．３７８ｃ －０．３１４ｃ －０．２８４ｃ －０．３７８ｃ

３．５　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影响
学习倦怠的路径分析

从检验结果（见图 １）可知，公共管理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对其学习倦怠的影响路径

上，外因潜在变量“专业认同”对内因潜在变量

“学习倦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值）为－０．４４，
达到０．００１显著水平。β系数值为负数，表示“专

业认同”对“学习倦怠”的影响为负向，且公共管

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学习倦怠平均值会下降０．４４个点，回归系数与
原先理论假设模型相符合。这说明公共管理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能够直接影响其学习倦

怠情况，即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

同感越强，其学习倦怠感就越弱。

图１　专业认同影响学习倦怠的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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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认同代表着学生对本专业研究领域的认
知理解、情感体验与行为倾向。学生对所学专业

的认同会影响他们在专业学习与活动中的思维方

式。通过对两者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知：

专业认同感强的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会在

掌握本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心理资

源更多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主动积极地应对学

习中的困难与挫折，更容易体验学习的愉快和成

就感，从而降低自身的学习倦怠水平；而专业认同

感弱的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

更易陷入自我能力的怀疑与情绪的耗竭，学习成

就感偏低，并表现出不愿努力学习，甚至衍生出排

斥学习、抗拒学习等不当行为。这也进一步反映

出公共管理专业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身份

认同危机影响着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的学习

倦怠情况。从学术价值认同角度分析，公共管理

专业学科知识体系“大杂烩”色彩浓厚，缺乏统一

的逻辑体系和公认的知识范例［３５］。公共管理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对学科状况的怀疑或不自信产生

的负面影响和学习压力消减着其对公共管理学术

研究与发展前途的良好预期，形成一种自我施加

的学习倦怠。从实用性认同角度出发，政府部门

和企事业单位在人才需求方面侧重实际应用能力

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复合型人才，而公共管理领域

的研究和教学仍以“纯粹理论知识”的灌输为

主［３６］，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知识不够扎实，

操作技能不够熟练。这种偏差造成了公共管理理

论与实践的脱节，加剧了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对公共管理专业知识有用性和可靠性的怀

疑，形成了一种外部施加的学习倦怠。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主要结论

（１）当前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
同与学习倦怠总体情况较好，但也有 １７．３％的研
究生处于低专业认同状态，而低专业认同感的研

究生往往容易出现学习情绪低落、学习成就感低

及学习行为不当等学习倦怠现象。同时，还有

４１．８％的研究生跨专业就读公共管理专业，这些
学生的学习倦怠程度较非跨专业学生严重。

（２）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与

学习倦怠存在基本变量上的显著差异。在以性

别、年级和入学背景为变量进行的子群比较中发

现，性别在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方面均不存在显

著的相关性，但跨专业与非跨专业公共管理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在学习倦怠及其子维度上存在显著

差异，不同年级的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

专业认同及学习倦怠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专业

认同水平组的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习

倦怠上存在显著差异。

（３）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与
学习倦怠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专业情

感更能显著影响学习倦怠及其子维度间的变化情

况，而专业认同能够负向直接影响公共管理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倦怠情况。

４．２　解决对策
４．２．１　重视研究生专业认同教育，消减专业学习

负性认知观念

重视对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

同教育，是消减研究生专业学习消极认知观念的

前提。首先，将专业认同教育纳入公共管理人才

培养目标。在立足学科特征和顺应时代需求的背

景下，将专业认同教育渗入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

环节，并在专业课程教学中阐明公共管理专业的

学科性质、建设历程及未来面向，帮助研究生形成

对所学专业真实客观、全面系统的认知，从而强化

其对公共管理专业的情感及其促进学科发展的使

命担当，并引导其做出符合自我角色期望的学习

行为。其次，构建本土化公共管理知识教育体系。

作为一门“借来”的学科，公共管理专业的诸多知

识范例植根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经验，缺少面

向本土实际的学科范式，因而陷入专业身份认同

危机。因此，必须建立一套解决中国现实治理问

题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教育体系，以消减公共管

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对公共管理专业状况怀疑或

不自信而产生的内生性学习倦怠。最后，营造良

好的学术共同体氛围。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的学习是高度系统化与专业化的学术训练，这

要求专业研究者必须发展学术共同体，强化专业

身份认同。在学术导向的目标下，学院通过开展

学术论坛、学术沙龙、学术会议等交流活动，强化

公共管理专业共同体信念，激发研究生的专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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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及学术潜力，进而增强研究生对公共管理学术

研究与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

４．２．２　优化研究生专业学习情境条件，激发持续
性学习行为动机

一方面，院校要“因人”制定公共管理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高专业认同水平的公共管

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能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形成

具体、明确的自我定位与目标规划，因此，院校应

提供充足的经费与学术平台鼓励其探索感兴趣的

知识领域，满足其自主性学习需求，从而增进其专

业学习的积极体验。而低专业认同感的公共管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专业学习与科研创作中更易

出现懈怠和迷茫的情况，院校应定期邀请知名专

家举行学术讲座介绍本专业前沿动态与发展前

景，以增强其学习自信心，从而激发其持续性学习

动机和学习主动性。此外，由于跨专业研究生本

领域知识基础薄弱、专业认识不深，院校应为跨专

业研究生群体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关怀，如为跨

专业研究生专门开设公共管理基础理论课、专题

研讨课及组织学术交流研讨会，帮助其弥合学科

文化差异产生的“知识沟”与“情感沟”，充分激发

其学习兴趣，进而有效实现其跨专业学习适应和

情感融入。另一方面，导师需要“因时”设置阶段

性学习任务，根据不同年级公共管理学术型研究

生的学业成长过程，合理布置阶段性学习任务并

及时跟进学习进展，系统了解学生认知和情感的

变化情况，针对其在公共管理专业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专业偏见和情绪懈怠等进行有力疏导，强化

其专业身份认同，提高其自我效能感，从而规避其

学习倦怠的产生。

４．２．３　增强公共管理专业教育实用性，提升专业
学习效能感与自信心

增强公共管理专业教育实用性，是提升公共

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习效能感和自信心

的内在要求。公共管理类专业以解决社会公共领

域实际问题为培养目标，需重视公共管理教学和

研究的实践性与针对性。首先，优化专业课程结

构设置。从公共管理专业的实用性角度出发，院

校应适当压缩和精简理论课程，增加体现公共管

理专业鲜明特色的实践课程，从而提升公共管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实践技能和创新思维能

力。其次，提升教学内容的研究性。公共管理教

学内容不能局限于理论的规范研究，而应紧跟学

科发展潮流，贴合社会现实，积极开创多元化实践

教学形式，更好地引导实践教学为学术意识的培

养和科研思维的创新服务，促使研究生在实践中

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用，有效提升其专业

学习成就感与自信心。最后，推动高校、政府与社

会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培育机制。公共管理专业是

一门理论与实践交叉的典型学科，要求院校在公

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加强高校、政府

与社会等多主体联动，为学生提供在现实情境中

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并通过实践活动、科研项

目、实习基地等形式，形成院校、政府、社会协同培

育的意识，培养复合型公共管理研究生，消除社会

对公共管理人才“实践知识不够扎实、操作技能

不够熟练”的刻板印象，从而提升公共管理专业

身份认同水平，消减外界施加于公共管理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身上的学习压力。

４．２．４　发挥教师的价值引导作用，强化研究生积
极学习情绪体验

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师生关系是研究生获取专

业信息、情感支持与行为引导的重要来源。一方

面，需要构建师生之间的支持性导学关系。作为

研究生专业发展与学术成长的“引路人”，导师应

注重对研究生价值取向的引领，让学生明晰公共

管理专业学习要求与发展前景，引导其形成对专

业学习的正确认知，促进其专业思想情感的强化

和专业学习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要转变传统

以导师为中心的“学徒模式”，构建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伙伴模式”。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过程

中，“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的确是将教育信息传

输给了教育对象，但教育对象是否接受了或是接

受了多少信息，还应有一个科学反馈的过程”［３７］，

这意味着知识传授从教师向学生的单向流动，转

变为知识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导师向

学生提供充分的课题研究与学术互动的机会，不

仅尊重了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自主

性，也可以引导学生将其在科研阶段的研究困惑

反馈给导师，从而增强他们的专业情感归属与学

习自信心，有效消减其学习倦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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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与择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基于广西 ６所

高校的调查［Ｊ］．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２０２１

（１）：８６－９２．

［２５］赵嘉路，贾晓明．不同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的

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视

角［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２２（３）：７４－８１．

［２６］原会建，邬伊男．高校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培

养———以Ｚ校社会工作专业为个案［Ｊ］．江西社会科

学，２０１９（１１）：２４６－２５３．

［２７］曾颢，赵李晶，黄颖．学业导师制对大学生专业认同

的影响机制研究：自我扩张的中介作用［Ｊ］．当代教

育论坛，２０２１（１）：４９－５８．

［２８］孙玉梅，雷江华．特殊教育专业新生专业认同的心路

历程研究［Ｊ］．教育研究与实验，２０１６（２）：５２－５６．

［２９］毛智辉，眭依凡．跨学科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

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

分析［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２１（６）：８３－８９．

［３０］张萌，李若兰．大学生专业认同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研

究：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Ｊ］．黑龙江高教研究，

２０１８（３）：９４－９９．

［３１］楼尊．专业角色认同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Ｊ］．

高教探索，２０１０（５）：８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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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唐志远，等：专业认同对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倦怠的影响研究

［３２］纪凌开，刘华山，李晨璐．温水煮青蛙：专业认同对大

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Ｊ］．心理与行为研究，２０２０

（６）：８３３－８３８．

［３３］陈奕荣，吴忠良．特殊教育师范生感知班级氛围对学

习投入的影响：专业认同的中介作用与未来取向的

调节作用［Ｊ］．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２２（２）：２４４－２５３．

［３４］秦攀博．大学生专业认同的特点及其相关研究［Ｄ］．

重庆：西南大学，２００９．　

［３５］张再生，白彬．基于范式分析的公共管理学科身份危

机与发展路径［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６）：

４６－５０．

［３６］盛明科，蔡振华．面向“双一流”建设的研究生教育

综合改革路径探析———以公共管理学科为例［Ｊ］．研

究生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２）：５７－６１，９５．

［３７］ＣＬＡＲＫ Ｂ 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３）：２４１－２５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ｕｒｎｏｕｔ
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ＡＮＧＺｈｉｙｕａｎ，ＣＡＩＹｉ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１０５，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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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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