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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体验的质性研究

蔡悦1,2,王颖1,崔梦影1,2,张昕悦1,2,周苏2

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体验,为提高护理研究生培养质量、搭建和谐导学互动关系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描述性质

性研究方法,对15名护理研究生导师、11名护理研究生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访谈资料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
 

共提

炼出2个主题,5个亚主题,分别为导学互动现状(总体和谐,导学隔阂待弥合),导学互动影响因素(个体能力及精力投入,导学期

望一致性,外部条件调节)。结论
 

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现状较好,但仍需从提升个体能力、达成期望共识、改善外界环境等方面着

手,形成更加亲密的导学共同体。
关键词:护理研究生; 研究生导师; 导学互动; 质性研究; 影响因素; 研究生教育; 护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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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of
 

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n
 

interaction
 

with
 

their
 

supervisor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nursing
 

education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tudent-supervisor
 

relationship.
 

Methods
 

A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5
 

nursing
 

super-
visors

 

and
 

11
 

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analyzed
 

by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Two
 

themes
 

and
 

five
 

sub-themes
 

were
 

extracted:status
 

of
 

student-supervisor
 

interaction
 

(generally
 

harmonious,
 

student-supervisor
 

gap
 

should
 

be
 

bridge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dividual's
 

ability
 

and
 

effort
 

investment,
 

consistency
 

of
 

expectations,
 

and
 

external
 

condi-
tions).

 

Conclusion
 

Student-supervisor
 

interaction
 

is
 

relatively
 

satisfactory,
 

but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by
 

enhancing
 

individual's
 

ability,
 

reaching
 

consensus
 

on
 

expect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o
 

as
 

to
 

form
 

a
 

closer
 

student-superviso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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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培养质量在促进护理高质量发展、持续增

强护理发展动力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目

前,研究生培养制度中,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其与研

究生的互动对于提高护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意义不

言而喻[2]。《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职责的意见》[3]和《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

革发展的意见》[2]等政策文件也连续指出导师应加强

与研究生的交流与沟通,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
导学互动即导师与研究生交流互动,指导师与研究生

在教育教学、科研指导和日常交往等活动中彼此联

系、相互作用、施加影响的过程[4],其研究维度常有互

动频率、方式、内容、反馈、类型等,现有研究场所多为

师范类高校,故研究人群多集中于人文社科专业,涉
及医学专业较少,针对护理研究生的研究更为缺

乏[5-7]。本研究旨在对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体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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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质性研究,为改善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情况,
提高护理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2年6-12月,采取目的抽样法选

取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
兰州大学

 

4所高校的在读护理研究生及护理研究生

导师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以信息量达到饱和且不

再出现新的主题为标准。研究生纳入标准:①在读

护理研究生;②自愿参加本研究;③对本研究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①同等学力在职研究生;②休学者。
导师纳入标准:①担任护理研究生导师;②自愿参加

本研究;③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仅指导

同等学力在职研究生;②退休等非在职人员。最终

纳入26名访谈对象,研究生导师15名,均为女性;
年龄29~59岁,中位年龄52岁;担任导师时间1~
17年,中位时间8年;中级职称2名,副高级5名,
高级8名。护理研究生11名,其中女9名,男2名;
年龄23~33岁,中位年龄26岁;非全日制1人,全
日制10人;学术型硕士3人,专业型硕士7人,博士

1人;研一1人,研二8人,研三1人,博三1人。本

研究已通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TJ-IRB20221102),研究对象均知

情同意。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方法。根据

研究目的,在文献回顾、小组讨论、专家咨询及对1名

护理研究生导师以及1名护理研究生进行预访谈后

修改形成访谈提纲终稿。护理研究生访谈提纲:①你

日常与导师互动情况如何? ②关于上述你与导师的

互动情况,你的理想期望是什么样的? ③你认为护理

专业的导学互动有何特点? ④在过去你与导师的相

处过程中,是否有不太愉快的导学互动经历,能否展

开描述? ⑤你认为影响护理导学互动关系的因素有

哪些? 护理研究生导师访谈提纲:①您日常与您的研

究生互动情况如何? ②关于上述您与您研究生的互

动情况,您的理想期望分别是什么样的? ③您认为护

理专业的导学互动有何特点? ④在过去您与研究生

的相处过程中,是否有不太愉快的导学互动经历,能
否展开描述? ⑤对于全日制、非全日制,专业型、学术

型硕士,您与他们的互动存在什么区别吗? 访谈前研

究者向研究对象详细介绍研究的目的、内容及方法,
并告知受访者访谈过程中需要同步录音,在征得同意

后约定访谈地点,选择安静、舒适的环境。本研究选

择的访谈场所大部分为宿舍和办公室,其中4名导

师、5名学生由于地理位置限制采取腾讯会议线上进

行访谈。访谈过程中同步录音,访谈时间以受访者完

整表达自己的观点为准,每次访谈时间40~60
 

min。
访谈以简单的聊天开始,研究者鼓励受访者充分表达

其观点,并密切关注受访者的表情、语气及肢体动作

等非语言性行为,必要时进行记录。
1.2.2 资料录入与分析 访谈结束后24

 

h内完成

录音资料的转录工作,访谈文本约35万字,将转录稿

与录音内容及现场笔记反复比较、核对,以求准确。
最后将整理后的资料返回研究对象处,核对资料的真

实性。为每个访谈对象建立专属的文件夹,使用编码

代替真实姓名,研究生以 R1~R11表示,导师以

D1~D15表示。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研
究者沉浸式阅读资料以获得整体感,对文本内容进行

开放性编码,编码分类,逐步归类,形成主题。

2 结果

2.1 导学互动现状

2.1.1 总体和谐 受访者对当前护理研究生导学互

动现状的评价呈现一定差异,但总体偏向积极。大部

分受访者对当前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情况给出了较

高的评价,认为处于和谐的范围。D3:“在一开始的时

候可能会没有这么好,但是随着时间延长,可能学生

跟老师之间了解增多了,相互之间越来越信任了……
还是很好的。”R10:“我对和我导师的导学互动十分

满意,没有什么不满意的点。”R1:“我每次坚持不下

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老师对我很好,我一定要好好

坚持、好好学习。”部分导学之间甚至建立了亲密无间

的关系。R9:“我特别喜欢我们导师……从来都是全

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2.1.2 导学隔阂待弥合 在以和谐主导的当前护

理研究生导学互动背景下,部分仍存在一定的隔阂,
亟需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少数受访者表示对当前导

学互动现状并不是很满意。D4:“反正我自己不是

很满意……就像刚说的学生对我的反馈互动不是很

多。”有部分导学关系存在着时间、空间乃至心理上

等方面的多重距离,认为可以进一步改善其关系。
R5:“我跟老师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因为接触比

较少”;D11:“导师身兼多职,给学生互动的时间就

较少”;R3:“学校跟医院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R4:
“我很羡慕其他组老师和学生相处的情况。”
2.2 导学互动影响因素

2.2.1 个体能力及精力投入 个体具备足够的能力

和精力投入是确保高质量导学互动得以顺利开展和

持续推进的基础,要求导学在知识储备、专业技能上

达到一定的水准,能够契合彼此的需求。R5:“导师

的科研经历、科研能力,他做过哪些项目,具体负责哪

一部分? 他做的项目越多,越有经验,他对学生的指

导可能就更强。”D15:“我觉得学生的科研基础肯定会

对导学互动有影响。”D14:“(研究生)最重要的是要勤

劳,因为科研过程有点枯燥,需要学生锲而不舍、勤劳

一点。”个体需要在导学关系中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

力,克服由于繁琐的行政工作、物理距离等主客观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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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建立起更加紧密、健康的导学共同体关系。R10:
“我导师即使手上有再忙的工作,他也会先解决我们

研究生的事情。”R4:“他(我导师)太忙了,这段时间

能记得我的名字,我就已经很惊讶了。”
2.2.2 导学期望一致性 期望是指导学双方相互的

期待,包括导学双方期望的一致性。本研究中多位受

访者提及自身与其导师/研究生的期待不一致。D1:
“比如说投文章,我就希望学生最起码要求达到D类

级别以上期刊的文章,但是学生认为有文章就可以进

行毕业答辩,对期刊级别要求不高。我和学生中间还

是有一些认知差异存在。”R5:“我觉得导学之间期待

值一定要匹配,(导师)期待值过高会给学生带来精神

压力。”面对不一致的期望,导学选择不同处理方法,
部分导学通过增强沟通来合理调节彼此的期望。
R3:“老师有的时候可能忙,他看你的消息之后忘记

回应,我跟导师说了之后就有很大的改善了。”但也有

的导学采取回避方式,较少回应对方的诉求。R8:
“我不敢跟老师提我的诉求,我很怕他,不敢跟他讲

话……我师姐曾经有和他说过,但他们俩就你一句我

一句,谁也不让谁地争论起来了,我不敢这样。”D14:
“我没有说非要学生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有的老师

要求会非常严格。”
2.2.3 外部条件调节 外部条件主要有物理条件和

制度条件,其中物理条件包括教学资源、科研补贴和

地理位置。教学资源(D11:“独立的办公室。”)可以通

过提供专属空间、增强互动频率以及建立情感联系等

方式影响导学互动现状;科研补贴可有效减轻研究生

的经济压力、增强学术动力及增强归属感(R8:“足够

的补贴会促进我和导师之间的互动。”);而护理研究

生的导师常为高校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日常办公地

点并非研究生常在的校内环境,地理位置(R7:“线下

我要去医院找我导师,那就更麻烦了。”)也会影响者

导学互动。而完善的培养制度可为强化导学互动提

供稳定可靠的保障[8]。如导学间的全流程制度:导师

双选制度(R8:“我们没有时间了解导师,入学前就选

择了导师,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形式。”)、导学互动监

督制度(R1:“应该是学校、学院要求的,让导师写互

动记录本,好像是7天还是14天要求和学生沟通一

次。因为有频率的要求存在,不管具体聊什么,至少

导学是在沟通的,不会存在一两个月不讲话的情

况。”)、更换导师制度(R8:“我没有想过换导师,换导

师更麻烦,因为学校制度,比如我们要自己去找现在

的导师和学院沟通,还得自己去找新导师,很复杂。”)
等,以及研究生培养制度(R5:“需要去实习是一部分

影响因素,还有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毕业的科研要求越

高,导师就越关注学生的科研情况,从而也增加了导

学之间的接触。”R4:“非全日制对于毕业和科研的要

求比全日制低,老师对非全日制要求也可能没有那么

高,加上非全日制研究生平时需要上班,老师对他们

较多的是一种‘放养’的状态。”)、导师聘任标准(D3:
“除了经费以外,学校对你论文的发表、职称、学历都

有要求。”)等仅涉及单方的制度。此外,外部氛围和

压力也对其起着调节作用,如学校的科研氛围(D3:
“如有学校有一个好的循证医学中心,我们培养学生

可能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课题组氛围(R4:“一
个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的学生成为小导后有时候就

会自发地形成派系。”)、同辈压力(R11:“看别人发文

章就会推动我跟老师进行联系。”)、社会重视程度

(D1:“社会对护理行业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

3 讨论

3.1 增加有效交流,形成融洽关系 调查显示,
69.06%~90.02%的导学关系被学生形容为平淡或

一般,这是指导学之间既没有激烈的矛盾出现,也缺

乏亲密和谐的交往,处于距离化的和谐状态[5,
 

9-10]。
但本研究发现,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处于较融洽的范

围,其原因可能是人文关怀作为护理学科的核心和精

髓,护理研究生和导师都具有较强的人文关怀能力和

情感交流[11]。再者,护理研究生的毕业课题通常是

以患者为中心围绕实际病例或护理实践展开,需要在

研究中与导师建立密切合作的关系,有助于建立更加

良好的师生关系。
本研究也显示,目前现状距离要达到护理研究生

及其导师所期待的和谐融洽、积极高效的关系尚有一

定距离。较多研究认为,研究生导师职责应主要围绕

学术、情感、职业三方面[12-13]。然而,在实际指导中,
研究生与导师互动多围绕学术、职业,情感交流不足、
肤浅,情感关系存在距离化等情况屡见不鲜。究其原

因,不仅在于导学双方自身的性格、工作繁忙等客观

因素,更在于导学双方对自身角色认知存在不足、偏
差情况。可通过建立定期的交流机制,如月度或季度

会议、一对一辅导等,鼓励导学双方开放、诚实地表达

想法、需求和困扰。通过有效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及
时调整合作方式和期望,缓解因性格和工作繁忙带来

的摩擦。
3.2 关注能力提升,保障精力投入 能力对于导师

和研究生之间的互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直接影响

到学术研究的深入与高效、指导与反馈的有效性、沟
通与合作的顺畅性以及适应与成长的持续性[8,14]。
本研究结果显示,导学双方能力以及在导学关系中投

入的时间和精力是其关系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前护理研究生导师队伍能力参差不齐,需保持不断

学习的态度,积极关注学科前沿、扩宽知识面,预留出

固定的时间段与护理研究生沟通等方式[15];护理研

究生可通过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学术会议和克服恐惧

心理、积极与导师沟通等方式,提高导学互动个体能

力,保障导学互动的可得性以及有效性。此外高校也

应通过提高护理研究生导师准入门槛、完善导学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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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激励和动态退出机制、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以

及完善的能力培养体系等方式促使导学素养提升、保
障导学双方合理的时间精力投入,进一步推动实现高

质量的导学互动。
3.3 动态调节期望,达成教育共识 研究生导师与

研究生之间存在隐含的、非正式的相互期望和要

求[16]。从功能论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达成期望一致、
形成教育共识是保障导学互动、促进和谐导学互动关

系形成的关键[16-17]。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研究生与

其导师的期望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现行导学关系形

成多依据师生互选制度,但大多数院校由于存在平台

缺乏等情况,导学之间存在着信息差,即研究生选择

导师过程中多仅能从网络等非官方渠道了解导师信

息,导师选择研究生也多仅通过阅读推荐信和简短面

谈的方式[18-19]。互选过程中存在着盲目、随机的情

况,导学之间难以提前探清彼此的期望和需求。可通

过搭建师生互选平台、形成官方沟通渠道、灵活师生

互选时间等方式,基于双方期望,合理匹配导师和研

究生。导师应对学生充分了解,针对不同的学生形成

异质、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并不断调整;研究生应端正

角色认知,主动与导师沟通表达诉求,并合理调节自

身需求达成期望一致。
3.4 规范评估体系,改善外界条件 规范的评估体

系中全面、客观地评价将有助于能力提升和关系保

障。现有研究多以胜任力理论为基础,探索构建护理

研究生导师相关评价指标,主要涵盖人格魅力、科研

能力、临床能力、专业知识等维度[20-23]。但多以描述

性文字描述为主,缺乏可操作、可量化的评价指标,在
后续研究生导师选聘、培养、评价的实践中难以推广

落实。后续研究中可加强量化、实证研究,加强评估

体系的可操作性。此外,高校也应加强角色教育,引
导导学双方形成正确认知、端正互动态度;提供相应

教学资源、搭建导学互动平台,促进师生之间交流互

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探索开展适宜导学共同参与

的校园活动,丰富导学互动内容建设,形成“研究生+
导师+学校”三方合力,共同改善导学互动。

4 结论
本文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方法,发现护理研究生

导学互动现状总体较和谐,但仍存在导学隔阂有待消

弭的情况,可从提升个体能力、达成期望共识、改善外

界环境等方面着手,改善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今后

可结合量性研究,更加全面直观地了解护理研究生导

学互动现状、期望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护理研

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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