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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了解北京大学药学院 %"$ 名师生对药学研究生综合素质各指标

的认知和评价) 结果显示!除了社会工作和文体活动指标之外!学生组对综合素质的其他指标的重

要性评价均低于导师组*师生对心理素质(健康状况等指标的评价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提示!学校应当强化研究生对综合素质的重视程度!关注研究生的差异化诉求!引导研究生充分重

视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关键词"'药学研究生* 综合素质* 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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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人才!肩负着国

家未来发展的重任) 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直接

关系到人才的质量和素质-#.

) 研究生导师是影响研究生综

合素质的决定性因素-!.

!师生对研究生综合素质的认知将

会影响研究生的培养与发展) 目前!国内在师生对研究生

综合素质认知方面的研究较少!杨文礼$!"#%%曾对高职院

校师生人文素质的认知进行研究-%.

!但调查的指标较少!且

调查对象为高职院校师生而非本科院校师生!其研究结论

有一定局限性) 本研究以北京大学药学院为例!调查师生

对研究生综合素质各指标的评价!分析师生认知差异!为加

强和改进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选取北京大学药学院 !"#%D!"#[ 年度参与综合素质测

评和奖励奖学金评选的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为调查对象!

其中研究生 !&# 人!导师 [[ 人)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药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指标调

查问卷'!于 !"#[ 年 H 月进行问卷调查!在知情同意后!由

被调查者匿名填写) 问卷包括基本信息(现状调查(指标重

要性评价 % 部分内容) 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 答卷者中!研究生导

师 [[ 人!设为导师组*研究生 !&# 人!设为学生组)

#e%'统计学处理

采用0J3.9录入数据!运用 FWFF !":"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与单独样本G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

!:#'一般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导师组 [[ 人中!男导师 ![ 人!占比

$[e&\*女导师 !" 人!占比 [$:[\) 学生组 !&# 人中!男生

#!H 人!占比 [H:[\*女生 #%! 人!占比 $":&\) 调查对象

涉及药学院二级学科的化学生物学(药剂学(药物化学(天

然药物化学(药理学(药物分析(临床药学和药事管理 < 个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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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认知差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该问卷通过矩阵式量表调查药学院师生对研究生综

合素质各项指标重要性的认知情况) 问卷问题为&您认为

以下各指标对药学研究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如何'!问题

答案采用里克特七点量表!为&非常重要(重要(较重要(一

般(较不重要(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分别从 ? 到 # 进行等

间距赋分)

调查发现!导师组最看重的综合素质指标依次为科研

素养(道德品质(科研潜力(心理素质等!最不看重的指标为

文体活动(社会工作(人文知识(学习成绩等) 学生组最看

重的指标依次为科研素养(科研潜力(道德品质(心理素质

等!最不看重的指标为文体活动(社会工作(人文知识(学习

成绩等)

除了社会工作和文体活动 ! 项指标之外!导师组对其

他指标的评分均高于学生组*师生对处于重要性两极指标

的排序几乎无差异!但对重要性居中的指标存在较大的排

序差!如健康状况和科研成果#健康状况指标在导师组和学

生组的排序分别是 & 和 #"!而科研成果指标的排序分别是 <

和 $) 具体结果详见表 #)

表 #'北京大学药学院研究生及其导师对综合素质各项指标重要性的评价结果

指标''

导师组$% n[[%

平均值 标准差 排序

学生组$% n!&#%

平均值 标准差 排序
分差 排序差

科研素养 &:$H ":&H # &:!< #:"# # ":%# "

道德品质 &:$! ":<$ ! &:"< #:#$ % ":[[ j#

科研潜力 &:%H #:"? % &:#% #:#$ ! ":!& #

心理素质 &:%" #:[! [ $:<< #:#H [ ":[! "

思想意识 &:#& #:[" $ $:?H #:#H & ":%? j#

健康状况 $:H< ":<! & $:$? #:%% #" ":[# j[

人际沟通 $:H$ ":<& ? $:&? #:#H ? ":!< "

科研成果 $:H% #:"? < $:<! #:"? $ ":## %

组织协作 $:<H ":H$ H $:&! #:"H < ":!? #

专业外语水平 $:<" ":<$ #" $:&" #:"H H ":!" #

学习成绩 $:$? ":H$ ## $:[% #:#! ## ":#[ "

人文知识 $:[% ":?H #! $:%? #:!" #! ":"& "

社会工作 [:&& #:[" #% $:"$ #:%< #% j":%H "

文体活动 [:[# #:[! #[ [:?$ #:%H #[ j":%[ "

''注# 分差为导师评分减去学生评分*排序差为导师排序减去学生排序

''导师组与学生组对各项指标重要性评价的标准差!可

以衡量其组内认知一致性!标准差越小!代表组内认知一致

性越高) 调查结果表明!导师组对科研素养(人文知识(健

康状况等指标认知较为一致!而对心理素质(文体活动(思

想意识(社会工作等指标认知差异较大*学生组对科研素

养(科研成果等指标的认知较为一致!而对文体活动(社会

工作(健康状况等指标的认知差异较大) 除了心理素质(思

想意识(文体活动和社会工作 [ 项指标之外!导师组对其余

指标的认知一致性均高于学生组) 具体结果详见图 #)

图 #'北京大学药学院研究生及其导师对综合素质各项指标认知一致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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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师生对各项指标重要性评价低于 [ 分的视为对该指

标的负面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 #%:&\(##:[\(

!e%\的导师对文体活动(社会工作(科研成果 % 个指标做

出负面评价) 学生对所有指标均有负面评价!频率最高的 %

个指标分别为文体活动(社会工作(健康状况!其占比分别

为 #[:H\(#"e%\和 &:$\) 具体结果详见表 !)

表 !'北京大学药学院研究生及其导师对综合素质

各项指标负面评价占比情况

指标'''

导师组$% n[[% 学生组$% n!&#%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科研素养 " " '# ":[

道德品质 " " & !:%

科研潜力 " " % #:!

心理素质 " " #" %:<

思想意识 " " #! [:&

健康状况 " " #? &:$

人际沟通 " " ## [:!

科研成果 # !:% $ #:H

组织协作 " " ? !:?

专业外语水平 " " $ #:H

学习成绩 " " ## [:!

人文知识 " " #! [:&

社会工作 $ ##:[ !? #":%

文体活动 & #%:& %H #[:H

''注# 负面评价指对该项指标重要性评分低于 [ 分

!:%'师生认知差异的独立样本G检验

对师生的重要性评价结果进行独立样本G检验!结果表

明!师生对科研素养(道德品质(心理素质(健康状况等 [ 个

指标的认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m":"$%) 具体结果详

见表 %)

表 %'北京大学药学院研究生及其导师对综合素质

各指标重要性评价差异的独立样本G检验

指标'' Q值 显著性 G值 自由度 P值

科研素养 %:"#< ":"<% !:!<& %"%:"""

":"!%

A

道德品质 %:#?! ":"?& !:[#< %"%:"""

":"#&

A

科研潜力 ":[!% ":$#& #:$H" %"%:""" ":##%

心理素质 $:<%?

":"#&

A

!:H?$ ?H:$%$

":""[

A

思想意识 #:H#H ":#&? #:<#% %"%:""" ":"?#

健康状况 !!:"$#

m":""#

A

!:?&" <&:&<&

":""?

A

人际沟通 H:<H?

":""!

A

#:H"% ?%:<"$ ":"&#

科研成果 ":#"H ":?[# ":&[# %"%:""" ":$!!

组织协作 #:&<! ":#H& #:$%$ %"%:""" ":#!&

专业外语水平 [:&!%

":"%!

A

#:%%< &H:#$" ":#<$

学习成绩 ":H#! ":%[" ":?HH %"%:""" ":[!$

人文知识 #":#%$

":""!

A

":[$& <#:"!< ":&[H

社会工作 ":"#" ":H!! j#:?%" %"%:""" ":"<$

文体活动 ":"$[ ":<#& j#:$"? %"%:""" ":#%%

''注# 标注&

A

'项表示Pm":"$

=;讨论

%:#'强化研究生对综合素质的重视程度

本研究中!除了社会工作(文体活动 ! 项指标之外!学

生组对药学研究生综合素质各项指标重要性的认知均低于

导师组!其中对科研素养(道德品质(心理素质与健康状况 [

项指标的重要性评价低于导师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此外!学生组对各项指标的认知一致性普遍低于导师组!对

所有指标均出现负面评价!即认为该项指标对研究生综合

素质不太重要(不重要或非常不重要) 由此可见!部分研究

生对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认识不到位!学院需要加强对研究

生的引导!如开展德育主题讲座(优秀校友座谈!举办研究

生学术沙龙(学术之星经验分享会等!用具体的案例强化研

究生对综合素质的认知和重视程度!注重全面发展)

%:!'关注研究生的差异化诉求

本研究表明!师生对社会工作与文体活动 ! 项指标的

重要性评价均较低!但比较而言!学生组对其重要性评价高

于导师组$其他指标均低于导师组%) 由此可见!学生比导

师更为重视社会工作与文体活动方面的素质) 对此!导师

应当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关注并尊重学生的差异化诉求!力

争综合素质培养上达成共识)

此外!师生对社会工作(文体活动 ! 项指标重要性的认

知一致性均较低!说明师生内部对社会工作与文体活动的

重要性认知也存在较大分歧!但这是正常现象!学院应当予

以宽容和理解)

%:%'引导研究生充分重视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学生组对健康状况指标的重要性评价及排序均明显低

于导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m"6"$%*对心理素质的重

要性评价明显低于导师!其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m"e"$%)

研究生需要承担大量的科研工作!甚至承受较大的科

研压力和科研挫折) 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个人

发展最基本的素质!对研究生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至关重要)

但是!研究生正处于健康状况鼎盛的人生阶段!意识不到身

体健康及心理素质的重要性!不良生活习惯多有存在!健康

状况令人担忧!生命质量较低-[.

) 对此!学院需要引导研究

生充分重视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如提醒研究生合理安排学

习(研究和锻炼时间!鼓励研究生班级或学院研究生会组织

开展常规性体育活动(举办身心健康讲座等!引导研究生养

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学习和科研工作打好基础)

?;结语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的引导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同时研究生自身的认知水平和内在动力也至关重要) 师生

对研究生综合素质的认知差异客观存在!这给研究生培养带

来了一定的挑战) 药学院将在未来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切

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引导研究生加强对自身各项素质的重

视!并促进师生深入交流以培养高素质的药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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