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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在国外博士生教育领域兴起的同伴学习被证明有其独特价值。通过对博士生同

伴学习的国际研究的系统考察发现：实践共同体理论、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和发展性网络理论是

探究博士生同伴学习的三大理论视角；博士生个体的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学习小组的特征以及

外部环境的作用是影响同伴学习效果的主要因素；培养博士生自我专业发展者意识、创设多元的

学习平台、将同伴学习模式贯穿于就学历程则是保障学习效果的有效策略。结合我国博士生教育

的现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博士生教育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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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er learning，a trending topic in the field of doctoral education，has been evidenced to

be valuable by relevant researche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national peer learning practice，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theory，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and developmental

network theory are three ma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e antecedent and spontaneous factors of

doctoral students，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groups and the rol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vital

factors affecting peer learning.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support the learning are to cultivate doctoral

students’ awareness of self-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reate multiple learning platforms， and

integrate peer learning model into the study journey. Finally，new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doctoral education，which is intended to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reforms in doct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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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以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的

博士生教育一直沿用以导师—学生互动为主要特

征的“学徒制”模式，导师个体的指导在博士生学业

进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专业知识的持续

增加、研究问题复杂度提高、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以

及学习场景的多样化使得单一导师指导方式难以

完全满足现代博士生教育的需求。自 20世纪 90年
代起，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同伴”在博士阶段的学习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英国为例，莱昂纳德等

人通过分析 1985至 2006年间发表的 120项研究生

教育主题的实证研究，发现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研

究聚焦于同伴的支持性学习方面。［1 ］越来越多的实

证研究表明，同伴学习在促进博士生学术参与、学

业坚持、心理健康、职业发展等方面具有巨大潜能，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我国研究者目

前对于博士生同伴学习的关注较少，相关实践更是

缺乏。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国外博士生教育

同伴学习的实践，旨在廓清同伴学习的理论基础，

明确其意义及影响其成效的主要因素，并总结保障

同伴学习的有效措施，以期为后续研究指明可探索

的空间，为推动研究生学术共同体建设、深化国内

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一、博士生同伴学习的理论框架

同伴学习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各个学段、多种情

境的教育策略。早在 20世纪 20年代，维果斯基等

学者便发现学生的发展被其所在的同伴群体的能

力和特征所影响。随后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开展

同伴学习是促进学业进展的重要途径。尤其在研

究生教育中，伴随传统学习关系由垂直控制型向扁

平协商型转变，注重多元民主、发展学生自主性的

同伴学习被推出并推广。本文采用著名学者大卫·

鲍德对同伴学习的定义，并以此作为相关研究筛选

的标准。鲍德认为，博士生同伴学习是“学生通过

正式或非正式方式、彼此相互学习的活动”。［2 ］他在

这一定义中进一步明确了同伴学习活动的两个本

质特征。一是双向互惠，即在同伴学习过程中，每

个参与主体均需要不同程度地分享自己的知识、想

法或经验，由独立学习转向相互学习，并且在“施

者”与“受者”两种角色之间进行转换。二是强调

“学”而弱化“教”，即同伴学习活动本质上属于学习

行为而非教学行为。根据鲍德的界定，“同伴学习”

这一概念具有广阔的外延，囊括了多种学习形式。

一方面，同伴学习活动既可以是学生自发组织的，

也可以是由教师发起的。在博士生教育实践活动

中，前者包括学习小组、读书俱乐部等，后者则包含

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情境中的合作式学习。另一

方面，同伴学习活动既可以是正式的，例如科研团

队中的级联指导模式；又可以是非正式的，包括写

作小组、期刊俱乐部等形式。

同伴学习主要使用的理论框架包括实践共同

体理论、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和发展性网络理论。

人类学视野下的实践共同体理论。实践共同

体是新手向专家学习、群体成员共享愿景与经验、具

有协商意义的一个学习团体。按照温格的说法，它

包含了共同的事业、共享知识库以及相互参与三个

彼此相关联的结构性要素。在实践共同体视角下，

参与同伴学习的博士生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民主协

商并自由参与讨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新手博士

生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向更具经验的同伴学

习，这期间实践共同体向学习者提供了一种学习情

境，博士生不仅仅能获得显性的知识技能，更是在和

他人的情境互动中，通过观察、模仿、反思及深度参

与等方式建构和创新知识。因此，实践共同体被视

作一个由特殊的学习环境和身份而形成的场域，它

有利于促进博士生知识积累和学术社会化。

心理学视野下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传统

的认知心理学理论把学习看作个体获得并运用符

号性表征或结构的过程。然而，以维果斯基、列昂

杰夫以及恩格斯托姆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心理学者

则认为人类的学习行为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具有情

境性和关系性，是增长实践能力或社会化的过程。

学习过程是在特定的活动系统中展开的，而知识正

是学习者通过参与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社会活

动得以浮现和建构的。同伴学习是博士生参与社

会实践的一种方式，也是个体经验与公共规则和文

化互动的过程。博士生与学伴讨论研究中的问题，

寻求同伴帮助，或共同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等，在

此互动中，可以促进其身份认同的转变。而所有学

习活动的难度都是渐进式的，博士生在与同伴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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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合作的情境下搭建支持问题解决的“脚手

架”，逐步完成小组内的各项任务，实现自己近期发

展目标。

社会学视野下的发展性网络理论。传统的学

徒制将博士生教育理解为导师与学生二元的指导

关系：富有经验的导师帮助和引导新手博士生逐渐

适应并融入学术共同体之中。而在社会网络理论

看来，博士生身处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社会网络之

中，与家庭、学校、教师和同伴群体等存在多种社会

关系的联结和多元的指导关系。身处网络的行动

者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建立和维护网络，而这些关

系的建立又与个体的职业选择、信息获取和身份建

构紧密相关。希金斯与克莱姆将指导与社会网络

相关联，并扩大了传统指导关系的范畴，他们在发

展性网络理论中强调“发展者”的概念，即发展者不

仅能够为博士生提供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共享知识

和心理层面的支持，也能够极大地促进个体的经验

建构与专业身份认同的发展。同伴发展者相较于

以往“重要他人”的概念，更强调支持的针对性与学

习关系网络的重要性。

二、博士生同伴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

影响博士生同伴学习效果的因素是多维度的，

基本可以分成学习者个体特质、学习小组特征以及

外部环境交互特点三类。

1.个体内部因素

学习者个体内部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先

赋性因素，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攻博方式和性别两

个方面；另一类是体现学习者特质的个体自致性因

素，主要包括学习动机、自我反思能力以及对同伴

反馈的态度等。

在攻博方式方面，莱昂纳德等人指出不同群体

的同伴文化截然不同，往往非全日制学生比全日

制学生、国际学生比本土学生更难融入同伴学习

中。不仅如此，除了文化认知差异，留学生如果对

语言技能掌握程度不高，容易对同伴反馈产生怀疑

和抵制。［3 ］然而，也有其他研究表明非全日制博士

生在同伴学习中更容易形成学习共同体，并在学业

进展和社交方面获得发展。在性别方面，巴蒂亚等

人的研究表明同伴学习更容易帮助女性改善孤独

和隔绝的状态，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个人社会资源、

专业知识支持以及可供参照的职业发展榜样，且在

毕业后的工作中更加乐观自信，并能够平衡生活与

工作。［4 ］

个体自致性因素方面，学习动机是保障同伴学

习的前提。不少研究都表明学习者内在的参与兴

趣是实现有效同伴学习的重要特质之一。然而，博

士生学习动机的养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阿

达梅克发现学习动机通常是间接地对学习效果产

生积极影响的。同伴积极的反馈和鼓励会增强博

士生的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激发其学习动机，并促

使其提高学术产出。［5 ］

自我反思能力是提升同伴学习效能的关键。

温格指出，认真反思同伴的建议、总结学习不足是

写作小组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展下一轮学习的基

础，贯穿于同伴学习的始终。他还鼓励博士生在同

伴学习之后记录反思日记，重点写下他们对学习内

容的看法、在学习中遇到哪些困难、是如何解决问

题的以及当时的真实感受等内容。［6 ］

博士生对同伴反馈的态度同样重要。有研究

表明，学习者对同伴反馈的心理韧性是影响研究生

同伴小组运行的因素之一。赛义德等人发现参与

者直接、苛责的评价态度会损害同伴学习的效果，

而包容、感激的态度则有利于将关注点集中于反馈

内容，从而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7 ］

2.学习小组的特征因素

一个优质的学习小组是博士生同伴学习质量

的保障。哈斯以学术写作小组为例，将其构成要素

划分成目标与规则、成员组成、领导方式、交流形

式、会议时长、学习频率等 12个维度。［8 ］根据已有

研究，学习小组的会面频率、学习者的学科背景、学

习的组织形式等方面是主要影响因素。

首先，学习成员之间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会面

频率。博尼拉建议小组的学习活动频率以两到三

周一次为宜，规律性的会面有利于成员之间持续的

对话与讨论，专注于系统地完成学习任务并合理安

排时间。［9 ］规律而灵活性的同伴学习活动可以切实

提升博士生的学习满意度。

其次，尽管博士生学科背景的构成对学习效果

的影响存在争议，但多数研究表明，由具有多学科

林焕翔等：博士生同伴学习的理论基础、影响因素与保障策略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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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博士生参与的同伴学习活动更为有效。例

如，诺卡拉等通过对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的一项博

士生同伴指导项目的调查，发现多学科的成员背景

能够促进知识共享，博士生能够获得更多的观点和

视角而非单纯的知识，并通过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来

参照反思自己的就学经历。［10 ］不过也有研究表明，

当同伴学习的目标是提高学科相关技能时，博士生

小组成员间的学科相似性更有助于深化同伴学习

的效果，因为当同伴之间的学科差异过大时，同伴

无法给予适切的评价和资源帮助，会使其建议流于

表面甚至会起到负面作用。

在学习形式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线上同

伴学习对博士生各项能力发展的作用同样显著。

线上形式的同伴学习营造了一个虚拟的学术共同

体，它可以有效发挥高年级博士生的榜样作用、使

低年级博士生获得论文研究的指导和帮助，并且消

除成员的焦虑感和挫败感。

3.外部环境因素

博士生同伴学习的效果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

息息相关。外部环境因素可以分为组织情境因素

与学习支持性因素两方面，主要包括信任关系、同

伴反馈方式与内容以及导师的态度等因素。

博士生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构建同伴学习小组

的基础，也是影响学习效果最显著的因素之一。一

个让人内心感觉到信任和安全的人际空间是博士

生开展同伴学习的前提。这是因为同伴指导能够

增强成员间的联结感和集体责任感，随之建立的相

互支持与彼此信任的关系则有利于提高博士生的

学习成效。然而，博士生同伴之间建立彼此信任的

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马赫等人通过对一个同伴

写作小组的长期观察，发现博士生之间支持性关系

的建立需要一个长达18个月的过程。［11 ］

同伴间的反馈方式与反馈内容也会影响同伴

学习效果。古尔温所指出，合理、善意的同伴反馈

被视作“礼物的交换”，是一种学习“脚手架”，能帮

助博士生建构写作知识和技能。反之，他认为学术

写作小组中往往因评论者知识上的优越感、忽视被

评论者的感受、不合适的反馈等因素而破坏学习进

程。如果同伴的反馈内容较为浅层或表面而没有

思想性和针对性，比如仅集中于论文写作的语法、

文献引用等细节，或者给出明眼可见的错误建议，

无疑会妨碍同伴学习的深入。［12 ］

导师对于同伴学习的作用尚不清晰。一方面，

导师可以在同伴学习中发挥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

用，可以说有导师参与和引导的同伴学习更具组织

性和方向性。另一方面，构建博士生的同伴学习网

络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过长的时间投入甚至

会影响博士生的学业进展。因此，鉴于时间成本，

部分导师对博士生之间的同伴学习并不完全支持。

三、同伴学习的支持策略与保障措施

博士生同伴学习的支持与保障既需要博士生

发挥自身学习能动性和独立意识，积极创造可供学

习的各种机会和条件，也需要高校完善相应的支持

体系。

1.培养博士生的自我专业发展者意识

将博士生群体视作其自身的发展者是欧美诸

多高校的理念，这也符合同伴学习的应有之义。许

多研究生院、二级院系、博士生训练中心以及博士

生学生委员会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工作坊和小组会

议，以提高博士生在同伴学习活动中的领导能力、

参与能力和反思能力等。同时，一些高校的院系还

会设立诸如“学生研究协调员”“写作小组导师”等

职位供高年级博士生参与和兼任，帮助参与同伴学

习的博士生制订学习计划、分享学习经验、提供智

力支持以及推动学习进程。例如，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教育学系自 2004年秋季起陆续推出了两项由博

士生主导的同伴学习活动，分别是研究交流论坛和

博士生工作坊，并通过收集活动的反馈意见，对此

类活动进行持续优化。在这些学习活动中，博士生

既是发起者和领导者，又是参与者和协调者，这有

助于他们形成对学术共同体的归属感，发挥其自身

在学业进展和职业准备上的主观能动性。已有研

究表明，充分发挥博士生群体在学习活动中的主动

性可以切实提高传统模式的指导效能。戈德斯基

森等人的研究证实，较之于传统的导师指导模式，

基于以博士生自发组织和主动参与为核心、同伴协

作解决问题为导向、导师提供支持且师生权利平等

为特点的学术指导模式更有成效，并且能够显著提

高博士生对学术指导的满意度。通过与同伴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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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博士生能够获得全新的反思内容，并在识别

研究问题、应对研究困难以及了解研究现状等方面

取得显著进步。［13 ］

2.创设多元的博士生同伴学习平台

为了保障博士生同伴学习的顺利推进，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研究生院、学院、图书馆等机

构专门为博士生创建了协作共同体、交流平台和学

习空间，为学生提供学术合作与交流的相关服务，

推进博士生的同伴学习。例如，英国华威大学为研

究生开辟了研究生活动中心和研究交流平台，为博

士同伴社交和跨学科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实际上，博士生同伴之间协作学习的实现具有多种

模式。戴瑟姆具体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博士生合作

学习类型，分别是小组/项目合作、社交网络合作、社

交合作以及共同体与归属感合作，这些丰富且具有

针对性的合作学习形式可以有效推进参与博士生

的学业进展、发展其社交能力。［14 ］除了搭建物理空

间的合作学习平台外，国外许多高校也尝试创设虚

拟形式的线上学习空间，突破了学习时间、空间和

资源的限制，进一步丰富了同伴学习的形式。比

如，美国波士顿学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博士生

提供线上同伴学术支持系统，博士生可以在一个每

月更新的共享线上文档上创建个人任务，设定截止

日期、每日写作目标和学术成就等，并在这个线上

平台上自我反思和相互鼓励。

3.将同伴学习贯穿于博士生的成长历程

除了提供资源保障和单独创设学习项目，国外

大学还将同伴学习贯穿于博士生的课堂教学和导

师指导过程之中。一方面，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应

用同伴合作与反馈的方式已经成为国外研究生教

育的主流做法，比如小组合作专题探究、小组课题

汇报、研究计划同伴评议等。丰富多样的同伴学习

课堂活动不但能够增强博士生合作学习与研究的

意识，而且可以切实提高博士生学术合作、人际交

流、批判性思维等多项能力。卡姆帕等人的一项回

溯性案例研究表明，院系开展的研究计划写作课程

中的同伴反馈可以纠正博士生错误的写作观念、加

深了解同行评价的过程。这一同伴学习过程有效

地培养了学生在论文写作中的读者意识与评审者

意识。［15 ］另一方面，导师把同伴群体的支持和个人

指导文化相结合，发挥协同促进的作用。通过级联

指导模式、结对合作学习、内部研讨会等活动方式

让学生与他人和外在环境建立起深刻的联系。与

同伴建立的合作关系往往远超研究自身，是可以终

身维持的。博士生在讨论、交流、合作、反思的环节

中可以逐渐习得研究所需的知识技能，增强继续学

业的热情，建立学者的身份认同。

四、讨论与展望

作为传统学徒制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有益补充，

同伴学习在西方博士生教育中得到广泛的关注和

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相比之下，国内相关议

题不论是实践抑或研究层面都未得到充分重视。

根据当前研究的实际情况与我国博士生教育实践

改革的需要，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重

开展。

首先，重点开展关于影响同伴学习质量的定量

研究。囿于参与博士生同伴学习人数的规模限制，

当前研究主要以探索性的质性研究为主，缺乏大规

模的定量研究，缺乏对于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作

用机制的验证。因此，一方面要开发博士生教育领

域同伴学习的测量工具，提升博士生同伴学习的测

量精度和效度。另一方面，研究者还应对同伴学习

进行多次测量，通过加强历时性追踪数据的积累来

解决样本量小的问题，并由此获得更趋稳定的数

据。与此同时，强化对不同水平、不同类型的样本

数据搜集，即从外部环境、个体特征、人际互动等多

方面和多主体的角度系统考察博士生同伴学习的

特征，以一种更为全面的生态视角系统认识博士生

的同伴学习。

其次，探究博士生同伴学习的改进方法。目

前，学界讨论的多是博士生同伴学习的表征及其影

响因素，对于实践层面提升同伴学习效能的策略总

结不足。因此，学者应当重点考量何种环境、何种

方法以及何种技术手段能够切实提高博士生同伴

学习的效能。一方面，学者自身既是“研究者”也是

“实践者”，把同伴学习作为一项博士生学习改造的

实践研究，通过亲自参与丰富多彩的学习项目获取

一手数据，深刻理解博士生同伴学习的内在规律。

同时，以现有的理论、数据和资料为出发点，选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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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案例开展实验研究，构建循证博士生同

伴学习的核心要素和实践路径。

最后，加强博士生同伴学习研究议题的本土

化。实际上，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并不乏对同伴学

习的强调，正如《学记》有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

而寡闻。”然而当下，国内学者基于本土情境的研究

相对欠缺，对国际博士生教育领域同伴学习这一议

题的知识体系贡献较少。因此，开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博士生同伴学习研究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所

在。例如，未来研究可以从案例研究法着手，选取

国内代表性同伴学习的案例，通过观察、学生访谈、

保存同伴评价原始资料等方式收集一手资料，以获

得对我国博士生同伴学习的特征、机制等的初步认

知。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深入的大样本研究，最终

构建符合我国博士生教育现状的同伴学习知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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