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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写作是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求学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基于对S大学13名非全日制教育

硕士的访谈,发现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论文写作困境主要源于其时间投入不足。使用“时间”时,非全日制教

育硕士需要面对中小学和大学所遵循的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社会时间。非全日制教育硕士虽然时间相对自

由,但难以完全自主掌控。在时间稀缺的约束下,“非全日制”学历特征要求教育硕士使用时间时要忠于中小

学特征,其作为教师的“中小学”属性战胜了作为硕士研究生的“大学”属性,“模糊”的学术让位于“精确”的实

践。为了保证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质量,在其培养过程中,应进一步明确培养框架,帮助非全日制教育

硕士处处“踩点”,让非全日制教育硕士顺应中小学与大学之间的“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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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人类感知和描述客观世界的重

要概念,它不仅是用于描述运动过程的物理参

数,也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被用于促进集

体行动的发生,以构筑有相应规律的社会集体

生活[1]。作为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场所,学
校体现出高度的“时间”节律特征。每天的上

课下课,每年的开学放假,每个人的入学毕业,
从个人到集体,每时每刻的学校生活都被高度

规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学校类型又有着不

同的时间使用观念,遵守着不同的时间安排和

时间节点。大学和中小学就存在时间差异,它
们依照不同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形式运行。本

研究所要关注的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既在中小

学工作,又在大学里学习,这就意味着培养过

程要联通两个不同组织的“社会时间”。对于

“非全日制学生”而言,其对应的英文为“part-
timestudent”(部分时间的学生),预示着“时

间”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非全日制教育硕士还拥有一个决定

性社 会 角 色———“全 时 教 师”(full-timetea-
cher)。因此,“如何使用时间”就成为“非全日

制”教育硕士必须面对的问题。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是满足社会和教育发展需求的教师职后培养

形式,对于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非全日制研究生虽然投入了宝贵的

精力,花费了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承受着事

实上并不轻松的学习压力[2],同时还常常面临

“升职加薪”等功利动机的质疑,但结果却往往

不尽如人意。如何理解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在

求学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又如何解释非全日

制教育硕士虽然常常处于忙碌状态,其努力却

无法获得相应回报? 本研究拟从个体角度出

发,以“社会时间”理论解释非全日制教育硕士

在求学过程中的困境与选择,以塑造丰满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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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形象,为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

供更多的可能性。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综述: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学习

困境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有其群体特征。他们

多为处于教师发展阶段之建构安全期的中青

年教师,实践经验相对丰富,在一线教学经验

中领悟到教研工作的重要性,但苦于科研成果

较少,迫切希望提高教学研究能力[3],同时在职

称晋升方面也有着相当大的现实需求。
尽管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投入了时间与精

力,但相对于全日制教育硕士,非全日制教育

硕士的学习状态并不理想[4]。在分析非全日制

教育硕士的学习困境时,学位论文质量无法满

足要求已经成为困扰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和培

养方的核心问题。学位论文质量欠佳的背后

是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教学与研究等多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5]。已有研究常常将学位论文

写作困境归因于“能力和知识”的欠缺。如:专
业硕士课程多以理论知识的学习为主,在日常

学习中缺少科研知识、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训

练[6];学生总是对学习产生误解,只注重知识的

吸收而不是生产[7];缺乏在教育教学实践困惑

与文献阅读批判思考的结合中提炼有价值的

研究问题的能力,研究意识相对薄弱,选题视

野不够宽广,选题能力亟待培养和提升[8]。
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多是从知识和能力角

度为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学习过程中面临的困

境归因。但如果我们从话语角度出发,则可窥

见其中蕴含的“权力视角”。这些研究通常是

从(学术)权力和知识拥有者的角度审视非全

日制教育硕士学习的不足,即:肯定现有培养

和考核制度的合理性,继而否定非全日制教育

硕士所付出的努力,从而忽视了非全日制教育

硕士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如
果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在求学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具有普遍性,那就意味着除了能力和态度等

个体特征外,还应该有更为稳定的共性因素存

在。实际上,已有研究者尝试从制度或文化的

视角理解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所面临的困境。
如有研究者认为,成功撰写学位论文的关键在

于阅读和写作实践,而这种实践需要采用特定

的语言和方式[9],非全日制教育硕士难以学会

这种特定的语言和方式,不能充分地参与和融

入大学的学术文化[10]。沿用这一视角,我们希

望继续保持平视,倾听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对于

学习经历和学习感受的讲述,从学习者的角度

理解非全日制教育硕士面临的论文写作困境,
进而更好地寻求应对之策。

(二)研究对象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选取综合性院校S大学作为案例。
自2015年起,S大学教育研究院开始招收教育

管理方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Ed.M),招
生对象为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专任教师

和教育管理者,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具有

(或相当于)基础教育技术职务的管理干部。
培养目标是让他们成为基础教育教学与管理

的高层次人才。S大学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

生教育学制为3年,学习方式为寒暑假集中面

授,新冠疫情期间则采取了线上授课的方式。
学生在修足学分并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后,可
获得教育硕士学位证书和硕士毕业证书。

本研究的目的是解释性地理解非全日制

教育硕士在求学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这些困难可以被研究对象真实地感知,因此研

究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研究者对受访者进行

的访谈。访谈以半结构化的方式进行,以访谈

提纲作为基本参考,访谈者根据访谈对象的特

点和访谈的实际情况进行提问与应变。访谈

以面对面的方式为主,线上电话、微信访谈为

辅。研究者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基础上对

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撰写访谈

札记,将访谈内容整理记录并编码留存,作为

研究资料。
本研究尽力做到质性研究信息的饱和。

第一轮的访谈对象共有8名,完成第一轮访谈

后马上进行访谈资料的整理与编码工作。在

整理与分析的过程中思考并检验资料的饱和

性,发现未达到饱和,即仍有新类属和新维度

出现,于是继续根据第一轮访谈情况修改访谈

提纲并进行第二轮访谈,直到信息达到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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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类属和维度均已达至饱和。最终在访谈第

13名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后,信息达到饱和,此
时共收集访谈资料10万余字。本研究13名访

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所示。截至2023年,

S大学共培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134人,受访

者约占总培养人数的1/10。
表1 13名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序号 编号 性别 年级 工作地点 工作单位 岗位职责

1 F1 女 2017级 邻省 九年一贯制学校 行政兼教学

2 F2 女 2018级 S省 中学 一线教师

3 F3 女 2015级 S省 中职 行政兼教学

4 F4 男 2018级 邻省 九年一贯制学校 一线教师

5 F5 女 2015级 S省 中学 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6 F6 男 2015级 S省 中学 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7 F7 女 2015级 邻省 九年一贯制学校 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8 F8 女 2017级 邻省 九年一贯制学校 一线教师

9 F9 女 2015级 S省 中学 一线教师

10 F10 女 2019级 S省 九年一贯制学校 一线教师兼班主任

11 F11 女 2019级 S省 小学 一线教师兼班主任

12 F12 女 2017级 S省 小学 一线教师兼班主任

13 F13 女 2019级 H省(非邻省) 中学 一线教师兼副班主任

  (三)材料分析与理论对话

在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时,本研究使用了

改编过的扎根理论编码技术[11]。第一步,形成

类属:逐字逐句阅读资料,对相似的内容进行

贴标签处理,合并相似的标签为同一类属,并
归纳出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第二步,明确核心

类属:对访谈对象的故事进行概念化处理,形
成研究的核心类属;第三步,关联类属:将重要

类属按照叙事逻辑关联起来,形成完整的故事

链条和初步的理论框架,通过与已有理论的对

话发展理论。
本研究希望展示一个逻辑自洽且与经验

相符的“图式”,解释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在学习

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因此,研究选用了“社会

时间”(socialtime)这一概念工具。时间是一

种由社会所建立的制度,用以促成集体行动的

发生,同时这种制度也会构筑出有相应韵律的

社会集体生活。“时间”为社会建立了“历法”,
如节日就是社会成员出行、聚会乃至消费的节

点。因此时间与活动的内容密不可分,时间是

由人际关系和传统共同铸就的“社会事实”,是
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时间”[12]。

借用“社会时间”概念重新审视学校教育,
不难理解大学和中小学之间存在着“社会时

间”差异,它们对于时间的使用有着不同的标

准和风格,从而决定了处于大学和中小学的人

对于时间的感知差别巨大。“非全日制教育硕

士”正是需要适应中小学和大学两种不同生

活、不同“社会时间”的人员。能否很好地适应

这种“时差”,成为非全日制教育硕士能否顺利

完成学业的关键。

  二、论文写作与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

时间困境

  依照S大学的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要

求,想要顺利毕业,必须完成两项主要任务:一
是上课;二是撰写论文。对于非全日制教育硕

士而言,他们习惯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课程

进度,上课是其最为喜爱的教学活动:“老师上

课蛮扎实的,我蛮满意老师上课的设计,同学

讨论也蛮好的。我觉得在S大上课是最幸福

的事情。”(F9)“(老师)一讲就会觉得开阔了,
又看到了新的东西。”(F3)

与安排紧凑、有序可循的课程相比,论文

写作显得松散而“无序”。早已经习惯于中小

学“高效”安排时间的受访者们,似乎不知道需

要做什么,只有“死线”(deadline)才是有效的时

间信号,提醒他们完成必要环节。“老师通知

20号我们要进行一个中期汇报,给老师汇报你

的论文进展,然后论文开题。这时候同学们才

开始准备,有的题目还没定。基本上80%(的

同学)都是这样子的。”(F13)对于每一个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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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管理者)和大学研究生两个不同

身份的受访者而言,时间都是宝贵的。当时间

投入未能及时获得相应回报时,他们表现出了

沮丧和挫败感。“写论文的过程就像蜕好几层

皮的感觉……你这边好不容易经过好几个晚

上弄出来大体框架了,导师一看觉得不行,就

又要重新改,就会感觉很崩溃。”(F8)“每个月

要和 导 师 汇 报 (论 文)的 前 两 天 觉 得 很 焦

虑……心理上比较反感,我觉得写论文太讨厌

了。”(F11)论文,成为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不愿

面对却又必须面对的挑战。
“心上 悬 着 的 一 块 石 头”(F12),“力 不 从

心”(F7),“很难跨过的一个坎”(F1),“最大的

困难”(F4、F5、F8),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论

文写作是其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过程中最大的难题。而要想克服论文写作的

困难,就必须投入相应的时间。F8在说到自己

的论文写作过程时表示:“(我)可能在课程学

习的时候,质性、量化这两块学得就不是特别

清晰,和原来的知识结构差别太大,老是进入

不了角色,到最后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进入角色

特别慢,不知道该怎么做,四处去求教。但是

很明显感觉到在写的过程当中,心态慢慢地越

来越从 容。到 最 后 我 才 明 白,这 个 只 要 写 起

来,只要去做、去经历,慢慢你就会明白就是这

么一个磨炼的过程。”(F8)“慢慢”二字,反映了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适应大学生活所必需的时

间投入和忍耐。
从时间角度出发,可以将对论文写作过程

有着实质性影响的时间投入分解为具有不同

属性的两类时间———“存量时间”和“增量时

间”。“存量时间”指受访者过去的学习经验和

学术积累,“增量时间”则是受访者为论文写作

投入的时间。“存量时间”决定了受访者的学

术基础。拥有较好学术基础的受访者对论文

写作会有更多得心应手的感觉,认为自己可以

比较顺利地完成毕业论文。但这样的受访者

居于少数。大多数受访者自信水平较低,认为

自己无法掌握学位论文写作要点,难以达到导

师的基本要求。“虽然看了很多的硕博论文,
但是一到自己真正去写的时候,有些地方还是

不是很清晰,只能凭自己感觉先写下来。”(F7)

“感觉就‘抓瞎’了……看书太少了,知道的东

西太少了,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F8)“一

整个下午,论文才写了两三百字,不知道怎么

去推进这个论文。”(F10)不少受访者本科所学

专业并非教育,在教育学专业知识方面存在一

定的 短 板,因 而 上 课 被 之 称 为 “知 识 轰 炸”
(F11)。受访者的学习时间因其知识基础的欠

缺而被 迫 延 长,求 学 过 程 因 此 而 备 受 困 扰。
“学习的内容跟我原有的知识基础不同,完全

是新拓展的一块知识。”(F2)“知识太前沿太高

大上了,我们已经那么多年没回到课堂了,知

识框架上一些内容我们还是缺乏的。”(F5)此
外,本就不足的“存量时间”还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逐渐衰减。就职年限的长短意味着离开

学校集中学习时间的长短,毕业越久,对于学

校学习的经验就越会感到陌生。由工作单位

到学校,场域的改变让不少受访者不知所措,
难以适应。“方 差 之 类 的 内 容 都 是 中 学 学 的

了,都遗忘好多年了。”(F7)“数据统计虽然我

们也学了,但 是 学 得 并 不 是 特 别 精 通。”(F8)
“学习后的东西不会回过头去看,很快就遗忘

了。”(F8)然而,以上这些正是撰写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论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匮乏”和“生疏”
使得论文成为横亘在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求学

路上的拦路虎。
“存量时间”反映了受访者的学术基础,

“增量时间”则反映了受访者在论文写作过程

中的投入情况。有的受访者精心打磨论文,在
论文写作上投入了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因为

我怀孕生宝宝,在家比较多,就利用这个时间

抓紧写,闲着的时间基本用来写论文了。”(F2)
“我没有感觉那么紧张,我会自己给自己加压,
我一定要写出来(论文),所以平时就会多花费

时间精力在这个上面。”(F7)而“增量时间”投
入较少的受访者则表现为被动应对:“每次在

一个节点(例如开题、毕业)之前,我就会花大

量的时间去看论文。开题过了之后,我就会放

松一段时间,就不想去碰它(论文)。然后等老

师说要定(研究)框架的时候,才会再次打开电

脑,再去看。”(F11)少量的时间投入意味着论

文写作难度的进一步加大和内心焦虑情绪的

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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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识相符,在学位论文的写作准备方

面,学术基础薄弱且时间投入少的受访者更易

遭遇论文写作的困境。这部分受访者既没有

为论文写作搭建起良好的知识基础,同时又仅

分配给论文写作极少的时间。学术基础扎实

且时间投入多的受访者则稳扎稳打、准备充

分,论文写作过程中一般不会出现难以克服的

困难。但整体而言,非全日制教育硕士都会面

临时间难以掌控的困境。

  三、“自由”而“不自主”:非全日制教育

硕士的时间掌控

  既然论文写作需要投入时间,那么顺利完

成论文的重要法门之一就是多投入时间,而寒

暑假授课的目的,正是希望非全日制教育硕士

能够利用好他们的“闲暇”时间。然而对于非

全日制教育硕士而言,他们的时间常常不由自

己掌控:工作时间需要遵从学校的教学计划,
寒暑假的“闲暇”时间和导师的指导时间也难

以自主。“自由”而“不自主”成为非全日制教

育硕士不得不面对的时间困境。
(一)“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
参与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受访者多半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不仅有

教学任务,行政、班主任管理等事务也会挤占

他们的时间。这些事务通常由学校统一安排,
因此时间的控制权在学校一方,受访者没有主

导权。受访者在中小学的事务具体、繁重而复

杂,同时承担的班主任职责也会花费其很多心

力。“每天上课,还有班主任管理、课题申报、
各种会议,忙得脚不沾地。”(F3)“从周一到周

四,每天跟‘打仗’一样。”(F13)
事实上,身为教师的他们忙于工作的时间

并不局限于白天所规定的上班时间,工作之外

的休息时间也极有可能被其他事务挤占。“上
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作为家校社沟通联络

者的班主任,即使在寒暑假也常常需要时刻待

命,处理各类事务。“虽然我们在学校工作的

时间不是全天候,但是我们确实是要24小时待

命的。”(F10)“高中有住校生,我们班主任的手

机得24小时开着,夜里面还有家长会给我打电

话。因为他们晚上会用宿舍的公共电话打给

家长,说我今天有什么事情了,家长就会不放

心,会 跟 班 主 任 打 电 话 问 孩 子 (的 情 况)。”
(F10)

处于人生重要时期的受访者通常“上有老

下有小”,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家长陪伴,家中老

人也需要关心和照顾。“白天上一整天班,下

班回家陪孩子写作业、哄孩子睡觉。”(F9)“家

里孩子正是从幼儿园毕业上一年级的时候,事

情很多。”(F8)尽管工作繁忙,但对于受访者而

言,中小学的时间安排通常表现为结构清晰、
目标明确、秩序感强,时间的使用往往有很强

的计划性。因此,其应对方案很简单,就是“按
部就班”。而这与大学里相对“自由自主”的时

间安排形成了一定反差。
(二)寒暑假:无法保卫的“自由与闲暇”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上课时间主要集中

在寒暑假,这样设计授课时间的初衷是照顾身

兼学生与教师双重身份的学习者的时间。学

习者寒暑假之外的时间需要工作,寒暑假则相

对比较自由和空闲,因此,培养单位在设置课

程时间之初,将课程学习集中在寒暑假是符合

学生时间表的合理安排。“我们都有自己的工

作……(上课)集中在寒假和暑假这两个时间

段还是很合适的。”(F5)
根据学制设置与学院要求,S大学非全日

制教育硕士的课程与授课教师基本与该学院

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配置相同。授课教师对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通常抱有较高期待,会反复

对其强调,尽管“在几个寒暑假这么短的时间

里学完全日制三年学习的东西”(F8)很难,但
相信你们可以做到。S大学非全日制教育硕士

的课程安排十分紧凑,学习任务重,文献阅读

量大,授课教师会以高标准高要求对待前来参

与学习的所有人员。因此通常情况下,学习者

的假期时间会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作业多,
文献阅读量非常大,寒暑假白天上一天的课,
晚上就在看各种文章,时间很紧张。”(F5)“每

天连着上一整天的课,紧接着就是考试,这样

高强度的学习连续好几周。”(F1)除此之外,授
课教师还希望学习者能够在工作之余的空闲

时间完成毕业论文,并及时提交给导师批阅。
然而,对于非全日制教育硕士而言,寒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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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并非可以随意支配的“闲暇”时间。即使是

在假期,他们依然要面对工作与自由时间界限

模糊的问题。在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期间,
受访者的寒暑假变得更加忙碌:既要照顾老人

小孩、承担家庭责任,又要上课学习、完成学习

任务,还要继续扮演好教师角色,尽心为学生

服务。名为“自由”的寒暑假时间,却并没有成

为受访者真正的“闲暇”时间。
(三)不受掌控的指导时间

时间掌控是一种权力关系,作为学习主体

的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却不是权力的拥有者。
校内导师事务繁忙、时间宝贵,师生交流主要

依靠学生主动,且必须根据导师的时间来进行

安排。“寒 暑 假 去 上 学 的 时 候 可 以 约 老 师 面

谈,平时基本上就是微信(交流),老师很忙,主

要得看老师时间。”(F2)一些导师设置了按照

一定频率进行学习交流的组会制度,但非全日

制教育硕士由于寒暑假之外的时间都在工作,
因此大多是在线上参加交流。这种定期的“相
聚”给学习者提供了更多与导师交流的机会,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师 门 之 内 联 系 会 多 一

点,因 为 每 两 周 都 会 固 定 开 组 会。然 后 就 会

(和导师)有交流,不懂的我可以问一下。”(F9)
为了有效提升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实践

能力,除了校内导师,培养单位通常还会聘请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校外导师”参与指导。
但校外导师往往兼有多种职务和头衔,双导师

制下校外导师指导任务的落实也有赖于校内

导师的时间安排。“校外导师帮助比较少,几

乎没有太多的联系。发过去论文他都会说‘啊

挺好的’,然后就没了。”(F5)“(校外导师)的头

衔很多很重量级,确实太忙了,我不好打扰。”
(F1)“校外导师的热情是有的,但是他的时间

精力能 允 许 他 做 多 少 的 指 导,这 是 个 问 号。”
(F6)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互动的程度就高度依

赖学生的自主性,虽然这种自主是有限的,是
以导师的时间安排为前提条件的。自主性强、
主动和积极联系导师的学生论文写作进度较

快,不敢也不愿意联系导师的学生则师生互动

频率低,论文写作进度慢,写作困难。“师父领

进门,修行在个人。”(F8)受访者自己也非常明

白这个道理,多名受访者在提到与导师的交流

时对此均有提及。“我觉得主动权可能就在学

生本身了。学生你不主动找老师,你说老师主

动去找你,他不更难吗?”(F7)
由此,受访者陷入以下循环:首先,自己很

忙没时间学习、没有成果,怕自己问的问题太

简单让老师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不愿意找老

师;继而,内心知道老师也忙,不好意思打扰老

师;然后,想要准备充分后再找老师;但回过头

来,自己很忙没时间做准备……事实上,时间

的主动权不在他们手中。非全日制教育硕士

在学习时没有时间控制权,写作论文时却突然

要求他们成为时间的主导者,这种转换存在一

定的难度,其论文写作常常迟滞拖延也就不足

为怪了。“我怕自己问的问题很傻,老师会怎

么想。”(F11)“因为是在职读,其实积累也不是

那么多,想问老师到底该怎么写,又不太好意

思问得太细。觉得自己的想法还是比较模糊,
准备得还不够充分。”(F12)

  四、“精确的实践”与“模糊的学术”:非
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时间使用

  需要时间,却无法投入时间,于是论文写

作就成为了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应该理清却难

以理清的一笔“糊涂账”。当被问及论文写作

有什么具体困难时,受访者大多将其笼统叙述

为学术基础薄弱,且在提到“学术基础”作为论

文写作困难的明显表现时,受访者的表述也都

较为笼统模糊,只停留于概括化的表面描述,
很少有具体的实际内容。他们更多是反复提

及自己“理论不足”“方法不会”“学术基础差”,
但当访谈者追问其具体的写作困难时,受访者

却往往难以准确表述。对于学术概念的陌生

折射出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对论文写作的不熟

悉。正因为不够熟悉,才会模糊不清地描述在

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论文写作与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和已有的

知识版图联系很少,从而导致了这种“模糊的

学术”。与之相对的则是非全日制教育硕士

“精确的实践”。换句话说,非全日制教育硕士

在提到论文写作困难时通常高度概括化,而在

讲到自己的教学实践时却能够说得非常具体。
由此,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特征十分鲜明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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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论文写作并非他们的主业,教育教学

实践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世界”。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时间使用通常需要

精确地分配到每时每刻。在繁重和密集的工

作面前,论文写作毫无悬念地成了非全日制教

育硕士的次要工作,“精确的实践”顺其自然地

压倒了“模糊的学术”。即使晚上没有必须做

的工作,在长时间的学校事务处理负担下,白
天工作带来的影响也会持续到夜晚下班后的

时间。在学校已经工作得很累,所以“不(想)
带工作回家”(F11),也不想学习、写论文,只想

好好休息、陪陪家人。言下之意,白天繁重的

工作使得受访者不愿意也无法将休息时间用

于学习或写论文。下班后的时间具有私人特

征,也是对高强度工作精力流失给予补偿的时

间,对于高强度工作后的精力恢复尤为重要。
“(晚上)九点回家已经啥也不想干了,这一天

(累的),就 是 想 玩 儿,刷 手 机,洗 澡 就 睡 了。”
(F13)“好不容易有一下午的时间,我可想在家

睡一觉,因为每天中午又睡不了。基本上两点

回家睡一觉醒来就五点了,然后就刷刷手机看

看剧,就过去了。”(F13)由此可见,将一天的时

间标准化地划分为工作、休息等部分是不现实

的,工作时间与工作之外的时间并不能总处于

被恰好分割的理想状态。恰恰相反,工作在本

身规定的钟表时间之外还以或显性或隐性的

状态[13],影响和占据着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可用

于学习的时间。
时间作为一种资源,其总量是确定的,一

旦使用就不可能重新获得[14]17。非全日制教育

硕士背后的“非全日制”(parttime)属性预示着

教育硕士时间的稀缺性(timescarcity)。在时

间社会学的视角下,时间被看作一种限制性条

件,成为“安排行为的方法,固定那些特别适合

于环境的行动方式”[14]15-16。稀缺的时间要求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在中小学和大学的不同任

务间要有所取舍。
青年人的思想和行动指向未来[14]71。以青

年教师为主体的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对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时间投入的回报抱有极高期待,
对自己也有着高成就动机,期望通过接受这种

教育获得提升专业能力、升华人生等高收益。

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目的在于为未来的发

展打好基础。然而,一些受访者发现,在攻读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期间,很多的学习内容并不

直接指向微观的教育实践,难以对日常的教育

教学实践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导致学习者的

“教”与“学”难以融合。“(上完课后)我知道怎

样是好的,但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真要去做

的时候很难。”(F2)“这个开设的课程都是比较

宏观的东西,像我们当班主任干嘛的,都是比

较细微的东西。……这个(教育硕士)是学教育

管理的,除了那个SPSS可以做一些散点图什么

的,分析孩子的成绩还是比较实用的,其他的因

为学的是管理嘛,所以我感觉对我当班主任,对

这个班级管理的作用不是特别大。……这个课

程对正在当领导的或者是打算当领导的同学

来说应该很有用。”(F8)
用于学习的时间被迫延长,其他时间就必

须相应缩短或更为紧凑。然而,占据非全日制

教育硕士大部分时间的本职工作对他们的投

入度有着严格的要求,工作时间难以轻易缩

短。由此,学习时间与工作时间之间势必产生

矛盾,进而影响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求学历

程。“学习和工作割裂的感觉一直都有。”(F2)
“寒暑假是比较集中的学习思考、写东西的时

间。”(F1)“寒暑假的时候学得热血澎湃的,一

回去工 作 后 投 入 学 习 的 时 间 精 力 就 比 较 少

了。”(F7)“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去分配自己本

身工作与学业方面的时间的问题。”(F6)
由此带来的可能结果是,学习的收获与非

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求学期望相悖,且获得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能够在未来产生怎样的收益尚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换言之,当下的努力与

投入的时间成本能否带来期待的高收益存疑,
更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验证。此时,“非
全日制”的身份就会“提醒”非全日制教育硕

士,应该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全日制”的工

作之上。“精确实践,模糊学术”生动体现了非

全日制教育硕士安排本职工作时的条理清晰

和面对论文写作时的困难重重。

  五、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社会时差及

其理论意义

  “钱的问题会永远纠缠着穷人,而时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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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则会永远烦扰着忙碌之人。”[15]人与时间之

间的关系反映了主体和世界的关系。因加速

理论而闻名的德国 社 会 学 家 罗 萨(Hartmut
Rosa)认为,如果人与时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那么出现问题的不只是人作为“世界上的存

在”(In-der-Welt-Sein)本身,而是将我们“置于

世界 的 存 在”(In-die-Welt-gestellt-Sein)的 关

系[16]。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所面临的时间困境,
正反映了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所面临的时间的

结构性矛盾问题。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论文质量与他们投

入论文写作的时间高度相关。虽然非全日制

教育硕士感受到了投入时间的必要性,并尝试

着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但是在论文写作过程

中,他们的时间自主面临着双重限制。一方

面,工作和家庭挤压着他们的自由支配时间;
另一方面,在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学习过程中他们无法完全自主掌控时间。面

对指向未来的研究生教育和指向当下的教师

工作实践,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只能将论文写作

暂时搁置一旁,投身于本职工作之中,表现为

“实践精确,学术模糊”。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在攻读专业学位的过

程中涉及“中小学”和“大学”所遵循的两种不

同的社会时间,由此会经受由不同主体、不同

社会活动的时间矛盾而带来的时间压力,时间

的理想状态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差距贯穿非全

日制教育硕士求学历程始终。时间投入不足

是非全日制教育硕士面临的最主要的论文写

作困境,同时也折射出他们在接受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过程中的不适应。要实现良好的教

育硕士学习,关键要素之一就是要适应大学和

中小学之间的社会时差。
本文的研究结论亦适用于“全日制”教育

硕士和“非全日制”教育博士培养。用“非全日

制”和“全日制”概念修饰“硕士”和“博士”,说明

他们要“忠于”两种不同的对象。“非全日制”
要求学习者忠于中小学的“社会时间”;与之相

对,“全日制”则要求学习者忠于大学,大学的

社会时间对他们具有强制性。因此,非全日制

教育硕士和博士所面临的“不能投入足够的研

究时间”“论文质量不高”和全日制教育硕士所

面临的“不能适应中小学工作需要”等诟病,都
可以归结为“社会时差”的适应问题,是教育硕

士在“社会时间”适应过程中面临的一体两面。
时间社会学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

研究视角,即从时间维度出发分析教育行为和

学校活动。时间是学校教育制度施行的重要

抓手,因此时间社会学视角对其有着天然的解

释学魅力。时间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

过程和社会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

义,而且也是个体和群体教育行为重要的分析

工具。

2022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新时代基

础教育强师计划》提出:到2035年,适应教育现

代化和建成教育强国要求,构建开放、协同、联
动的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立完善的教师专

业发展机制,教师数量和质量基本满足基础教

育发展需求,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育教学水

平明显提升[17]。依照现有的教师教育体系,必
然会有更多的在职教师以职后深造的方式提

升学历,促进自身专业发展。因而作为培养机

构的大学,应该重视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过

程中的“社会时差”问题,并帮助其适应这一时

差。本研究结果启示,培养单位应关注非全日

制教育硕士所面临的时间困境,避免“一刀切”
的省事心态和省力做法,考虑不同群体学习状

况的差异。第一,在培养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和

明确“培养框架”,让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的在职教师能够明确自己的时间表,帮
助其处处“踩点”,避免因为对学习流程不熟悉

而错失机会;第二,充分利用非全日制研究生

培养的学制弹性,如现有规定下的五年培养时

间,让非全日制教育硕士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

学习时间;第三,关注学习者的多元需求,加强

对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人文关怀,定期组织研

讨会等活动,创造师生、生生交流机会,同时建

立便利可靠的意见反馈渠道,倾听非全日制教

育硕士的心声,探索适合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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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DifficultiesinThesisWritingofPart-timeMastersof
EducationfromaTemporalPerspective

WANGShiyue,ZHOUXuan
(InstituteofEduc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

Abstract:Thesiswritingisabiggestchallengeforthepart-timemastersofeducationthroughoutthe
courseofstudy.Basedontheinterviewswith13part-timemastersofeducationinSUniversity,itcan
befoundthatthedifficultiesinthesiswritingofpart-timemastersofeducationmainlystemfrom
theirinsufficienttimecommitment.Whenitcomestotheterm“time”,part-timemastersofeducation
needtocoordinatetwokindsofsocialtimewithdifferentcharacteristicsinprimaryandsecondary
schoolsanduniversities.Althoughpart-timemastersofeducationhavesometimefreedom,itisdiffi-
cultforthemtocontroltheirtimecompletely.Undertheconstraintoftime,thecharacteristicsof
“part-time”degreerequirethemtodevotemuchoftheirtime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They
havetoprioritizetheirworkinschoolsoverpostgraduatestudyintheuniversity.Asaresult,the
vague“academicstudy”giveswaytotheprecise“practicalwork”.Inordertoensurethequalityof
part-timemastersofeducation,thecurriculumshouldbefurtherclarifiedtohelppart-timemastersof
educationmakefulluseoftheirtimeandadjusttothe“timedifference”betweenprimaryandsecond-
aryschoolsanduniversities.
Keywords:part-timemastersofeducation;socialtime;thesiswriting;in-serviceteachereducation;
postgraduat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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