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如何影響美國大學研究生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新冠肺炎獨特地賦予了全美研究生的許多挑戰，他們必須在新的

教育環境中扮演學生與助教的角色。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贊助以量化問卷方式進行最新研究，計調查全美

11 所大學(含 1 所傳統黑人大學及 2 西班牙裔為主的大學)逾 4000 名

研究生。此研究由來自四所大學的 8 名研究者所進行(這四所大學皆

不在此問卷的抽樣範圍中)，他們向高等教育記事報提供了初步結果。 

大約 1/4 的受訪學生表示擔心食物來源不足，同樣比例的學生也

擔心尋找住處的問題。這些擔心源自於學生不知道秋季學校是否校園

正常開放以及學校宿舍租約問題。在問卷有學生提到他們自己的學校

已透過食物銀行方面的作業減輕學生負擔。 

在心理健康部分，約有 67%受訪學生指出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不

佳。約 1/3 學生表示自己有焦慮或憂鬱症狀、30%學生表示自己持續

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但是研究員表示無法確定這些徵狀是否來

自疫情，因為問卷要求學生根據自己六至七月間的狀況來回答。該段

期間正好也經歷明州佛洛伊德事件、以及美國川普總統行政團隊針對

國際學生實體或全線上課程之准否核發來美簽證爭議期間。因為問卷

效度關係，他們無法輕易根據個人因素調整問卷項目。但研究員也表

示：「這樣的結果也值得令人關心，提醒各機構檢視自己大學提供學

生的資源與支持。」學生回應，其中的部份原因來自疫情期間校方與

學生溝通的方式，他們覺得學校並不關心他們的健康。 

4 位之中就有一位學生表示他們可能會延期完成自己的學業，期

限多為 6 個月至 1 年，較多女性回應她們需要比男性更多時間。此

外，自疫情發生後，許多學生反映自己的學業計畫有所改變，其中最

高比例是占 25%的人文學科。 

除了量化結果，本研究也包含了針對焦點團體訪談。在問卷結尾

收集到許多回應。例如有學生表示「我覺得沒有得到來自指導教授與

學校的支援」、「研究所太具有『毒性』(toxic)了，連我和我的夥伴都

因為罪惡感與焦慮，承認他們這段時間真的沒辦法有學術產出。」另



 

 

外一位學生則回應：「我們感覺自己很沒用而且被排除在外。這在一

般情況下已經是常態，何況在疫情當中又更加惡化。」 

研究員表示，這些回應，反映了研究生所扮演的多元角色及責任：

身為 TA，他們一方面需關心大學生、另一方面也要繼續與教授合作

進行學術研究、還要同時進行自己的研究及也要關心自己的家人…等

等。研究員在初步報告中建議，大學方目前可以做的是針對食物、住

處、延長就學需求等提供財務協助；重新檢視針對研究生的政策與溝

通管道；重視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及職涯服務等。儘管某些建議對大學

方來說可能不太容易，因為大學已經針對疫情投入了許多人力、金錢

與時間。研究員表示，這也可以想成兩個規模對學生的改變：較大規

模的改變是財政補助，另一規模是，即使小小的行政作法改變，會讓

學生們的生活變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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