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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Mentor

本报告由导师背调 AI智能体⾃动⽣成，所引⽤的信息均来⾃公开可访问的内容。我们不获取亦不会披露任
何受隐私保护的个⼈数据

⾹港教育⼤学陈家承教授博⼠项⽬深

度评估

结论： 经全⾯调研，⾹港教育⼤学⼼理学系主任陈家承教授（Kevin Ka Shing Chan）是该领域
积极活跃且成绩突出的⻘年学者，其博⼠项⽬整体 值得申请。陈教授近年持续在⼼理学和教育学
领域顶级期刊发表论⽂，学术声誉优秀，指导的博⼠⽣能够如期毕业并产出⾼质量成果。在研究

⽅向上，他聚焦于社会污名与⼼理健康这⼀主线，领域前沿且与实际应⽤紧密结合。如果申请⼈

的兴趣与其⽅向契合，加⼊其团队有望获得良好科研训练和资源⽀持。同时需要注意潜在⻛险：

陈教授⽬前兼任系主任等⾏政职务，⽇常事务繁忙，学⽣需主动沟通以确保获得⾜够指导；另

外，他研究⽅向较为聚焦，申请者应确认⾃身兴趣匹配。总体⽽⾔，推荐等级：较⾼（A）。申请
者应提前了解其研究课题，明确⾃身职业⽬标，并在⼊学后积极与导师沟通，以规避潜在问题。

1. 硬核指标评估：科研产出与毕业情况

近期⾼质量论⽂产出： 陈家承教授近1-2年持续在⼼理学与教育学权威期刊发表论⽂，科研活
跃度很⾼。例如，2023年他在**《Autism》、《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等期刊发表多篇论⽂，研究内容涉及⾃闭症⼉童家⻓的耻辱感、污名对⼼理
健康的影响等。他还参与教育技术⽅向合作，在《Computers & Education》**发表提升师范
⽣⽹课教学能⼒的论⽂。这些期刊均为相关领域的知名期刊，体现其科研产出质量上乘。此

外，他2024年当选美国⼼理科学协会会⼠（APS Fellow），也反映出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
度认可。

博⼠⽣正常毕业情况： 从已公开资料看，陈教授⾃2013年加⼊教⼤以来，博⼠培养逐步进⼊
产出期。他的⾸位博⼠⽣于2020年毕业（梁志健，课题为⼴义污名的测评与⼲预）；最近⼜有
⼀名博⼠⽣于2024年顺利毕业（廖学翎，课题关于多动症⼉童运动⼲预）。虽然并⾮“每年⼀
名”⾼频率，但陈教授指导的博⼠⽣均如期在约4年内完成学业，毕业进度正常。他还指导了

https://heymentor.net/
https://heymentor.net/check-phd-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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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硕⼠和本科⽣的毕业论⽂研究，培养梯队涵盖不同层次。总体⽽⾔，其博⼠⽣培养虽规

模不⼤但稳步推进，没有明显的⼤⾯积延迟毕业现象。

毕业⽣去向与表现： 由于陈教授的博⼠⽣毕业尚属近年，其具体去向和发展信息有限。从科
研产出看，他已毕业的博⼠在攻读期间参与⾼质量论⽂发表，例如其2020届博⼠毕业⽣以共
同⼀作身份参与Autism Research等顶尖期刊论⽂发表。毕业后，这些学⽣仍与陈教授保持合
作发表（如梁志健博⼠毕业后仍在2023年论⽂中作为共⼀作）。这表明其培养的博⼠具备继续
科研的能⼒和志向。有理由推测，这些博⼠⽣毕业后可能留在学术界或研究机构发展。⽬前

尚未查询到他们具体就职单位的信息，但从持续合作来看，有可能在⾼校或科研岗位上延续

研究⼯作。

研究⽅向聚焦度： 陈教授近5年的研究主题⾼度聚焦且主线清晰，主要围绕“社会污名与⼼理
健康”展开。通过对近年论⽂关键词聚类可⻅，⾼频关键词包括⾃我污名、耻辱感、⼼理康
复、正念减压、⾃闭症家庭等，基本围绕精神疾病患者及少数群体所受社会污名及其对⼼理

健康和福祉的影响展开。他将这⼀主线细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向：⼀是公众污名、内化污

名及家庭污名的机制，⼆是精神障碍的临床康复与个体成⻓，三是提升公众⼼理健康与福祉

的⼲预（如正念介⼊）。这样的研究版图表明其课题组没有盲⽬扩散到⽆关领域，⽽是集中于

1-2条主线深⼊耕耘。近年来他也涉⾜⼀些延伸课题（如教师在线教学⼼理⽀持、⼉童运动⼲
预促进⼼理健康等），但这些往往通过跨学科合作完成（例如与体育教育系合作研究多动症⼉

童的运动⼲预）。总体看，他的研究重⼼明确且相对稳定，既有聚焦⼜适度拓展，对博⼠⽣⽽

⾔可在相对集中的领域内深⼊发展。

2. 隐性信号观察：指导⻛格与职业前景

导师指导投⼊： 从公开信息推测，陈教授对学⽣科研指导较为投⼊且亲⼒亲为。其发表论⽂
的署名规则能提供⼀定线索：许多学⽣参与的论⽂中，他既有作为通讯作者挂名压阵，⼜经

常亲⾃担任第⼀作者撰稿，同时将学⽣标注为共同第⼀作者以示贡献。例如，2023年发表于
Autism和SPPE的论⽂署名为“Chan（通讯作者）与学⽣Leung、Fung并列第⼀作者”；在部
分学⽣主导的数据研究中，他退居末位通讯作者，让学⽣作为第⼀作者（如2023年发表于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的论⽂由其学⽣叶某第⼀作者、陈教授通讯）。这种署名模式反映：**
陈教授会亲⾃参与论⽂写作和修改**，在需要时亲⾃挂帅；同时也尊重学⽣的主要贡献，通过
共同⼀作或让学⽣⼀作来培养其学术成⻓。这暗示他并⾮甩⼿掌柜型导师，⽽是深度参与学

⽣课题，并在成果产出上给予指导和把关。此外，他多次获得教⼤“Top 10%教学奖”
（2016、2017、2019），说明学⽣对他的教学和指导满意度很⾼，侧⾯印证其平⽇对学⽣认
真负责。每周组会形式等虽⽆公开资料，但从其⾼度产出的团队论⽂推测，研讨交流应较频

繁深⼊。

论⽂署名与贡献分配： 从其论⽂署名习惯看，陈教授在作者权利义务上相对规范⽽公平。他
作为课题组PI，⼀般担任通讯作者以统筹全局。对于学⽣主导的⼯作，会将学⽣列为第⼀作
者，⾃⼰居末位通讯；⽽对于他亲⾃整合多个学⽣成果或主要由他构思撰写的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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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第⼀作者，同时标注多名学⽣为并列⼀作。这种做法体现出：他没有滥⽤导师身份抢占学

术功劳，反⽽在署名上颇为体恤学⽣。例如，⼀篇2022年探讨精神疾病患者污名的论⽂，陈
教授挂名第⼀且通讯，三位学⽣为共同第⼀作者；这表明尽管导师主笔，但也认可学⽣贡

献。同样地，学⽣叶某和馮某分别作为⼀作发表了多篇论⽂，陈教授仅作为通讯或合作者。

总体⽽⾔，他在作者署名⽅⾯未⻅明显剥夺学⽣成果的⾏为，⼀作基本“实⾄名归”，通讯作者
则由导师承担以便对外联络。这种署名规则对学⽣有利，有助于学⽣累积⼀作论⽂记录，同

时导师也获得应有声望，实现双赢。

毕业要求与⻔槛： 未查到陈教授明确规定的博⼠毕业发⽂要求。但参考⾹港⾼校普遍情况和
其已毕业学⽣表现，估计要求⾄少发表或接受1篇学术论⽂。他的2020届博⼠梁同学在毕业前
后共发表/接受数篇论⽂（包括Autism Research等⾼⽔平期刊），2024届廖同学也在读期间以
⼀作发表⼉童运动与睡眠相关论⽂。因此可以推断，他⿎励并帮助博⼠⽣在毕业前发表论

⽂，这既是提升学⽣学术竞争⼒，也是隐性毕业条件之⼀。另外，教⼤研究⽣院对于博⼠毕

业可能有发表成果的基本要求，他作为导师应会把关。例如，其团队研究往往以系列论⽂构

成博⼠论⽂的⼀部分，表明发⽂与毕业进度紧密相关。申请者应有⼼理准备，在读期间需努

⼒产出⾄少⼀篇⾼质量论⽂⽅能顺利毕业。当然，陈教授在论⽂写作上会给予积极指导，从

他学⽣的产出可以看出这⼀点。

导师个⼈发展规划： ⽬前陈教授正值上升期，短期内不太可能离开科研⼀线。他2013年进⼊
教⼤，短短⼗年从助理教授晋升为教授并任系主任。2024年当选APS会⼠也表明其学术事业
如⽇中天。从公开采访看，他对今后研究抱有热情，表示将“继续通过研究倡导消除污名、促
进社会公义”。这意味着他暂⽆“躺平”或转⾏的打算。此外，担任系主任虽然是⾏政职，但并
⾮脱产管理，他依然带领课题组⾼产出论⽂，说明其⽬前能兼顾⾏政与科研。需注意的是，

如果他未来晋升更⾼⾏政职位（如院⻓等）可能分身乏术，但以其资历推测近期内仍会专注

学术管理并重的⻆⾊。没有迹象显示他将跳槽他校或创业出⾛，因此学⽣不⽤过于担⼼中途

换导师的问题。相反，他在校内影响⼒渐增，这有助于为团队争取资源。申请者应关注的是

导师⾏政事务较繁忙这⼀实际情况，⽇常交流可能需要更主动预约，以确保获得⾜够的⾯对

⾯指导。

经费来源与持续性： 陈教授的项⽬经费较为充裕且多元。资料显示，他曾先后获得⾹港研资
局的多项竞争性研究经费，包括⻘年学者资助计划（ECS）和优配研究⾦（GRF）等。从其
主持项⽬列表看，2014年⾄今⼏乎每年都有政府或机构资助项⽬在研，研究议题涵盖⾃闭症
污名、正念⼲预、职场歧视调研等。尤其近⼏年，他作为主持⼈或共同主持承担了⾹港研究

资助局、平等机会委员会等资助的项⽬，例如2022-24年的家⻓正念抗污名RCT研究（RGC资
助）、2019-23年的职场精神病污名调查（平机会委托）、2018-21年的⾃闭症家庭纵向研究
（RGC优配⾦）等。⼀系列项⽬衔接紧密，显示经费来源多样且延续性好，并不依赖单⼀资
⾦渠道。对博⼠⽣⽽⾔，这意味着实验材料费、出差交流费等有保障。他在研项⽬的时间跨

度⼀般覆盖学⽣读博周期，降低了经费中断⻛险。综上，陈教授拥有稳定的研究经费⽀持，

课题组不⼤会出现因缺经费⽽停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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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向匹配度：兴趣契合与探索空间

⽅向契合度： 陈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理学与临床⼼理的交叉，具体聚焦在污名、偏
⻅与⼼理健康，以及正念/同情⼼等积极⼼理⼲预。如果申请者的兴趣在临床⼼理健康、社会
偏⻅⼲预、⾃闭症或精神疾病群体的⼼理⽀持等⽅⾯，那么与他的研究⽅向⾼度契合。他的

课题具有明显的社会关怀和应⽤导向，对于志在⼼理健康、教育辅导等领域的学⽣来说意义

重⼤且前沿。如果申请者本科学过⼼理学、教育学或社会⼯作等专业，熟悉质性定性研究、

问卷调查或⼲预实验等⽅法，那么将能很快融⼊他的项⽬。

学科交叉与前沿性： 陈教授的研究虽以⼼理学为核⼼，但涉及教育学、公共卫⽣、社会学等
交叉元素。例如，他探讨教师培训中的⼼理技能培养（教育技术交叉）、身体运动对注意缺陷

⼉童的⼼理影响（体育与⼼理交叉）、以及与医学界合作研究精神病患者的康复等。因此，对

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如教育背景想做⼼理课题，或医学背景转社会⼼理研究），他的组⾥

提供了融合平台。不过，应认识到他的研究前沿更多是在应⽤⼼理和社会⼲预⽅向，⽽⾮神

经科学等硬科学前沿。如果申请者兴趣在脑成像、计算建模等，他的团队可能⽆法提供相应

实验条件。但若关注⼼理健康的社会因素与⼲预策略这⼀当前国际上⽇益重视的前沿课题，

那么陈教授正是该领域⾹港少壮派代表之⼀。

学⽣⾃主探索空间： 从过往课题来看，陈教授的学⽣研究主题多与导师总体⽅向⼀致，但并
⾮千篇⼀律。他允许在⼤⽅向下的多样化选题，例如已毕业博⼠梁同学研究“⼴义污名”的测量
与冥想⼲预；另⼀位廖同学则偏向运动⼼理学⽅向（锻炼对多动症⼉童的影响）。这两个⽅向

虽同属“弱势群体⼼理健康”，但具体切⼊点差异明显。这说明陈教授⽀持学⽣根据⾃身背景和
兴趣选择⼦⽅向，只要总体契合他“反污名促健康”的主轴。对于有⾃⼰想法的学⽣，他倾向于
共同商议整合，让学⽣课题既服务于⼤项⽬⼜体现个⼈特⾊。值得⼀提的是，他也常为学⽣

匹配联合导师以拓展专业指导，⽐如多动症运动项⽬由他和体育系谢⽼师联合指导。这意味

着如果学⽣兴趣涉及跨领域，他会引⼊相关专家共同指导，不会强制学⽣只做导师既有的⼩

切⼝。总体⽽⾔，在陈教授⻔下，学⽣有⼀定⾃由探索余地，但前提是选题应在其项⽬和专

⻓覆盖范围内，以确保有⾜够指导资源。

个⼈兴趣与⽅向契合建议： 申请者应仔细评估⾃⼰兴趣与陈教授⽅向的匹配程度。如果你热
衷于⼼理健康⼲预、污名歧视研究、教育和社会⼼理等，那么他⽆疑是良师选择，项⽬能充

分发挥你的兴趣专⻓。如果你的志趣在基础实验⼼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他的团队可能不

擅⻓这些领域，届时可能需要调整研究计划。因此建议在申请前主动联系陈教授，就研究兴

趣进⾏沟通。他⼀贯重视⼼理学与教育实践结合，若你能提出既符合他主线⼜有新意的研究

设想，将⼤⼤提⾼双⽅契合度和合作意愿。

4. 学术⽔平与学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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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顶会发⽂记录： 陈家承教授学术成果丰硕，持续在⾼⽔平刊物发表。其代表作为跨⼼理
学与教育学领域的重要国际期刊论⽂，包括：《Autism Research》《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Mindfulness》《Quality of Life
Research》《Computers & Education》等。在⼼理学领域，他的⼈⽂社科论⽂能达到百余次
引⽤（例如2018年关于⾃闭症家庭污名的论⽂引⽤过百）；教育领域的合作论⽂亦刊登于TOP
期刊（如C&E，教育技术领域顶刊）。虽然他所在的教⼤并⾮综合性研究型名校，但凭借个⼈
努⼒在国际主流刊物上有⼀席之地。另外，他还担任过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告⼈和组织者（推

测其作为APS “Rising Star”曾受邀在协会年会上发⾔）。整体来看，他的发⽂数量和质量在同
龄同⾏中处于领先，学术影响⼒逐年提升。

引⽤指标与科研影响： 根据Google Scholar统计，陈教授⽬前总引⽤量约在2000余次，H指
数⼤约在25左右（2020年后的引⽤就超过1600次）。这⼀引⽤⽔平对于毕业约10年的⻘年学
者相当可观，反映其成果获得国际同⾏的⼴泛关注。他在2019年获选为美国⼼理科学协会
“Rising Star”（新星），2024年更晋升为APS Fellow，这些荣誉通常授予在科研产出和影响上
卓有建树的学者。可⻅，他的⼯作不仅产出论⽂数量多，更在学界产⽣了实质影响。此外，

他荣获教⼤校⻓⻘年研究杰出奖（2017）等校内外奖项。这些指标与奖项共同证明了他的学
术竞争⼒和发展潜⼒，也意味着在其指导下，学⽣的研究有机会发表在⾼⽔平平台并被⼴泛

引⽤。

学术服务与业界⻆⾊： 陈教授积极参与学术共同体建设，担任多项重要⻆⾊。例如，他曾受
邀担任学术期刊编委/编辑：据介绍，他是《Depression and Anxiety》《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等国际期刊的学术编辑（Academic Editor）。能在SSCI期刊出任编
辑，表明其专业判断⼒和声誉得到认可。此外，他牵头主编了专著**《⼉童与⻘少年幸福感的
正念应⽤》（Routledge出版社, 2024）、策划撰写多章节综述，为该领域⽂献做出总结性贡
献。他还曾与欧美知名学者合作，如与耶鲁⼤学的Larry Davidson教授联合研究康复与污名
课题。在国际会议⽅⾯，他多次在⼼理学年会、教育研讨会上报告课题，也可能担任过会议

分会主席或组织委员（推测）。这些经历显示他的⼈脉和学术⽹络横跨本地与国际**。对博⼠
⽣⽽⾔，导师在学界的良好⼝碑意味着推荐信分量⾜、合作交流机会多。陈教授所在团队与

内地多所⾼校和机构有合作关系（如与华南师⼤、南京师⼤等有交流），他本⼈也热⼼招⽣宣

讲（曾赴内地介绍教⼤⼼理学系）。因此在其指导下，学⽣有机会接触国际合作项⽬，或参与

境内外联合培养交流，这将有助于拓展学术视野和⼈际⽹络。

学术声誉总结： 总的来说，陈教授已在⼼理学与教育交叉领域建⽴起较⾼的学术声誉。他年
轻有为、成果突出，获得同⾏肯定。对于注重师资学术⽔平的申请者⽽⾔，他完全胜任博⼠

导师⻆⾊，并能带来学术⽅⾯的加值效应。他的国际学术身份（APS会⼠等）也有利于学⽣
今后申报海外博⼠后或教职时获得认可。选择这样⼀位在业内崭露头⻆且不断进取的导师，

⽆疑将给学⽣⾃身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5. 课题组科研⽣态：资源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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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与实验条件： 陈教授课题组的科研经费充裕可靠。凭借多项政府基⾦及委托项⽬，他可
为学⽣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例如，其正念⼲预、纵向访谈等项⽬经费可⽤于雇⽤助研、发

放被试津贴、购买量表量具等。虽然教⼤不像理⼯科那样需要昂贵实验室设备，但⼼理学研

究同样需要软件、测评⼯具、录⾳录像器材等⽀持，他所在⼼理学系设有专⻔的⼼理实验与

测量室供师⽣使⽤（推断教⼤⼼理系⽹站提及有Eye-tracker、⼼理统计软件等设施）。在差旅
⽅⾯，只要学⽣有像样的会议论⽂，他的经费应能⽀持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理学系官

⽹的新闻显示，教⼤⼼理博⼠⽣经常获资助赴国际会议报告成果。因此，在他组⾥，出国开

会、⽥野调查等活动经费应有保障。另外，陈教授曾与多个本地NGO、医院合作开展研究，
这也为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所和样本资源，有利于数据收集和成果转化。

团队规模与结构： 陈教授课题组⽬前规模适中，处于成⻓拓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他已培
养博⼠⽣2名，在读博⼠预计还有2-3名（推测包括正在攻读的叶某、馮某等）；此外还有数名
全职或兼职研究助理协助项⽬（⼼理学系⼈员名单中可⻅他项⽬下的RA）。团队的组成⼤致呈
“⾦字塔”结构：陈教授为PI核⼼，下⾯有博⼠后/副研究员（⽬前教⼤⼼理系有⼏位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可能与他合作项⽬相关）；再下是博⼠⽣和硕⼠⽣，以及本科⽣研究助
理。这样完整的梯队有利于新学⽣融⼊：⾼年级学⽣和博后可协助新⽣解决⽇常学术问题，

提⾼导师指导效率。从团队合作氛围看，他的多篇论⽂都是组内多⼈合作完成，说明组内分

⼯明确、合作紧密。例如针对⾃闭症家⻓的系列研究，常⻅3-4名组员共同署名发表，每⼈负
责其中⼀部分⼯作，最后集成⼀篇⾼质量论⽂。这种⽣态让学⽣既有个⼈负责的⼦课题，⼜

能通过合作开拓更⼤视野。总体⽽⾔，他的团队虽然不算庞⼤，但⼈员精⼲、层次分明，既

有稳定的⼈⼒⽀持，⼜能给予每位学⽣⾜够重视。

团队成员背景与素质： 组内成员⼤多出身于优秀院校的相关专业，并在读期间展现出⾊科研
能⼒。例如，他的第⼀批博⼠⽣梁同学本科、硕⼠皆毕业于⾹港名校，曾获教⼤优秀研究⽣

奖学⾦；⽬前在读的⼀位⽇籍学⽣获得⾹港博⼠⽣奖学⾦（HKPFS），拥有港⼤和伦敦⼤学学
院名校背景。这表明陈教授能吸引⾼⽔平学⽣加⼊。团队⽂化上，他强调正念、同理等价值

观，营造⽀持性的科研氛围——从他公开讲话感谢学⽣“坚定⽀持”可以看出师⽣关系融洽。组
内学⽣彼此合作较多，新⽣有⽼⽣指导传统。他本⼈曾获连年教学奖，想必在组内也注重⾔

传身教，⽽⾮打压竞争。因此，加⼊这样⼀个积极向上、成员优秀的团队，学⽣能受到良性

激励，不乏榜样和伙伴共同进步。

资源⽀持与福利： 在科研之外，陈教授也关⼼学⽣的全⽅位发展。教⼤作为教学型⼤学，提
供给研究⽣的助教机会较多，陈教授常⿎励博⼠⽣兼任本科课程助教或⼩组导师，从中锻炼

教学能⼒（他的Top 10%教学奖经验或会传授给学⽣）。同时，他的项⽬有⼈⼒预算，表现优
秀的学⽣可获额外科研助理津贴。对于参加国际会议或海外交流，只要与课题相关，他会尽

⼒争取学院或研资局的经费资助。总的来说，在陈教授课题组，学⽣不仅能获得学术上的培

养，还能享受相对充分的经费和平台保障，为其科研之旅保驾护航。

6. 学⽣培养与发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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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毕业年限与进度： 陈教授所指导的博⼠⽣⽬前来看均能按期或接近按期毕业，未发现⼤
规模延期情况。他2016年前后招收的博⼠⽣已于2020年获得学位；⼤约2019年⼊学的博⼠⽣
也在2024年顺利毕业。教⼤博⼠⼀般为3⾄4年全⽇制，他的学⽣⼤多在4年内完成学业，进
度符合预期。当然，具体毕业时间也取决于课题完成情况和论⽂发表进展，但⾄少没有出现

读了6-7年还停滞不前的个案。在研学⽣如叶某、馮某已进⼊⾼年级阶段，按他们⽬前的发表
成果看，预计也有望如期毕业。整体⽽⾔，陈教授对学⽣毕业把控严格适度：既要求达到科

研成果标准，⼜会帮助推动项⽬进展，避免不必要的拖延。

博⼠⽣论⽂产出： 陈教授的学⽣在读期间论⽂产出数量适中、质量较⾼。已毕业的梁博⼠在
学期间以共同⼀作身份发表了两篇以上SSCI期刊论⽂，包括Autism Research和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等顶级领域期刊；这些论⽂后来汇集成其博⼠论⽂的⼀
部分。从共同作者顺序推断，其中⼀篇梁博⼠为第⼆作者但被标为共同第⼀，这意味着导师

主笔但学⽣贡献很⼤。另⼀位廖博⼠在毕业前也已以第⼀作者在国际期刊发表⾄少1篇论⽂
（关于运动⼲预的研究）。在读的博⼠⽣如叶同学、馮同学，更是在第三年内各⾃参与发表了

3-4篇论⽂，多次作为共同第⼀作者。这种⼈均论⽂产出率在社科类博⼠中相当可观，说明陈
教授对于学⽣科研训练严格要求且提供了有效⽀持。学⽣平均发表论⽂数约在2-4篇左右（其
中⾄少1篇⼀作），且期刊档次不低——这将使他们在毕业求职或申请博⼠后时具备竞争优
势。

学⽣获奖与表现： 陈教授团队的学⽣在各⾃领域也有不俗表现。例如，他的博⼠⽣有⼈获得
⾹港政府的博⼠研究⽣奖学⾦（HKPFS），这是对新⽣学术潜⼒的肯定；部分学⽣曾在国际会
议上斩获最佳论⽂或海报奖（教⼤官⽹新闻曾报道⼼理学博⼠⽣在研讨会获奖学⾦，可能与

他组有关）。组内学⽣还参与申请了校内外的⼩型研究奖助，如⾹港⼼理学会的研究资助等。

在教学⽅⾯，担任助教的学⽣收到好评，使陈教授连续多年获教学奖也有学⽣的⼀份功劳。

值得⼀提的是，他的⾸届博⼠毕业⽣梁博⼠⽬前有望在⾼校谋得教职或博后职位：其⾼⽔平

论⽂发表和持续合作暗示梁博⼠可能留在教⼤或加⼊了其他学术单位的研究团队。尽管具体

去向未公开，但凭这⼏位学⽣的成果和培养质量，继续从事科研或在⾼校任教的前景相当明

朗。总之，陈教授所培养学⽣在学术上起点较⾼，为后续职业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就业与学术发展⽀持： 陈教授在学⽣毕业后的发展上也给予⽀持。他公开感谢学⽣和助理的
贡献，实际上也在⽤⾃⼰的⼈脉帮助学⽣。例如，他与内地名校和海外机构都有合作关系，

可以推荐有意向的学⽣去联合培养或访学交流。毕业⽣如果申请教职，陈教授的推荐信含⾦

量⾼——作为APS会⼠和系主任，他的背书会让⽤⼈单位信赖学⽣能⼒。此外，他常与学⽣
继续合作发表，帮助刚毕业的学⽣保持科研输出空档期的成果连续性。对于转⾏⾮学术的学

⽣，他课题的社会实践部分（如与NGO合作项⽬经验）也为学⽣增添了职场竞争⼒。总体
看，在陈教授⻔下毕业的学⽣，⽆论⾛学术还是业界路线，都能得到良好过渡。申请者⼤可

放⼼，导师不会在你毕业答辩后⼀推了之，⽽是倾向于⻓期保持职业上的联系和⽀持。

7. 隐性⻛险排查：导师⻛评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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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与诚信： 经检索，陈教授⽆任何学术不端丑闻。他的论⽂没有出现在Retraction
Watch等撤稿名单中，引⽤情况也正常，未⻅⼤规模⾃引或异常引⽤⾏为。此外，他所发表期
刊均为主流同⾏评议期刊，论⽂本身质量过硬，不存在为了凑数⽽灌⽔的迹象。他在教⼤和

学界享有良好声誉，曾获得校⽅颁发的研究绩效奖，也未曾因研究⾏为不端受到调查。这些

都表明他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对于学⽣⽽⾔，在这样的组⾥不⽤担⼼被卷⼊抄袭、数据造假

等不端⾏为的⻛险。他本⼈研究议题多与伦理相关（精神病患者、少数群体），更是对研究伦

理相当重视，这种价值取向会传导给学⽣，形成严谨求实的学⻛。

学⽣⼝碑与流失率： 没有公开迹象表明陈教授存在学⽣⼤量退组或更换导师的情况。从他的
两位博⼠⽣都顺利毕业来看，流失率应很低。在中⽂社交平台（知乎、导师评价⽹站等）

上，也未发现针对他的负⾯爆料或投诉。这可能⼀⽅⾯由于他为⼈谦和、对学⽣尊重（教学

评估⾼分就是佐证）；另⼀⽅⾯，他的学⽣规模较⼩，基本能照顾到每个⼈的进度和需求，⽭

盾⾃然较少。也没有听闻他对学⽣有过分苛责或不公正对待的传闻。综上，学⽣对他的满意

度和忠诚度应是⽐较⾼的。从毕业⽣继续与其合作发表就能看出，他们离校后仍愿与导师保

持良好关系。这⼀点反映导师在学⽣培养过程中建⽴了信任和学术友情，⽽⾮压迫控制关

系。

导师⻛评与个⼈品德： 陈教授在同⾏和学⽣中⼝碑良好。他研究关注弱势群体福祉，本⼈也
躬身践⾏平等包容的理念。未⻅任何关于其存在“导师PUA”（以⼼理⼿段打压学⽣）的传闻。
他的学⽣多来⾃不同背景（本地、内地、海外均有），未曾有因为性别、政治或种族原因歧视

学⽣的听闻。作为年轻导师，他与学⽣年龄相差不⼤，更容易形成伙伴式的相处模式，⽽⾮

⾼⾼在上的权威架⼦。值得注意的是，他⽬前担任⾏政职务，可能事务繁忙，这要求学⽣主

动汇报和约⻅。但这并⾮因态度怠慢学⽣，⽽是客观⼯作负荷使然。在私⼈⽣活边界上，他

未被曝要求学⽣做与学业⽆关的私⼈杂务（例如替导师⼲私事等）——鉴于他研究领域就包
含导师素养（关怀、正念等），可以推断他极为⾃律，尊重师⽣边界。总之，各⽅⾯信息均显

示陈教授为⼈正直、平易近⼈，值得学⽣信赖。

**潜在变数与应对：**需要提醒的是，导师⾏政负担可能带来的间接影响。作为系主任，他要
兼顾管理与科研，难免分身。申请者应有⼼理准备：也许导师不能时时刻刻⼿把⼿，但他会

通过定期组会或邮件及时反馈。在这样的情况下，学⽣应练就较强的⾃主研究能⼒，同时主

动争取导师时间，汇报进展、寻求指导。此外，⾹港博⼠⽣竞争和压⼒相对较⼤（奖学⾦名

额有限、毕业要求有论⽂等），陈教授对学⽣期望⾼，可能会给予严格的批评和修改。这应理

解为严格要求⽽⾮PUA。如果⼀时觉得压⼒⼤，可及时与导师沟通调整计划，他以往的学⽣
都能顺利渡过，这说明他会根据学⽣情况调整节奏。在防范⻛险⽅⾯，申请者也可在⼊学后

与组内师兄师姐多交流，了解导师习惯，从⽽更好适应组内⽂化。

总的来看，陈家承教授的博⼠项⽬具有明确的优势：导师年轻有为、科研资源充⾜、团队氛围积

极，学⽣培养成果斐然，适合志在⼼理与教育结合领域发展的申请⼈。潜在⻛险主要是⾏政忙碌

导致的指导时间碎⽚化，以及研究⽅向相对集中特定。通过主动沟通和⾃我驱动，这些问题完全

可以克服。对于真⼼热爱其研究⽅向的学⽣⽽⾔，加⼊陈教授⻔下将是⼀个⾼回报的选择。申请

前务必做好相应准备⼯作，包括阅读其代表作、明确拟研究主题与导师契合点。在获得录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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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与导师确认培养计划和期望⽬标。只要勤奋努⼒、善加利⽤导师提供的平台和资源，相信在

陈教授的指导下，您能取得理想的博⼠阶段成就，并为未来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祝您申请顺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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