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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大学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的建设者和生力军，肩负着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发展文艺事业的重任。课堂不仅是艺术类大

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塑造其个人思维、

艺术品格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艺术类大学生隐

性逃课行为却因更隐蔽、更普遍、更难察觉，严重影响

着课堂教学。他们虽然没有违反学校的考勤制度，但却

违背了学习的本质，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和资源，长

此以往，对课堂教学生态、教师的教育信心都产生消极

影响。深入研究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的意涵表征及其

发生理路，对纾解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行为，提升教

育质量至关重要。

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的意涵表征

逃课指“学生在未请假情况下，没有按照既定时间

和地点上课的一种旷课行为”， [1]此定义被学术界广泛

认可为显性逃课。为了制止显性逃课这种行为，高校出

台了很多治理措施：如指纹打卡、系统点名、全景拍照

或将点名与评奖评优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学

生显性逃课行为，自此，大批学生开始进入课堂逃课，

即“隐性逃课”，与显性相对，隐性逃课指学生按时上

课，好像也在认真听课，但实质则“形在而神不在”，

没有认真听老师讲课或自顾学习其他知识。[2]

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指就读艺术院校或普通院校

艺术专业的大学生能够按学校教学计划按时上课，但并

没有认真听老师讲课，而是在课堂上从事与课堂教学无

关的事情。研究发现大学生隐性逃课率达88.7%，在不同

层次高校中普遍存在，逃课时间主要集中在早中午第一

节课，且公共选修课隐性逃课率最高。[3]艺术院校学生因

其自主意识强，欠缺集体主义和组织纪律意识淡薄等个

性特点，以及重视艺术专业课，忽视基础理论课等学习

特点，课堂教学中隐性逃课现象尤为严重。[4]

调查显示，艺术院校已经弥漫着隐性逃课的风气，

且这种不良风气扩散的范围持续的时间长，已经严重影

响到学生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 [5]对学生的

学习效果、兴趣、习惯和品德，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和质

量，对学校的课程设置和管理，以及对社会的教育观念

和价值取向都有不良影响。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及前期访

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的
意涵表征、发生理路及教育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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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逃课已然成为影响艺术高校教学质量的症结，对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艺术传

承与发展等都产生影响。总结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的意涵表征、审视其隐性逃课的发

生理路，根据艺术教育发展规律，提出纾解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的应对措施，对扭转

课堂教学生态、培育德艺双馨艺术人才具有重要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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