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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艺考当作上大学的捷径，这样的艺考生必然缺乏学

习动机和兴趣，对艺术的学习和实践缺乏动力和热情，

因而在课堂上容易出现隐性逃课的行为。

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的教育应对

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学

生、教师、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要有效地解决

这一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干预。

（一）激发个体主观能动性，培养有操守的学习者

龚放认为，只有学生“投入了，经历了，体验了，

领悟了，才是收获，才是绩效，才是质量”。[6]如今艺术

类大学生普遍存在隐性逃课，这反映出艺术类大学生在

学习上缺乏内生动力，学习投入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

容易引发艺术类大学生学业危机。教育工作者需要加强

伦理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帮助学生明确自身角

色定位，培养有操守的当代艺术大学生。

首先，教育系统要加强伦理教育，明确澄清学习者

的学习权利、学习义务和学习责任，培养学生成为有操

守的学习者。[7]隐性逃课本质上是艺术类大学生自身出现

的非理性、缺乏动机、学习兴趣低下的越轨行为。需要

引导艺术类大学生做好权利与责任、学业发展与未来生

涯规划、长期与短期等几方面的价值排序问题。

其次，教育系统要发挥艺术类大学生主观能动性，

激发其学习动机，提高学习积极性。学习积极性较高的

学生一般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强烈的学习兴趣、较高

的学习主动性并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自然也会减

少隐性逃课。[8]要引导艺术类大学新生确立合理的生涯发

展目标，并逐步落实到大学每个发展阶段的子任务，加

大学习投入，改变学习方法，寻找学习意义，提高学习

效率以期获得良好的学业成就。

最 后 ， 教 育 系 统 要 引 导 艺 术 类 大 学 生 明 确 自 身 定

位，积极融入课堂情境。课堂教学作为学生习得和建构

知识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师生之间进行思维碰撞、精神

共享以及情感互动的过程。[9]当下的艺术生课堂，部分同

学虽然身体在场但精神游离，并未真正进入课堂情境，

这反映出艺术类大学生并未融入自身角色及定位。要引导

艺术类大学生及时建构正确的大学认知，避免角色偏差，

要主动将自我发展融入中国艺术事业发展之中去。

（二）激发师生情感投入，构建人文关怀导向的课

堂教学

大学课堂中出现隐性逃课现象暴露了大学课堂的生

态危机，需要教育系统激发师生情感投入，构建以人文

关怀为导向的艺术课堂。

首先，艺术类专业的教学方法应区别于其他专业，

注重实践性和体验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培养学生的创新性。但现实中部分教师仍在沿用传统的

教学方法，缺乏创新，容易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

化差异，再加之现在信息的更新迭代，学生获取知识的

渠道增多便不只局限于从课堂上获取知识，这对教师课

堂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提出了挑战。而教师传统的教学

方法容易导致学生在课堂上感到无聊、厌烦从而产生隐

性逃课的行为。

其次，艺术类专业的教学内容应该注重与时俱进，

结合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的需求，反映艺术的前沿和

创新，而实际课堂中部分教师仍教授陈旧的教学内容，

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灌输，忽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使得教

学 内 容 与 学 生 的 需 求 不 匹 配 ， 导 致 学 生 感 到 困 惑 或 无

聊，从而产生隐性逃课的行为。

最后，艺术类教师不仅要具备艺术专业知识，还要

具备教育教学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

求，采用适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创造力。然而部分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并不高，有

的是从事艺术创作或表演的专业人士，对教育教学缺乏

经验和理论指导，教学方式过于传统或随意，不能适应

00后艺术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有的是从事教育教学的

专业人士，对艺术创作或表演缺乏实践和体悟，这些问

题都会影响艺术类大学生课堂表现，导致艺术类大学生

隐性逃课。

（三）教育管理机制尚不科学合理，治理水平有待

提高

首先，教学管理制度不完善。部分高校的教学管理

制度存在不足，如对隐性逃课的学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

惩戒，对教师的教学质量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使得

教学管理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可能导致学生在课堂上放

任自流，从而产生隐性逃课的行为。

其次，教学评价机制不科学。部分高校的教学评价

机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过于重视科研成果而忽视教

学质量，过于依赖学生的教学评价而忽视专家的教学评

价，过于注重教学结果而忽视教学过程，这种导向使得

教师重科研轻教学，教学投入度便大大降低，这样容易

引发隐性逃课。

最后，艺考招生制度有待改进。由于艺术专业的特

殊性，艺术类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与其他专业有较大

的差异，更注重实践性、创造性、个性化等，对学生的

兴趣、才能、情感等有较高的要求。然而，由于高考制

度的限制，部分艺术类大学生并不是真的热爱艺术，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