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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师要革新教育教学观念，坚持以生为本。

新时代艺术类大学生的鲜明特点和学习方式决定了专业

教师要不断紧跟时代发展脉搏，探寻00后艺术类大学生

学习发展规律，用科学教育理念指导教学。另外教师还

要主动加强与学生的交流，构建和谐良好的师生关系。

所谓“亲其师信其道”，良好的师生关系会营造积极、

健康、好学、活泼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一定程度上纾解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行为。

其次，教师要不断提升教学素养，赢得课堂认可。

教学是教师的责任和使命，但由于绩效考核或非升即走

制度所导致的“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使得部分教师教

学投入不足，存在消极怠慢行为，这样更容易助长艺术

类大学生隐性逃课行为。因此，教师要加大教学投入，

明确自身角色定位，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观念，平

衡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另外，还要根据艺术类专业的

教学特点和学生的学习特点，选择和运用适合的教学方

法，增加课堂的创新和吸引力，注重与时俱进，结合艺

术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的需求，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

资源，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技能水平。

最后，教师要利用科技优势，助力传统课堂教学。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及人工智能普遍使用，大学生获取

知识的途径和渠道越来越多元化，泛在学习现象无处不

在。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优势，探索适合艺术教

育的新模式，积极打造艺术“金课”、艺术慕课，通过

网络技术平台发掘、传播、保存更多的艺术作品。另外

专业教师还要尝试运用互联网等建立线上师生互动反馈

机制，针对学生课堂出现的隐性逃课行为及时给予教育

反馈或者提醒，引导其身心回归课堂教学情境。

（三）形成多方教育合力，构建协同治理育人新模式

艺 术 类 大 学 生 隐 性 逃 课 行 为 严 重 影 响 高 校 教 学 生

态，高校相关部门要加以重视，要重新审视教学管理的

现实状况，深入剖析学生偏离课堂学习本真的缘由，加

强多方协同治理，形成教育合力，扭转隐性逃课这种课

堂越轨行为。

首先，学校要完善管理制度，营造健康良好的学术

氛围。艺术类大学生隐性逃课行为投射出艺术高校管理

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完善相关制度。一方

面，要制定艺术院校大学生隐性逃课管理条例。隐性逃

课隐蔽性较强，不容易被察觉，高校在加强隐性逃课管

理时需注意方式方法，大学生的自主意识趋于成熟，外

在强制的管理措施换来学生的课堂“听话”或者表面服

从可能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收益或规避惩罚的虚假敷衍。

因此制定管理惩罚措施要带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尽量站

在学生发展的视阈下综合考虑，不能操之过急，且管理

措施一旦落地需要严格执行以达到惩罚督促的效果。另

一方面，学校要完善教师考核制度及学生评教制度，改

变教学在教师晋升考核过程中的比例，为“教学型”教

师提供发展平台与制度保障，加大教师的人文关怀，使

得教师无后顾之忧而潜心教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效率和

质量，减少学生隐性逃课行为。

其次，家庭要加强教育引导，帮助学生转变价值观

念。部分艺术生的家长坚守短期的实用主义，缺乏长期

主义的艺术视角，容易忽视思想道德及家庭教育对孩子

的影响，长期受这样家庭氛围的影响容易使得学生变得

功利主义。一方面，需要家长同学校合力扭转学生功利

的、短视的错误观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学

习观、发展观，并做好艺术生涯规划，激发他们自我发

展的内在学习动机。另一方面，也需要家长及时关注学

生的心理需要，给予一定的心理关怀。艺术类大学生正

处于人生发展的自我塑形阶段，不可避免会经历困难、

挑战、失败与挫折影响其心理健康和学习状态。调查中

发现部分同学由于学习和生活等困难引发的不良情绪没

有得到疏导，长期的压抑导致他们依靠网络治愈自我内

心，因而逐渐导致沉迷虚拟世界而逃避现实情境，影响

身心健康和学业成就。

最 后 ， 教 育 管 理 部 门 要 优 化 选 才 制 度 ， 探 索 艺 术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 我 国 自 1 9 5 2 年 开 始 艺 考 ， 招 生 数 量 与

培养规模逐年增加，对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有着积极作

用，然而艺考的“火热”发展导致部分急功近利的家庭

参加各种突击班“曲线进名校”，入学后却因综合文化

素养不高或者文化水平较低困于完成基本学业受到公众

质疑，助长了浮躁的社会风气，这严重违背了艺术人才

的发展规律。近些年国家多次提升对艺术类考生文化素

养的要求，彰显了对艺术人才规律的尊重，教育部门应

该深化艺考改革，建立高校艺术类考试分级管理政策、

建立综合性的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艺考招生考试服务

体系等改革，进一步纠偏“临时速成”“重专业课轻文

化课”等功利性思维，加大艺考过程性考核要求，不断

探索艺术人才选拔机制，为更多拥有艺术天赋和文化内

涵，真正热爱艺术的青年提供平台和发展路径，维护社

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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