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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艺术类大学生感知教师关怀行为、学业浮力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以 S 院校艺术生为例进

行问卷调查,了解到艺术类大学生感知教师关怀行为、学业浮力与学习投入三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且学业浮力在教师关怀与学习投入中发挥出中介作用,并以此探索出艺术生感知教师关怀、学业浮力与

学习投入的优化策略,以期推动艺术类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与学业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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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eacher care behavior, 

academic buoyancy,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art students in S 

colleges, which reveale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rt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eacher 

care behavior, academic buoyancy and learning commitment, and that academic buoyanc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eacher caring and learning commitm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art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eacher care, academic buoyancy and learning commitment aims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level improvement of art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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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指出,要关心爱护学生,做学生良师益友。并且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应给予学生充足的人文关

怀,用爱心、知识、包容、支持与责任点亮学生心灵。教师关怀

不仅是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一环,还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而

艺术类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相比,个性更加张扬、情感更加丰富,

具有独特的思想与行为特点,对教师提出新要求与挑战。通过研

究艺术生感知教师关怀、学业浮力与学习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明确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针对艺术生感知教师关怀、

学业浮力与学习投入方面提出优化策略,可以为教师提供艺术

生教学指导借鉴。 

1 S院校艺术生感知教师关怀行为、学业浮力与学习

投入的影响作用 

通过对S院校艺术生发放450份问卷,有效回收422份,问卷

内容包括艺术生的基本情况、15项感知教师关怀问题、12项学

习投入问题、5项学业浮力问题,每项采取5级评分法。利用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回归性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得出以下

结论： 

1.1感知教师关怀行为影响学习投入与学业浮力 

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S院校艺术生感知教师关怀与学习投

入呈现显著正相关性(r=0.447,P≤0.01)；感知教师关怀与学业

浮力也呈现显著正相关性(r=0.581,P≤0.01)。由此可以看出S

院校艺术生感知教师关怀行为影响学习投入与学业浮力。一方

面,感知教师关怀行为正向影响学习投入。教师关怀所提供的支

持性、尽责性与包容性行为不仅满足艺术生的求知欲,还可以从

情感方面体会到教师的关爱、支持鼓励与尊重,让艺术生学习意

愿更强烈。在学习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发生质变,显著提高学

生学业水平,有效增强艺术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而更加自主学习,

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感知教师关怀正向影响学业浮力。艺

术生在艺术创作方面需要更多的个性表达,教师在教学与生活

中表现出的包容与支持关怀行为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自我表达

空间,让艺术生重塑信心,坚定学习决心,有利于促进艺术生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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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表达自己看法与观念。并且教师的尽责性可以为艺术生树立

榜样,让艺术生在遇到学业困难与挫折时,可以让艺术生感受

到教师的关怀与关心,潜移默化模仿教师行为方式与处事态

度等,能够显著提升艺术生的学业浮力。艺术生感知教师关怀,

能够从心理获得更多的支持与理解,激励学生更加积极乐观对

待学习[1]。 

1.2学业浮力正向影响学习投入 

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S院校艺术生的学业浮力与学习投入

呈现正相关性(r=0.385,P≤0.01)。由此可以检出S院校艺术生

的学业浮力正向影响学习投入。学业浮力的信心、决心、协调

力、掌控力与沉着冷静均会对艺术生学习投入产生较大影响,

即艺术生的学业浮力越高,在学业困难与挫折方面更加有信息

与决心处理好；并且能够协调好学业中的各种问题；可以自由

掌控自己的学习计划与安排,并将其落实到具体学习过程中,确

保学习任务按时按质完成；同时面对学业中出现的各种情绪如

厌烦、焦虑等,能够沉着冷静的快速调整不良情绪,做好情绪的

掌控者。 

1.3学业浮力具有中介作用 

通过学业浮力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得出总效应值为

0.472、直接效应值为0.251、间接效应值为0.221,由此可以看

出学业浮力在感知教师关怀行为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中发挥出中

介作用。从上述影响机制上看,感知教师关怀行为与学业浮力都

可以单独正向影响学习投入。但二者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不

同,前者是外部因素,感知教师关怀的主体是学生,感知教师关

怀之后才会在内心产生鼓励、信心与决心的想法,在学业浮力

的内在驱动下,艺术生更加有学习动力与活力,才能够将更多

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业上；而学业浮力是内在因素,在感知教师

关怀与学习投入二者之间发挥出中介作用,由艺术生接收到

教师关怀后,可以将其转化为学业浮力,让艺术生保持积极健

康心态,在教师关怀与指导下持续投入学习,最后取得良好的学

业水平[2]。 

2 S院校艺术生感知教师关怀行为、学业浮力与学习

投入优化策略 

2.1增强教师关怀意识与行为能力 

一是在教师尽责性方面,教师应根据S院校艺术生的教学需

求与个性特点健全教学体系,并将其尽职尽责地落实到日常教

学工作中。教师还需要定期参与各种培训活动,不断增强教学

能力、责任感与职业素养。二是在教师支持性方面,教师应主

动关心艺术生的学业与生活,课内课外加强与艺术生的互动

交流,建立平等、自由、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充分遵循艺

术生的个体差异与兴趣爱好,将学生放在与教师平等的位置

上进行交流,成为学生的“朋友”、“心灵导师”、“生活助手”,

鼓励学生在学业或生活上遇到困难时主动寻求教师帮助,教师

应积极应对学生的求助,让学生感知到关心。三是在教师包容性

方面,在表扬与认可学生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还应包容、客观

理性对待学生出现的差错。教师应站在艺术生角度看待问题,

学会欣赏每位艺术生的优点,包容、接纳与支持艺术生的优缺

点,并引导艺术生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努力[3]。例如,部分艺术

生在学业上的成绩不够突出,但是在人际交往、团结同学等方

面表现出优异的能力,教师应包容性看待这类艺术生的学业

水平,不能一味地追求学业成绩而忽视艺术生人格的健康发

展与综合素养的培育,在鼓励与支持艺术生人际交往能力与

团结精神的同时,还应正确引导这类艺术生将更多时间精力

投入到学业成绩上。 

2.2加强艺术生自我管理增强学业浮力 

一是在强化信心的自我管理方面,教师应向学生开展挫折

教育,面对学业中的各种挫折与困难应站在不同角度思考,以积

极乐观心态面对问题与挫折。并鼓励艺术生体验解决问题后带

来的成就感与自豪感,以此激励学生树立较强的自信心,增强学

业浮力。二是在协调性自我管理中,针对艺术院校而言,S院校应

注重艺术生综合素质培养,尤其是在为人处世方面的能力,如协

调组织能力,能够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与事物,借助人际关系

与所处环境获取优势,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增强自身综合素质。三

是在决心自我管理中,教师应鼓励艺术生积极参与各项艺术实

践活动,明确学习艺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与意义,以此增

强学生学习决心,坚定学习信念。四是在沉着冷静自我管理中,

大多数艺术生情感生活丰富,情感细腻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

起伏大,遇事容易慌张,对此,应着重加强艺术生的心理调节,理

性与客观看待事物,确保情绪处于稳定状态。五是掌控力自我管

理中,艺术生需要根据自身的学业要求掌控自身的学习进度与

水平,自主参与艺术实践教学活动,提高自我掌控力。教师通过

引导艺术生加强自我管理,可以有效提高艺术生的学业浮力,积

极投入到学业提升中[4]。 

2.3开展多元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S院校教师为了增强艺术生的学业浮力,还需要开展多元化

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线上心理健

康教育,或者利用团体活动、文体活动、艺术实践活动等方式实

施心理健康教育。一是围绕挫折主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S

院校教师可以利用艺术类名人挫折案例采取故事启发法、实例

法、讲授法等方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让艺术生了解到前辈或艺

术家在面对挫折时如何应对,掌握积极应对挫折的方法。教师可

以组织学生通过情景剧的方式对挫折进行模拟演练,让艺术生

切身体验挫折,在面对挫折时应如何应对,培养艺术生的坚强意

志与积极心态。二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活动,

让艺术生在网络平台可以随心所欲咨询心理健康相关知识,正

确认识自我、悦纳自我,摆脱自卑感。三是S院校可以鼓励学生

开展各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小组拼图活动、集体绘画

活动、团体艺术表演活动等,在各种活动中提高艺术生的专注力,

培养其坚持艺术与良好的学习习惯,并在团体活动中引导艺术

生对自我表现进行总结,鼓励艺术生正确认识自我,形成自我效

能感,提高艺术生的心理素质。 

2.4营造学习氛围提升学习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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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院校教师应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教育教学方案,为艺术生营

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促使艺术生加大学习投入力度。一是在认知

投入中,S院校应根据艺术生的学业发展需求为其提供各种教学

资源,通过各种教学渠道不断强化艺术生的认知能力,如艺术专

业课程优化配置、优化师资队伍、加强艺术实践教学,为艺术

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二是在行为学习投入中,S院校应举

办各种实践活动,鼓励艺术生积极持久参与,如摄影展与竞

赛、各种风格绘画技术竞赛与展览、舞蹈表演、手工艺制作

展览等,鼓励艺术生将所学的艺术专业知识与技能应用在实

践中,引导艺术生加强学习行为的投入。同时,S院校可以鼓励

学生创建各种艺术社团、兴趣小组或俱乐部等,将课堂教学内

容与实践活动相互融合,提高艺术生的艺术实践技能。并且应

完善信息教学基础设施,实现智能化、信息化教学,可以为艺

术生提供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艺术生随时随地

可以参与艺术类知识与技能学习,有效提高艺术生的学习投

入力度。三是在学习情感投入方面,S院校应营造平等、自律、

宽松、民主的学习氛围,培养艺术生的主体意识。并且S院校

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彰显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让艺术生

身心感受到学校的人文关怀。 

3 结语 

总之,通过实证问卷调查数据的相关性与归回性分析及中

介效应检验,可以了解到艺术生感知教师关怀、学业浮力与学习

投入之间的影响作用,并对此提出提高艺术生学习与成长的建

议：增强教师关怀意识与行为能力；加强艺术生自我管理增强

学业浮力；开展多元化心理健康活动；营造学习氛围提升学习

投入力度；提升艺术生自我效能激发学习动机。通过一系列的

教师关怀、学业浮力与学习投入优化策略,可以有效促进艺术生

的全面发展与身心健康,为培养出更多高质量优秀艺术人才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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