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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外显的逃课行为得到有效的遏制，但隐性逃课行为日渐突出。本研究采用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

专业认同量表、学业倦怠量表和隐性逃课量表，对458名学前专业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隐性

逃课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专业认同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学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未来时间洞

察力与专业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学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专业认同与学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

负相关；2) 专业认同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隐性逃课之间起中介作用；3) 学业倦怠在在未来时间洞察力

和隐性逃课之间起中介作用；4) 专业认同和学业倦怠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隐性逃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从帮助学生设置未来目标、增强专业认同和缓解学业倦怠的角度出发，改善其隐性逃课

问题，对于学生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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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vious truancy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effectively curbed, but what follows is that stu-
dents generally engage in activities unrelated to the classroom content, that is, the behavior of re-
cessive truancy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y using the future temporal perspective scale, specialty 
identity scale, academic burnout scale and recessive truancy scale, 458 pre-school profess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cessive truancy and future temporal perspective and specialty identity,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cessive truancy and academic burnout. Future tem-
poral perspectiv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pecialty identit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burno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pecialty identity and aca-
demic burnout; 2) Specialty identi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uture temporal perspective 
and recessive truancy; 3) Academic burnou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emporal 
perspective and recessive truancy; 4) Specialty identity and academic burnout mediat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emporal perspective and recessive truancy. Based on the current re-
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problem of recessive trua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lping students set future goals, strengthening specialty identity and relieving academic bur-
nou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ents’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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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学前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也逐渐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和政

策导向的发展。特别是 2012 年 6 月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健康持续发展的幼教事业增

添了新的活力。然而，国内学前教育专业发展并不顺利，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例如调查显示我国一

些西部地区学前教育教师队伍紧缺且结构失调、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学前教育质量不高[1]，其中师资匮

乏是严重制约幼儿教育发展的因素[2]。尽管高校扩招，大量的学生进入到了学前教育专业，但是并未有

效解决幼教教师师资紧缺的问题、显著提升学前教育质量。幼教专业师资的培养，尤其是职前阶段的培

养质量，是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一环，这直观地反映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于学习深度和能力的养

成上。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范围内的教学一度因此而暂停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而采用线上教学，课堂场

域的改变使得课堂互动的“离身性”加大，包罗万象网络资源的引诱、有效考勤的缺失，助长了学生隐

性逃课行为的发生，这严重影响了教学和学习效果。 
隐性逃课(recessive truancy)是指学生本人在规定的时间出现在规定的教室，但是做着与授课内容和课

堂要求无关的事情，是一种典型的“形在而神不在”的表[3]。对于隐性逃课行为的界定，主要是根据学

生的课堂表现是否与课堂要求有关。因而，如果学生缺乏上课的热情，其课堂表现与授课内容以及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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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无关，则可以认为是隐性逃课行为。就其本质而言，隐性逃课是学生疏离课堂、逃避学习甚至是厌

学的一种体现。随着高校对逃课行为的惩罚力度的加大，大学生外显的旷课行为发生的情况逐渐减少[4]。
然而，随之出现的却是大学生广泛在课堂上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即隐性逃课问题日渐突出。研究发现

半数以上的课堂时间存在隐性逃课行为的学生不在少数[5]。有研究者调查发现，课堂上隐性逃课行为表

现多样，包括但不限于玩手机、看小说、听音乐、发呆、睡觉、聊天、学习其他科目知识等，玩手机是

其中最突出的行为，是大学生隐性逃课最为主要的呈现方式[6]。这种行为既损害了学生的学业和职业发

展，也会挫败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甚至出现空载浪费教育资源的现象。 
黄希庭在对时间洞察力(temporal prospective)进行详细的论述之后，把时间洞察力定义为体现在个人

对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动上，具有相对稳定个体差异性的一种人格特质[7]。
未来时间洞察力(future temporal prospective)则体现在未来取向上，具有动机性质，制约着个体如何设置

目标[8]、延迟满足[9]以及对未来的思考和规划[10]等等，因而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品质具有深刻地影响。

个人的选择和规划受到未来时间洞察力的调节，对未来的思考使人根据自己的目标和规划去调整行动。

动力性、预期性和倾向性是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典型的特征。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不良学习行为(如
拖延行为)的重要调节变量[11] [12]。高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个体会积极思考未来可能的结果，思考问题时

常采用未来取向，对未来抱有积极的认知，从而主动调整当前的行为以获得长远的利益，而非短期利益。

从已有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隐性逃课根源不在于其自控力低，而在于“不想(学习)”[13]，从个人动机

上看，这是内心动力不足而非自律性弱。未来时间洞察力高的个体在跨期决策和延迟满足方面表现更加

优秀，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学习，使用高级的策略来组织自己的学习，他们通常在课堂中表现出色[14] [15]。
隐性逃课的学生另一个突出表现是课堂低投入度和弱参与感[16]。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个体当前

的行为表现具有一定的预测力[17]，个体以积极态度看待未来，对未来充满希望，能够更加积极地调整自

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特别是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更少采取逃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能够根据未来

的目标合理的规划人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更充分地预测其行为的可能后果，并认识

到当下行为与未来利益实现之间的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未来时间洞察力可能存在于隐性逃课的负相

关关系，即高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个体，更少地表现出隐性逃课行为。 
专业认同是指学生对所学专业充分了解，情感上认同和接纳，并且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学习行为[18]。

已有研究表明不喜欢本专业是大学生隐性逃课的原因之一[19]，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低是引发他们放弃幼

儿教师职业的重要内部因素[20]，调查发现，并非所有考上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都是自主择业，当中多数

学生对幼教专业并不了解，甚至存在误解，认为其专业性不强，将来从事职业的社会地位不高而感到迷

茫，由此难以形成强烈的专业认同感[21]，转而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缺乏兴趣[22]，学习动机低，学业倦怠

程度也高[23]。虽然近年来，国家从政策上对幼教行业进行扶持，并致力于提高幼教行业的工资待遇，但

实际上大多数地区的幼教工作者工资待遇相对于大中小学教师而言依然较低，社会认可度提升不显著，

多数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会主动放弃从事幼教工作[24]，而有些采用未来取向策略的学生群体，在学业

[25]、职业[26]上的表现则比较好。这是因为未来时间洞察力高的个体首先会设想行为可能的后果，并以

此为参考，调整当前的行为，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当下行为与未来利益实现之间的有着重要的联系，即使

当下的结果不是很理想，或者需要付出成本，也愿意为了未来的目标和规划去调整当前的行为。未来时

间洞察力高的人，对未来有积极的思考。遵照未来的目标调整当下的行为，做好合理的规划。目标体现

了个体对未来时间的认知、情绪体验和行动倾向，能够激发个体对目标达成的渴望，提高达成目标的行

动倾向。研究发现，对未来时间的洞察会影响个体目标选择的优先性，对于目标的选择会随着未来时间

洞察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27]。而已有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很好的预测专业认同程度(杨
小林，2019)。所学专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影响学生对所学专业认同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28]。而专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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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较高的个体，自主学习动机强，甚至会主动的加大学习投入[29]。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假定专业认同

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隐性逃课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学习倦怠反映了一种负性学习心理，以学习动力不足、兴趣低、投入少为典型行为特征[30]。有研究

者认为，隐性逃课行为并非仅仅因为学生自律性不足，缺少自控能力，究其根源，与其说是能力不行，

更可能是缺乏动力，不想学习[13]。隐性逃课是大学生消极处理学业问题的一种逃避行为。已有研究表明，

关注学生的内在需求和兴趣有助于缓解学生隐性逃课的行为[31]。学业倦怠能够很好地预测隐性逃课行为，

大学生隐性逃课行为可以通过缓解学业倦怠得到改善。此外，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压力程度有

关[32]。而长期繁重的学业压力是导致学生学业倦怠的重要诱因。已有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低的个体

学业倦怠水平高[33] [34]。对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成绩的研究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成绩之间呈

正相关关系[35]。这是因为未来时间洞察力不高的同学，对当下的关注更多，而较少的思考未来。当感受

到较大的学习压力时，丧失信心，对学习兴趣减退，更可能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包括疏离课堂等，因

而其学习投入水平低，在学习过程中更加懈怠缺乏活力[36] [37] [38]。因此，本研究假设学习倦怠在未来

时间洞察力与隐性逃课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学生学习倦怠程度低与高专业认同有关[39]，也就是说，专业认同感越高，倦怠的现象就

越少。这是因为只有学生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认可所学专业，才会在学习中产生动力和兴趣，并投入

更多的时间；而缺乏专业认同感的学生则不愿意投入过多的时间精力在专业学习上，更容易选择以逃避

的方式消极应对学习中的挑战[40]。基于自我调节学习理论的假设，学习者能够进行积极的自我调节，有

助于其根据自己设置的学习目标，运用有效的学习策略去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41] [42]。所以，未来时间

洞察力强的同学，会基于将来的目标，规划当前的学习并为之付出更多的时间，其对专业的认同感更强。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会不断监控自己的学习过程并进行调整，使自身避免采用疏离学习等消极应对方

式，因而学习倦怠和隐性逃课水平较低。而影响隐性逃课的学生个人因素，主要包括缺乏学习目标、逆

反心理、学习态度不端正等[43]。因此，我们假设专业认同和学业倦怠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隐性逃课之间

起到链式中介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未来时间洞察力、专业认同和学业倦怠出发，探讨影响学前专业大学生隐性逃

课问题的内在心理机制。这对提高课堂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职业健康发

展，以及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在广东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省 6 所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本、专科学校

进行调查，通过“问卷星”共发放 479 份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无效问卷的剔除标准包括用时少于

3 min 和问卷总分超过左右 3 个标准差，共提出无效问卷 21 份，占比 4.38%)，回收有效问卷 458 份(年龄

= 19.85 ± 1.03)。其中男生 30 人(占比 6.55%)，女生 428 人(占比 93.45%)；自主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200
人(占比 43.67%)，父母或他人意愿选择 95 人(占比 20.74%)，专业调剂 43 人(占比 9.39%)，定向培养 120
人(占比 26.20%)；农村学生 213 人(占比 46.51%)，乡镇学生 84 人(占比 18.34%)，县城学生 85 人(占比

18.56%)，县城以上城市学生 76 人(占比 16.59%)。 

2.2. 测量工具 

2.2.1. 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 
大学生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采用宋其争编制版本。该问卷包含 20 道题，具体分为 5 个因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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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行为承诺(如“我每天都有努力的目标”)、未来效能(如“我相信我有能力建造自己美好的明天”)、
远目标定向(如“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目的意识(如“我常常感到生活没有目

的”)和未来意向(如“我认为自己的未来主要是命运决定”)。采用 4 点计分，1~4 分别表示“完全不符

合”到“完全符合”。采用问卷总分作为未来时间洞察力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未来时间洞察力越高。

在当前研究中，问卷的总体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8。 

2.2.2.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量表 
量表由秦攀博编制，在本研究中对该量表进行了适当修订，主要将原量表中“所学专业”限定在了

“学前教育专业”，例如“我了解我所学专业的就业状况”修改为“我了解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状况”。

问卷共 23 道题，由认知性(如“我知道外界对学前教育专业的评价”)、情感性(如“我没有想过要换专业

学习”)、行为性(如“专业课我能认真听讲”)和适切性(如“学前教育专业能够体现我的特长”)专业认同

4 个维度构成。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5 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问卷总分作为

专业认同感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对所学专业认同程度越高。在当前研究中，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2。 

2.2.3. 学习倦怠量表 
大学生学习倦怠问卷由连榕等人编制。该调查问卷共包含 20 道题，分为 3 个因素，分别为情绪低落

(如“我觉得所学的知识毫无用处”)、行为不当(如“我课后很少学习”)和成就感低(如“我能胜任大学的

课程”)。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1~5 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采用问卷总分作为学

习倦怠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倦怠程度越严重。在当前研究中，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

为 0.836。 

2.2.4. 大学生隐性逃课量表 
量表由苏明宏等编制，共 28 道题，分为 5 个因子，具体为学业认知(如“我认为上大学只是为了得

个文凭”)、学习习惯(如“学习新课程前，我会预习”)、自我调整(如“我自由安排时间而不拘泥于学校

的课程安排”)、课堂认知(如“我认为大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课是正常现象”)和学习环境(如“上课时我会

受周围不听课的同学影响而不认真听课”)。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1~5 表示“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

本研究采用问卷总分作为隐性逃课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隐性逃课程度越严重。在当前研究中，本量表

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5。 

2.3. 施测流程 

首先，将选定的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专业认同量表、学业倦怠量表和隐性逃课量表编制成册

并对指导语及问卷调查相关注意事项进行严格审查。然后，在征得任课老师和学生本人同意后，通过“问

卷星”数据平台发放问卷，以班级为单位集体作答。最后，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进行数据分析。 

2.4. 数据处理 

用 SPSS26.0 及其插件 PROCESS 宏程序(3.5)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及

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并不能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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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在施测过程中采用了程序控制法，包括匿名填写、一定数量题目采用反向计分及随机安排问卷顺序

等。此外，本研究还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四个问卷全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未旋转

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析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 20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

量为 16.90%，比 40%的临界值小，说明当前研究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所有变量峰度绝对值均低于 2.0，偏度绝对值低于 7.0，符合正态分布的要求[44]。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专业认同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呈显著正相关；学习倦怠与未来时

间洞察力、专业认同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学业倦怠水平随着未来时间洞察力、专业认同的提高而降低；

隐性逃课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专业认同感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与学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

明隐性逃课随着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专业认同感的提高而降低，随着学业倦怠的提高而提高。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for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M SD 峰度 偏度 1 2 3 4 

1 55.389 8.706 0.136 −0.103 1    

2 83.352 10.759 −0.231 0.359 0.299*** 1   

3 57.059 9.291 −0.150 0.148 −0.583*** −0.447*** 1  

4 81.841 10.639 −0.080 −0.154 −0.373*** −0.353*** 0.586*** 1 

注：1 表示未来时间洞察力，2 表示专业认同感，3 表示学业倦怠，4 表示隐性逃课；*p < 0.05，**p < 0.01，***p < 0.001，
下同。 

3.3. 专业认同感和学业倦怠的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时，将性别和志愿选择作为控制变量(见表 2)。结果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专业认同感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专业认同感和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倦怠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学业倦怠

对隐性逃课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专业认同感对隐性逃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未来时间洞察

力对隐性逃课的预测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variables in the model 
表 2.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β t 

专业认同感 未来时间洞察力 0.099 16.679*** 0.362 6.540*** 

学业倦怠 
专业认同感 

0.424 83.499*** 
−0.258 −7.963*** 

未来时间洞察力 −0.532 −13.296*** 

隐性逃课 

学业倦怠 

0.363 51.558*** 

0.594 10.486*** 

专业认同感 −0.114 −2.738** 

未来时间洞察力 −0.041 −0.715 

 
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隐性逃课的影响路径见图 1 所示。以性别和志愿选择为控制

变量，使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宏程序 Model 6 检验序列中介效应。Bootstrap (5000 次)检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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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专业认同感→隐性逃课的间接效应值为−0.041 (间接效应 1)，未来时间洞察力→学

业倦怠→隐性逃课的间接效应值为−0.316 (间接效应 2)，未来时间洞察力→专业认同感→学业倦怠→隐性

逃课的间接效应值为−0.056 (间接效应 3)，总中介效应值为−0.413。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意味着间接

效应显著，表明专业认同感和学业倦怠既能够单独发挥中介作用，也能够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见表 3)。 
 
Table 3. Analysis of intermediation effects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路径关系 效应值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效应量 

中介效应 

未来时间洞察力→专业认同感→学业倦怠

→隐性逃课 
−0.056 −0.090 −0.031 12.36% 

来时间洞察力→专业认同感→隐性逃课 −0.041 −0.091 −0.005 9.03% 

未来时间洞察力→学业倦怠→隐性逃课 −0.316 −0.414 −0.231 69.76% 

总中介效应  −0.413 −0.511 −0.323 90.97% 

 

 
Figure 1. Sequential role diagram of specialty identity and academic burnout 
图 1. 专业认同和学业倦怠的序列作用图 

4. 讨论 

本研究在专业认同和学业倦怠角度探讨了未来时间洞察力对隐性逃课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对“未

来时间洞察力怎样影响对专业的认同以及学业倦怠”以及“专业认同和学业倦怠如何影响隐性逃课”进

行了回答。研究结果表明，专业认同和学业倦怠在未来时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为三条中介路径：

一是专业认同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隐性逃课之间单独起中介作用；二是学业倦怠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隐

性逃课之间单独起中介作用；三是专业认同和学业倦怠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隐性逃课之间的链式中介作

用。 
首先，根据研究结果，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专业认同之间存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专业认同与隐性逃

课呈显著负相关，专业认同在学前教育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隐性逃课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未来时间

洞察力能通过专业认同间接影响隐性逃课。这表明学前教育的学生对未来时间的洞察水平越高，专业认

同感越强，隐性逃课就越少，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似[45]。已有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能正向预测学

业投入，而学业投入正向预测学业成绩[46]。未来时间动力具有动力性、情感性和倾向性的特征，未来时

间洞察力高的个体设定目标时会充分考虑当前行为对未来目标的影响，因而会积极的调整当前的行为，

合理的做出规划，以保证目标的达成。而将来所从事职业的境遇和发展前景是影响学生对所学专业认同

程度的重要因素。现阶段，幼教工作社会认可度低、工资低、缺乏制度保障，制约了学前专业学生从事

幼教工作。已有研究也证实了，学前教育专业对所学专业的认同程度较低。这与当前研究结果相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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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研究结果发现，学前教育专业同学的专业认同情况在中等偏上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从国家

层面对学前教育专业进行了政策性的指导和扶持，其效果逐渐显现出来。幼教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工资

待遇等也逐渐得到了改善。这种职业发展前景的变化，提高了学生对未来的信心，影响着学生的未来时

间洞察力，进而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的认可度，而对专业的认可度的提高，又增强了学生对专业课学习的

热情，提高了课堂参与的积极性，缓解了隐性逃课行为。个体专业水平越高，则越容易对专业产生兴趣，

更愿意在专业学习上进行探索，因而在课堂上出现更多积极的表现。相反，如果个体对未来时间的洞察

水平越低，面对未来则充满迷惘，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处理方式[47]。因此，拥有低水平的未来时间洞察力

的学前教育学生，可能会由于缺乏对未来的清晰认知和规划而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感到迷茫，对专业学

习提不起兴趣，缺乏学习动机，进而在课堂中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出现隐性逃课的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其次，研究结果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学业倦怠与隐性逃课

呈显著正相关，学业倦怠在学前教育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隐性逃课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未来时间洞

察力能通过学业倦怠间接影响隐性逃课。这表明学前教育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学业倦怠越少，

隐性逃课就越少。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似[48] [49]。提高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增加其在学业活动

中的参与度，促使学生坚持学习，在学习中得到正反馈，提高积极情绪。这些来自学业上的正反馈也会

让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收获成就感，有助于缓解学生的学业倦怠，促使其在学业上更加专注，因而学

生在课堂上也会有更多积极的表现。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高的个体即使在学习中遭遇困难或阻碍，也会

倾向于为达成目标而选择继续坚持并不断对自身的学习行为进行调整，而不是自暴自弃、随遇而安，因

而在课堂上他们会倾向于采取更加积极的学习策略。当学前教育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低，他们对

未来则表现得缺乏计划性，更加喜欢当下的快乐。因而相比枯燥的专业学习，他们更喜欢网络所带来的

即时快乐，对互联网的沉迷也导致了他们对学业提不起兴趣，产生专业学习很无聊等消极认知，进而造

成学业倦怠水平提升。学业倦怠是一种负性的学习心理，而隐性逃课则是这种消极学习心理的行为表现。

学生对专业学习越缺乏兴趣，在课堂上就越容易出现“人在心不在”的现象。 
最后，专业认同与学业倦怠在学前教育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隐性逃课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即

学前教育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会通过专业认同去影响学业倦怠，进而对隐性逃课产生影响。当前研究研

究结果验证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一个人对未来的预期是行动的基本决定因素[50]。一项有关未来时间洞察力

的元分析研究阐明，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具体表现为更高的生活满意，更少的

焦虑和抑郁；并且学业成绩水平越高[51]。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生未来时间的洞察力越高，学生对自己的

生活会更有规划和目标，对未来发展的走向更有把握，能够朝着自己期待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这

种情况下，个体对自己的学业和未来就业更有规划，能够获得专业学习的成就感，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这方面。所以在课堂上隐性逃课的行为是比较少的。已有研究表明专业认同感强的学生会拥有

更强的自主学习动机，也就是在学习时会拥有更强的内部驱动力[23]，这种内部驱动力有助于学生克服学

业上遇到的困难与阻碍，会让学生为了未来目标的达成去不断调整自身的学习行为，以一种积极、主动

的心态和行为，直面专业知识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专业的认识也会更加全面且深入。对所

学专业缺乏学习动力或认为所学专业与自身不适配会导致学前教育学生对待专业学习采取消极的态度，

进而在学习活动中出现消极行为，最终导致个体倦怠水平提高，进而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在课堂上出

现更多与学业学习无关的表现[30]。一项采用优势分析大学生隐性逃课的心理因素的研究表明学习倦怠、

学习适应、专业承诺是影响大学生隐性逃课的重要心理因素[13]。专业认同能负向预测学习倦怠[52]，这

可能是因为专业认同水平越高的学生，学习越投入[29]，从而学习倦怠水平越低。 
综上，可通过对学生的专业学习设置未来目标、以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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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开展专业实践活动加深其对所学专业的认知、熟悉，增强学生专业认同感，从而降低学习倦怠程

度，减少隐性逃课行为的发生，对于学生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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