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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问题探析和路径探索 
—以湖北科技学院为例 

徐  瑶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咸宁  437000 ） 

摘要：为了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科学素质、创新创业意识、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和促进大

学生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共青团中央改革文件中明确提出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实行第二课堂成绩单管理制度，通过网络平台记录每个大学生在校成长记录，并为用人单位提供有效参考数据，湖北科技学院紧

跟步伐在全校试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让学生大学生活里面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并记录每个学生的差异，最后可以通过

成绩单的形式展现给大家，目前全国已经有很多高校开始实施了“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给团的工作和学生都带来了网络便利，

但是里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篇文章主要是对我校实施第二课堂以来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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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提出“要注重创建文明校园文化活动和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增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共青团作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引领者，在不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融

合中决定在全国高校实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第二课堂成绩

单制度”是第一课堂的补充，主要为学生提供一份在校期间的“足

迹”记录，包括在校期间参与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

体活动、思想成长等多方面的经历和成果。目前全国已经有很多高

校开始实施了“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给团的工作带来了网络便

利。 

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全国高校建设现状 

1、全国高校实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基本情况 

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建设稳健发展，循序推进。

目前已实施高校 798 所，其中本科 507 所，专科 291 所。81%的高

校都使用了网络管理系统来记录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网络系

统包括口袋校园、易班、到梦空间等。基本上高校对“第二课堂”

课程分类都包括了思想成长类、创新创业类、文体活动类、志愿公

益类以及其他。没有建设“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高校也在紧密

跟进。虽然“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

普遍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第一、高校学生群体全面覆盖有待加强。

目前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面对群体主要针对本科生、专科

生，参加活动的也是以本、专科生为主，研究生在参加第二课堂方

面还有待加强，有的学校没有覆盖到研究生这一块。其次，学生主

体积极性有待加强，当前学校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还是依赖老师或

者学生组织，学生主体能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第二

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激励政策有待加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

要建设激励政策来不断激发学生的动力和活力，以保障第二课堂可

持续发展。 

2、湖北科技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实践与探索 

根据团中央改革文件精神指示，湖北科技学院在 2017 年出台

了《湖科科技学院第二课堂管理办法（试行）》文件，在全校开始

试行，总体情况如下：全校学生共计 17811 人，目前在到梦空间激

活的学生有 17313 人，学生激活率为 98%，截止目前全校共举办活

动数量 7939 个，活动参与人次 533331 人，其中思想成长类活动占

比 34.78%、文体活动类占比 20.64%、志愿公益类活动占比 26.98%、

创新创业类活动占比 7.73%、社会实践类活动占比 1.42%、其他类

活动占比 2.75%，活动签到率为 97%，活动综合评价平均分为 4.28

分，满分为 5 分。学校共成立部落 471 个，其中校院团委组织占比

1.7%、班级团支部组织占比 74.52%、社团与协会组织占比 12.31%、

校院学生会组织占比 5.95%、年级组占比 1.91%、其他组织占比

1.7%。 

 
3、湖北科技学院开展“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存在问题。 

（一）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宏观把控和工作水平有

待加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是繁荣校园文化的重要举措，学

校的宏观把控和院部的执行是“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成效的重要

部分。当前在实行这项制度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部分老师和学生对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文件精神的掌握不够透彻，还有待学习，

导致活动审核把关不严，没有按照文件要求合理给予学分，有的院

部甚至出现把第一课堂作为第二课堂的学分。活动分类把关不严，

有的院部出现第二课堂无老师管理的情况，任由学生管理。出现了

学生差哪一活动类型的学分，导致无论什么活动都给予这一类型活

动学分的情况。部分学生没有参与。截止目前为止还有学生没有激

活“到梦空间”账号，院部没有及时发现并跟踪解决相关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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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活动出现重复给予学分的情况。有的活动一个学生初赛得分，复

赛得分，决赛得分，学分给予出现乱像。 

（二）班团组织的活动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班团组织是高校

开展第二课堂的重要阵地，也是第二课堂活动工作的基本抓手。但

是根据“到梦空间”的数据分析显示，第二课堂活动数量不高，综

合评价平均分偏低，只有 4.28 学分，活动有待提高质量。其次第二

课堂活动类型严重不均匀。第二课堂活动类别全部集中在思想成长

和文体活动上面，创新创业类活动和社会实践类活动严重紧缺。活

动整体没有适应青年学生的多元化需求，导致活动在学生当中的认

可度偏低。第二课堂活动缺乏系统的整体设计，导致活动开展无秩

序，创新度不够，没有内涵，很多活动都是临时起意，没有事先安

排，缺乏创造力和吸引力，有些活动也没有根据文件精神合理给予

学分，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三）社团与协会在第二课堂中的主体作用有待挖掘。高校社

团与协会是第二课堂活动的重要力量，目前湖北科技学院有学生社

团 50 个，文学艺术类 14 个、学术研究类 13 个、体育竞技类 16 个、

社会公益类 7 个。社团由于自身灵活性、自发性的特点，深受青年

学生的喜爱，也让社团成为了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活动的重要主体

之一。当前，社团会员人数不断增长，但是日常管理相对滞后，社

团协会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很多社团缺乏主观能动性，

与老师和团委学生会其他组织沟通不畅，资源配备不到位，这样削

弱了社团与协会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力，同时降低了社团与协会在学

生中的认可也加速了社团协会的消亡，因此加强社团的管理和建

设，激发他们自身的活力，充分发挥他们在第二课堂中的主体作用，

不断提高第二课堂活动项目的吸引力势在必行。 

（四）学生会在第二课堂中的功能有待健全。数据显示，学生

会组织在全校组织中的部落占比为 5.95%，居于第三位，学生会组

织在第二课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学生会组织的活动主要还是

完成学校和团委的项目任务比较多，自身服务青年学生的活动比较

少，设计还不够深入，在第二课堂活动中表现为“机关化和娱乐化”。

学生会作为“一心双环”团学组织格局中的内环，其组织功能应该

是为学生提供便利、公平、高质量的服务，但是目前来说学生会组

织的功能还是局限于自娱自乐的这种简单狭隘的思维，没有从思想

和政策层面树立宏观视野，为第二课堂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

学生会组织功能有待健全。 

三、“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1、加强学校宏观调控水平，创新高校第二课堂工作理念。各

院部要向团委上报第二课堂管理负责人，第二课堂管理负责人要认

真学习《湖北科技学院第二课堂管理办法（试行）》（详见附件一）

文件精神，合理给予学分，认真把握活动类型，实施责任到人管理，

出现相关问题负责人要及时修正。各院部要制定相关的第二课堂人

才培养计划，正式实行第二课堂活动学分提前报备制度，在团委报

备，获团委审批签章后方可在“到梦空间”申请活动学分，所有没

有提前报备的活动一律不给于学分。各院部应以班级为单位，以各

班团支书为负责人成立第二课堂领导小组，一个月清查一次每个学

生的学分情况，看是否每个学生都已激活“到梦空间”账号，是否

存在学分重复情况，如有以上情况应及时告知学生并撤销学分。 

2、以基层团支部“活力提升”工程为抓手，大力提升第二课

堂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根据第二课堂数据显示，基层团组织部落占

据全校部落的 74.52%，是第二课堂活动的主要阵地。因此基层团支

部是第二课堂的重要抓手，高校应该在每个基层团支部设立第二课

堂领导小组，从源头来把控每一项活动的设计、实施和满足学生多

元化的发展需要。其次高校要扩大第二课堂文件精神的学习力度，

以基层团支部为依托，争取覆盖到每一个学生，让第二课堂真正服

务于学生发展。基层团支部要通过科学布局、统筹规划制定适合自

身的“路线图”，鼓励学生在规定的主题中自行设计活动的形式，

不断增强学生参与互动的兴趣，大力提升第二课堂活动的数量和质

量。 

3、建立社团与协会在第二课堂中的高效沟通机制，强化他们

的主体作用。社团与协会占据了学校学生部落组织的 12.31%。激发

社团活力，强化社团主体作用，是提高第二课堂活动质量的重要举

措。高校共青团要改变社团组织的观念，加强社团的扁平化交流，

建立社团与学生和老师常态化的顺畅沟通机制。其次从社团的活动

场地、活动经费、指导老师的待遇和考核机制多方面来保障社团的

建设和发展。社团具有聚集度高和类型各异的特点，因此可以有效

扩大学生的覆盖面，满足青年学生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学校大力发

展社团，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强化他们的主体作用是提升第二课堂

服务力的主要路径。 

4、完成学生会从参与者到设计者的角色转变。健全学生会的

组织功能。学生会组织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自我

教育的主体组织作用，在第二课堂中要树立宏观的视野，从举办活

动者变成活动设计者，从活动参与者变为活动领导者。要完成自己

的角色转变，不断健全自己的组织功能，从面面俱到变成集中资源

办大事。学生会作为学生组织的内环，是由学生代表大会选举出来

并且是能够代表学生自己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要树立为青年学生

提供公平和高质量的服务的理念，积极转变工作观念，调整自我定

位，不断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服务力。 

参考文献： 

[1]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运行模式研究[J]. 余喜

文.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04) 

[2]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探析——基于吉林省某高校“第

二课堂成绩单”系统数据分析[J]. 黄海鹏,律明.  长春理工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9(06) 

[3]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量化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J]. 王鹂,刘晓闯.  青年发展论坛. 2018(02) 

[4]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实践与思考[J]. 张鑫,李浩,

关昕.  教育现代化. 2018(13)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8 年度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工作研究课

题专项资助项目（编号：2018XG016）的成果。 

作者简介：徐瑶，女 ，湖北黄石，讲师，硕士，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