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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or second class has been there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there are many classes 

in all stages of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distinction from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different classes 

in univers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colleges of our country, it is common sense that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main channel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is paper focuses nature and status on the 

second class in the university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when the whole society are calling for 
classroom teaching returning back to rational, how to play the value of the second class should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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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堂抑或第二课堂自古有之，而且在教育各个阶段存在多种课堂。那么，大学的不同课堂在育人中的价值区分就

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高校，课堂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早已成共识，本文着重探讨第二课堂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

性质和地位，当整个社会都在呼吁课堂教学要理性回归的时候，同步思考如何发挥第二课堂应有的价值。 

关键词：第二课堂 第一课堂 大学生 教育价值 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0    文摘标识码：A 

引言 

第二课堂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是高等院校育人的重要渠道，是大学生丰富实践经验的主要阵

地。它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课余活动，为学生提供自由而广阔的发

展空间，引导学生培养创新精神、提高自主意识、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的素质获得充分地展示

与锻炼。 

1.概念的界定 

1.1 什么是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相对于第一课堂而言的。在我国，最早提出第二课堂概念的是著名教育家朱九思，其在

所著的《高等学校管理》（1983 年）中谈到，在教学计划之外，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的各种有意义的健康

的课外活动，占据政治性的、学术性的、知识性的、健身性的、娱乐性的、公益性的（改叫服务性的）以

及有酬性的活动等等，就是第二课堂。 

1.2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关系 

从广义上讲，课堂基本分为课内和课外，课内就是第一课堂，课外都是第二课堂，约等同于课堂教学

之外的所有日常生活。包括第三课堂（校外课外活动）、第四课堂（网络课程）。从狭义上来讲，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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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相对于第一课堂（即课堂教学）而言的具有素质教育内涵的学习实践活动，即学生在教学计划的规定

课程之外自愿参加、有组织地进行的各类活动，按照其类别（主要是其培养的学生素质的不同）大致可分

为德育活动、社会实践、学术科研、社会工作、学生社团、志愿服务、勤工助学、文艺体育等几个方面。 

因此，辩证地看，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第一课堂属于传统的课

堂教学，是按照学生年级、专业、课程以及学习程度编班而成，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配备教师进行的教

学活动形式。第一课堂表现出来的是统一性，而第二课堂本质上是学生活动、校园文化活动，它是开放的、

动态的、自主的，以学生自主组织、参与为主要形式。开展的是素质教育、拓展教育，是实践锻炼，培养

学生实践能力。 

1.3 第二课堂的性质与地位 

①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延伸与补充，具有第一课堂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课堂对第一课堂的延伸和补充可以归纳为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直接相关性，在这一过程中，学

生通过第二课堂中的有效方式再现、运用、消化第一课堂知识，从而对第一课堂教学计划内的知识进行巩

固；而第二课堂对第一课堂的衍生和升华则可以归纳为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间接相关性，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不仅仅是再现和巩固第一课堂知识，而是以第一课堂知识中涉及的某一个知识点或知识面为切入点，

以第二课堂独特的形式去发展和升华，拓展知识领域与层次 

②第二课堂具有相对于第一课堂的独立性，是高校育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课堂不是仅为更好地实现第一课堂的功能而存在，它有着相对于第一课堂而言的独立性，具备第

一课堂所无法替代的价值。第二课堂是承载着更为丰富的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教育阵地和渠道，对学生非智

商素质的有效塑造和培养，正是第二课堂的独特价值之核心所在，它具有内容丰富、时空自由、参与主体

主动、目标效果全面、实现方式多样。 

③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学生的时间、精力分配上的冲

突。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在师资方面，教师自身的第一课堂教学和科研任务相当繁

重，而第二课堂教学的工作量又存在难以确认、量化问题，使得教师很难把指导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作

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 

2.第二课堂教育实践 

2.1 高校开展第二课堂教育的改革 

（1）实施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其特点是过程导向，认定及记载的客观性、准确性难度大，因

此，结果并不具有约束力，只具有证明力。（2）实施第二课堂学分制管理。——其特点是结果导向、社会

导向，直接而简便、记录客观，富有价值性、可操作性。（3）实施第二课堂教育课程化、课时化、学分化

——其特点是大学生课外活动量化管理，仿效第一课堂的教学思维，重过程导向、工作导向，但战线过长，

操作层面更复杂。 

2.2 第二课堂教育实践的分析 

（1）究竟应该怎样开展第二课堂教育，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如“课外活动怎能实行量化管理？”

“大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量到底多少比较合适？” 

（2）与第一课堂的衔接、融合缺乏，与专业教育联系不紧密，专业教师参与第二课堂的积极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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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不高，教育合力难以形成； 

（3）社团在第二课堂建设的支撑作用发挥不佳，缺乏高水平教师指导，目前承担第二课堂活动指导

的主要是共青团组织、学生思政队伍和少部分热心学生工作的教师。社团在国外被看成是大学教育的最重

要部分； 

（4）学生参与活动的主体性不强，参与度不高，有的是“被参加”，为了拿学分。学生组织机构不能

像国外大学生一样，第二课堂活动基本上由学生自发组织，志愿者活动开展也非常有限。 

3.第二课堂教育的价值思考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第二课堂的重要价值，是要坚持第一课堂为主体、第二课堂为补充，实现第

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融合互动。 

3.1 开展好第二课堂，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深化、丰富对人才成长规律、教书育人规律的认识。从教育对人的功能看，教育的全部活动，就在于

提高和增大人的价值，在于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于唤起受教育者创造价值的意识，在于引导

他们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客观需要，没有第二课堂教育，就谈不上立德树人。有学者指出：“在当代

中国，大学教育中的立德树人，重点应在‘立四德、三树人’，所谓‘立四德’，即政治品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生活美德，‘三树人’指的是人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014 年） 

没有第二课堂，无法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

人”（1980 年代）到教书育人、实践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五育人”（2014 年）再到

教书育人、实践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的“七育人”（2016 年），这

些“育人”绝大部分都在第二课堂领域，表明对第二课堂的教育价值评判应有新的认识。 

3.2 开展好第二课堂，有利于大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 

第二课堂是丰富的实践，大学生的各种能力不是第一课堂教出来的，而是学生在实践中“练”出来的。 

学生批判精神培养。教学工作既是知识的传授过程，更应该是能力的培养过程。我们现在存在的突出

问题是，往往注重“解惑”， 过度强调教材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对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挑战权威

的教育，弱化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导致学生只习惯于接受老师讲授的知识，而不习惯以思考和探究的

方式学习，缺少大胆猜想、大胆质疑、大胆创新的意识。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

梦的一部分，创新创业人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高等学校要适应教育的发展方向，必须实现由就业型人

才的培养目标向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与此相适应，要改善教学方法，要从以传授知识为中心转变

为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中心，以人为本，构建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让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科技创

新创业研究。 

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培养。面对问题，保持思想的独立，有自己的思考方式、看待角度以及解决

方式，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重要特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需要完善的制度保

障和有力的指导支持。在社会实践安排上，应该注重统一协调，制定相应的学年计划或者本

科阶段规划，分门别类，有计划按要求统筹安排。可以将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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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务处和校团委牵头，以各教学单位和各级团组织为依托，由主管校领导负责并协调校内

资源，从根本上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的管理，充分体现“结合专业，丰富内涵”的原则，制定

相应的制度并拨付专项经费，将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落到实处。  

3.3 开展好第二课堂，有利于大学生增强社会认同 

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合格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讲，责任教育就是伦理道德教育。着力提高学生服务

国家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因此，在开展青少年责任感

教育的工作中，我省一定要把责任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当中，形成更加行之有效的增强学生社

会责任感的公民教育模式，为培养出对国家有担当，对社会、对集体、对家庭、对自己有责任的合格公民

作出贡献。 

志愿服务精神培养。志愿服务精神体现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志愿精神具有利他性,不仅可以激发

人民群众贡献个人的力量,也可以让群众从服务中体验到个人和整体发展的利害关系,从而养成积极的社

会价值观。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的培养,要把志愿服务精神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体现到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中,

不断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志愿服务意识。 

3.4 开展好第二课堂，有利于提升人的生命价值 

教育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就是让每一个生命体，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强烈地感受到

学习的作用，生命的意义，并努力地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教学，就是培养人，培养

出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结语 

坚持以学生为本，不断创新第二课堂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大学生的参与积极性。重视学生群体的主导

意识，切合学生的需求，放手让学生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让缤纷多彩的活动竞相开展；要因地制宜因材

施教，使活动真正满足自我发展、完善的需要，真正符合全面育人的教育目标；注重人文关怀，关注学生

个体。既要重视参与者在人际交往、能力锻炼、社会实践、学术科研上的实际目的，又要重视参与者在发

展个性、蕴籍感情、闲暇愉悦、人文关怀上的需要，形成自发参与、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活动氛围，不

断创新第二课堂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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