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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curricular courses”, “the extra-curricular cour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the whole process of all-round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extra-curricular courses” with diversified subjects, diversified carriers and modern content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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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有效补充，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的有效抓手。通过实施主体多元化、教育载体多样化，教育内容时代化的“第二课堂”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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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高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体，始终高度重

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

才培养的首要任务。2017 年 2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更是指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

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1] 大学生“第二课堂”

是在学校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教学活动（即第一课堂）之外，

组织和引导学生开展的各种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包括知识性、

学术性、文艺性、健身性、公益性的等等，是第一课堂的有

效补充。[2] 利用好大学生“第二课堂”这一阵地做好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有效推进思政教育融入到学生教育

教学的全过程，更好的让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落到实处。因此，

如何深入发掘大学生“第二课堂”的潜能和空间，提升其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2 大学生“第二课堂”特点及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优势

随着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人才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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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是

更趋向于要求复合型的人才模式，需要独立健全的人格、系

统娴熟的专业知识、灵活机敏的实践能力、协调服务的团队

精神和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等，这些能力的培养和习得不是

仅仅依靠第一课堂的教学就能简单完成的，这也正是第二课

堂无法替代的价值所在 [3]。第二课堂以其自身特点在针对大

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显现出特有的时间优势、空间

优势以及形式优势，成为有力抓手。

2.1 时间、空间更加灵活，是对第一课堂的有益补充

第二课堂的开展一般认为从属于第一课堂，但是从时间

分配上来看，第二课堂占据了学生除第一课堂以外的大部分

时间。所以从教育的时间上来说是占有优势的。另外第二课

堂在组织和实施的过程中可以打破既有班级、学院甚至是学

校的界限，不局限在教室和课堂，在空间上更灵活。这使得

第二课堂相对于第一课堂在空间上也更加具有优势。

第二课堂能够形成以基于兴趣爱好、活动类别等方式组

建的学生自发群体，从而更能够激发学生自身参与和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是第一课堂所没有的。

2.2 形式、内容更加多样，有利于隐性教育的开展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思政类课程，习近

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坚持显

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第一课堂中长期以来重视专业知

识的传授，现在虽然提出“课程思政”，让第一课堂的专业

知识传授中融入更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毕竟存在着一

定的专业课程与思政内容的融入性问题，第一课堂做到隐性

教育并不容易。第二课堂形式和内容多样，长期以来深受大

学生喜爱，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都能够将思政内

容有机融入，既能够将学生第一课堂所学的知识升华为具体

行动，又可以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拥有更多的深入理解和体

验，不仅做到“内化于心”，而且“外化于行”，从而做到

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的开展，达到隐性教育的目的。

3 提升大学生“第二课堂”中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

3.1 积极打造第二课堂多元化实施主体，聚集第二课
堂思想政治教育力量

一直以来，高校的第二课堂实施主体以中国共青团组织

为主要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第二课堂的教育功能要求

越来越高，对各项活动的组织、评价要求也越来越高，要保

障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多元化主体的介入将成为第二课堂

建设的趋势所在。例如社会实践中可以有企业、政府的参与，

科技创新中有各级科协组织的参与。多组织协调发力，能够

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从而大大提升第二课堂中全方位多角

度的教育功能。

3.2 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紧密对接，达到协同育人

的目的

作为第一课堂的补充，第二课堂不能是独立的存在，应

该对第二课堂做系统化设计，达到与第一课堂教育目标的一

致性和教育内容的互补性。同时，也可以将第一课堂与第二

课堂有机结合，采取模块化思路设计第二课堂，如重庆第二

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应用技术型转型高校，按照能力导向、

职业导向、就业去向原则设置第二课堂活动课程模块，即通

识能力模块、专业基础能力模块、专业核心能力模块和专业

综合能力模块，以分别突出综合能力培养、课程专业特点及

行业岗位需求 [4]。 

3.3 思想引领助力成长成才提升第二课堂思政教育实

效性

大学生第二课堂不仅有丰富大学生课余生活的作用，作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应该将思想引领放在首位，以

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为切入点。目前，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动

力是以提升能力和技能习得为导向，获得可迁移能力是大学

生参加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的主要原因，这些能力不但有助于

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还可以促进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综合能

力的提高。[5] 由此更可以看出加强第二课堂思想引领的重要。

首先要充分发挥党校、团校、青马班等第二课堂中的思想引

领作用。同时，在第二课堂活动涉及的过程中要找好学生成

长需要和价值引领教育的结合点。例如在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的同时，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

过社会实践引导学生认识国情，特定行业的发展情况；在指

导学生就业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家重点行业、重点地域

的人才需求。在全面引导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的同

时，将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相结合，将个人理想和中国梦相

结合，回应大学生热切关注的问题。



75

研究性文章
Article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3.3618

3.4 紧密结合大学生特点提升第二课堂思政教育的针

对性

第二课堂活动的设计不仅要能解决青年所需，更应该是

青年兴趣所在，在形式上做到吸引青年。能够结合大学生成

长特点，在不同的年级设定层次分明的第二课堂活动；能够

依据大学生不同兴趣爱好，打造不同类别的活动品牌。减少

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出现的“被观众”现象，多一些青年参与

的主动性。注重网上和网下的相结合，注重线上和线下的互动，

注重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融合。注重朋辈引领，充分发挥党员、

积极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引导开展由学生发起、学生

组织、学生参与的喜闻乐见的活动。

4 结语

通过纳入更多的实施主体，对内容和形式不断进行完善，

打造对青年有吸引力的第二课堂。在实施过程中，顶层设计、

制度建设、文化融入，同时做好学校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

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协作，才能真正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

育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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