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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课堂是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以座谈和网络问卷两种方式对电子信息

工程和网络工程专业不同年级学生开展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能力培养调研，发现大学生参与第二课堂

创新实践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学分要求，面临缺乏有效指导、不了解活动类型与规则等困难。通过打造

“一种组织，两个平台，三项基本保障，四元训练体系”的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第二课堂组织模

式，保障了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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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ond classroom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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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innovation practice abilities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majoring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Network Engineering through two methods: discussions and online 
questionnaires. It was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mainly participate in second classroom innova-
tion practice activities to meet credit requirements, facing difficulties such as lack of effective 
guidanc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activity types and rules. By creating a second classroom orga-
nizational model for cultivating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ncludes “one organization, two platforms, three basic guarantees, and a four element training 
system”,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is e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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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高校的第二育人载体，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之外的时间开展的教学活动，是提升学生实践创新

能力的重要阵地。早在 2016 年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指出：要重视和加强

第二课堂建设，重视实践育人，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让学

生在亲身参与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受教育、长才干[1]。故做好第二课堂教学改革，培养适应新时代

发展的具有更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已迫在眉睫。本文以 Z 高校为例，基于学生

参与第二课堂调查结果，探索了适合校情和学情的学生第二课堂培养模式改革实践，因此提升学生创新

实践综合能力。 

2. Z 高校 X 学院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情况 

2.1. 调研对象 

本次调查面向电子信息工程和网络工程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 505 人，网络工

程 429 人。本次调研基于 Z 高校 X 学院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围绕“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

能力培养”主题展开，内容涉及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和创新实践学分的了解程度、活动参与度、参与

目的、面临的障碍与困难、自我能力评价，第二课堂活动培养创新实践能力的现有开展情况满意度。本

次以线上问卷方式随机抽取 855名学生发放，共收回问卷 795分问卷，有效问卷 775份，有效率为 97.48%。 

2.2. 结果分析 

1) 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的认知程度 
从专业来看，大学生对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调查来看，

超过 80%的学生大二阶段不同程度了解到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并对其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超过 40%
的学生大四阶段对活动的认知还只是“了解一点”和“完全不了解”。学生对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的

认知程度与专业的关系并不大，随着年级的升高，了解程度也会有所增高，但增长幅度不会太大。此外，

能做到“非常了解”的学生占比非常少，对于相关制度“了解一点”的学生占比稍微较高，超过 1/3 的

学生在大四阶段甚至对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还知之甚少(具体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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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 of innovative practice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表 1. 大学生对第二课堂创新实践认知程度 

选项 
大学生对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了解程度 创新实践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的了解程度 

电子 网络 大二 大三 大四 电子 网络 大二 大三 大四 

非常了解 6.85% 4.46% 2.99% 5.74% 7.56% 7.87% 4.99% 4.19% 6.28% 8.89% 

基本了解 42.39% 41.21% 38.32% 40.21% 47.11% 46.95% 45.41% 41.32% 46.45% 52.89% 

了解一点 41.37% 39.90% 42.51% 42.82% 35.56% 38.83% 38.58% 41.92% 42.35% 33.33% 

完全不了解 9.39% 14.44% 16.17% 11.23% 9.78% 6.35% 11.02% 12.57% 4.92% 4.89% 

 
2) 参与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的目的 
图 1、表 2 所示，将近一半的同学参加过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大约 1/3 没有参加过相关活动，原

因是有专升本学生进入大三班级，此部分学生刚入学，还未参加活动。问卷结果显示，电子专业的学生

的参赛热情是明显高于网络专业的，大三、大四的学生是参加活动的主力军，超过一半的学生愿意参加

学院举办的特色活动——IT 文化节。大部分学生也有较大愿意参与创新创业基金项目、大学生寒暑假社

会实践调研及蓝桥杯、计算机设计大赛等学科竞赛。发明专利和著作权登记等难度高，所以少部分学生

愿意参加。此外，大部分专升本学生更愿意去考取专业资格证书，可能是他们大部分在单位实习过，认

为专业证书更有利于未来发展。对于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目的，满足学分要求是首要目的，其次是培养

综合能力，再次是实践专业知识，最后才是发展个人兴趣和利于未来发展，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前学院开

展的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Table 2.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innovative practice activities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表 2. 学生参与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情况 

题目 选项 电子 网络 大二 大三 大四 

参加过 
学院哪些 
第二课堂 
活动 

IT 文化节 148 94 33 99 110 

参与创新创业基金项目 39 16 11 34 10 

参加大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调研 36 37 11 44 18 

蓝桥杯、计算机设计大赛等学科竞赛 85 36 16 57 48 

发明专利和著作权登记 9 4 2 9 2 

发表论文或作品 6 3 1 7 1 

获得各类专业资格证书 11 32 4 17 22 

参与学术活动、教师科研和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等工作 15 13 5 15 8 

其他 51 51 11 50 41 

参与第二

课堂活动

的目的 

满足学分要求 246 194 70 209 161 

培养综合能力 173 133 87 153 66 

实践专业知识 157 113 61 128 81 

发展个人兴趣 129 93 49 110 63 

利于未来发展 136 91 55 114 58 

其他 21 17 4 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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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practice activities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图 1. 学生参加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情况 

 
3) 参与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的障碍与可能面临的困难 
如图 2、图 3 所示，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普遍认为未获得活动信息、不了解活动类型、课余时间不足

及缺乏参与信心是他们参加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的主要障碍，也有 1/4 的学生对这些活动缺乏兴趣，

没有参加活动的动力，只是应付性参加活动，从而完成学分要求。从年级角度进行分析，大二的学生参

赛主要受制于缺乏参与信心，大三则是由于课余时间不足阻碍参加活动，大四学生反映更多的是未获得

活动信息。在参加活动中，超过 3/5 的学生反映由于缺乏有效指导而无法充分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超

过一半的学生反映不了解活动规则、实践能力不足及实验条件不足也是可能面临的困难。 
 

 
Figure 2. Obstacles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practice activities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图 2. 学生参加第二课堂活动的障碍 

 

 
Figure 3. Possible difficulties to participate practice activities in the second classroom 
图 3. 参与第二课堂活动中可能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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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生创新能力自我评价 
如图 4 所示，基于各个指标因素进行分析，大部分学生对创新能力自我评价为一般。其中，团队意

识和团队协作能力自我评价强的学生占到了 33.94%，高于其他指标，由于大部分学生主要参加 IT 文化

节、创新创业基金项目、学科竞赛等活动，此部分活动都由学生自行组队参加，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不

断增强。此外，超过 1/4 的学生对沟通能力和交际能力、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

力三个指标自我评价为强，第二课堂实践活动不拘泥于课堂教学，通过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思结

合，增进沟通能力，实现知识、能力与素质三者协调发展。 
 

 
Figure 4. Self eval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图 4. 大学生创新能力自我评价 

3. 影响大学生参与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的因素分析 

3.1. 学生内生动力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有基本的认识，也明白其重要意义，但是也有

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活动及相关制度的认识停留在表面，更没有认识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第一，

大部分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只为了满足学分要求，并不是基于兴趣和个人未来发展；第二，尽管大部分学

生参加了创新创业项目、学科竞赛等活动，缺乏参与信心，同时存在“大帮哄”现象，因此参与积极性

不高，自主钻研精神不够，作品流于形式，不追求创新，高水平成果产出寥寥[2]。 

3.2. 创新环境不够 

由于实践活动信息由辅导员自上而下发通知，但是相关活动类型、规则解读不受重视，活动宣传氛

围不浓厚，所以不了解活动规则成为大部分学生参加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面临的困难。此外，由于创

客空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实验室等实践平台受资金、场地等因素的制约，开放度力度不足，准入门

槛高[3]，实验室实践环境不够和实验条件不足制约着学生创新能力的发挥。 

3.3. 师资力量不足 

“参与第二课堂活动中可能面临的困难”选项结果显示，“缺乏有效指导”的学生人数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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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师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第二课堂”教学工作量目前还得不到相应的工作量，使得教师难以将

第二课堂教学作为工作职责的一部分。此外，理工科的创新实践活动以项目为导向，结合行业的科学问题

和工程问题作为选题，这就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创新实践能力[4]。但是，当前部分教师对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培养的意识和能力并不高，甚至对一些创新实践活动的规则和要求了解不充分，同时大部分第二课

堂创新实践活动需要学生在课外时间活动完成，实践地点也可能在校外或者偏远地区，教师做不到全程

跟踪，加之创新创业教学经验不足，所以学生参加创新实践活动落实得不够细致，得不到有效的指导。 

4. 第二课堂的组织实施模式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和原因分析，为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作为第一课堂的拓展和延伸，打造“一

种组织，两个平台，三项基本保障，四元训练体系”的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第二课堂组织实施模

式(图 5)，构建了时间“全程性”，活动“多层次”，空间“立体化”的全程递进式第二课堂教学体系，

实现“第二课堂”活动课程化、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可测量化[5]。此外紧密结合专业特色，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加深第二课堂活动的深度，扩展第二课堂活动的广度，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1) 发挥团学组织作用。充分发挥学校和学院团学组织在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中发挥重要的桥梁纽带

作用，对学校及学院创新学分制度对不同年级进行普及，同时负责创新实践活动文件下达解读、宣传、

组织报名、材料收集及成绩统计等工作。 
2) 搭建理论与实践平台。以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目的，着力打造理论平台与实践平台，将参加

创新实践活动列为必修课程。理论平台指的是各个课程模块包含的理论环节。学校以扎实的理论知识为

基础，以培养良好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的人才为目标，以活跃的创新思维为重点，将创新创业教育融

入育人各环节，既要求通识必修和选修模块各修 1 分创新创业课程，又要求每个专业至少开设 2 分专创

融合课程。实践平台指的是各个课程模块包含的实践环节。学校以夯实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目的，以

提高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为主线，既要求理工农、艺术类专业实践(含实验)学分(学时)不少于总学分

(学时)的 30%，又要求每个要求必须修满 4 分创新创业实践学分。 
3) 做好三项基本保障。一是做好文化保障。以第一课堂为主阵地，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内容，思

创融合，培养学生的敢闯敢创敢干精神。以微信、抖音等自媒体为媒介，以短视频、横幅、易拉宝等接

地气、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第二课堂”实践活动，通过文化激发学生的实践动手热情，营造浓厚的创

新氛围。二是强化经费保障。学校每学期单独划拨实践专项经费和创新创业项目专项经费，经费可用于

学生活动、实验耗材、师生奖励等用途。三是健全制度保障。学校为了大力推动创新实践活动，提高活

动参与度，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做了学分要求，不断完善创新实践学分机制，在可操作性的前提下细化

项目条款，制定了《本科生课外创新实践学分实践细则》《“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管理办法(试行)》
等相关文件，为“第二课堂”创新实践活动开展精准引航。 

4) 打造四元训练体系。学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的理念，不断优化“第二课堂”教

学体系，形成了课程实验实践、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社会服务与素质拓展的四元训练体系。

课程实验实践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做到融会贯通。学校及二级学院在课程实验及实践环节持

续与企业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基于产教融合的线上实践平台，打破时间地点限制，让学生可以独立自主

地开展实验实践，一方面弥补校内资源的不足，二来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以学科竞赛为牵引驱

动学生有针对性和方法性的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以赛促学，通过校级–省级–国家级三级选拔体系激

发学生学习内驱力，激活学生“动脑、动手、动口”思维，不断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以国家级–省级–

校级三层次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为依托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主动学习–合作交流–解决问题”的习惯，

激发学生积极性主动性，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6]。创新源于实践[7]。秉承“注重实践，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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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校训，学校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大力支持学生参加大学生寒暑假“三下乡”社会活动、志愿活动

等，另外开设《服务三农社会实践》，带领学生走进岭南乡土，扎进田间地头，紧贴“三农”实际，耕

读教育、创新教育与专业教育三者同向同行，培养兴农情怀，用专业技能撑起“强农惠农富农伞”。 
 

 
Figure 5. Second classroom organization model 
图 5. 第二课堂组织模式 

5. 结语 

勤学苦练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助推器”，创新创造是推动青年学生成就事业的“新引擎”，自

主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已然成为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的一项关键目标，而第二课堂便是培养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的重要阵地。以创新学分为载体，以“全员参与、训练为主、重在兴趣、重在实践、重在过程”为

原则[8]，实现第二课堂制度化和课程化，将创新实践能力贯穿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保障学生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

互结合，更需要全员全过程参与，落实好实现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国家和地方输送更多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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