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1), 271-279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40  

文章引用: 夏伟怡, 郑妍, 王歆妍. 设计“第二课堂成绩单”——以上海某高校为例[J].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1): 271-
279. DOI: 10.12677/ve.2025.141040 

 
 

设计“第二课堂成绩单” 
——以上海某高校为例 

夏伟怡，郑  妍，王歆妍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外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8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31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8日 

 
 

 
摘  要 

本文以上海某高校为实例，深入探讨了“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设计方案。文章首先剖析了当前高校第二

课堂的现状及成绩记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随后详细阐述了“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政策背景及其在其他

高校的成功应用案例。基于本校的实际调研结果，文章提出了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的具体构想，并着重

介绍了在学生社区中的个性化设计。该系统旨在动态追踪并记录学生的成长轨迹，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全面促进学生发展，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提供一套科学、系统且集成化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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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 student community at a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con-
cept and design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issues related to recording achieveme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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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introduces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other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hen proposes an overall design for the system of the second class-
room transcript and its personalized design within a student community. This system helps to dy-
namically track student growth,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student 
development, providing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integrated management model fo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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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让第二课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作为第一课堂的补充和延伸，当前高校

第二课堂的建设和管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与第一课堂内容联动不足、评价体系单一以及成绩记录不规

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第二课堂的教育效果。因此，本研究尝试探讨“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设

计方案，旨在通过构建科学、系统的管理模式，解决当前高校第二课堂存在的评价体系和成绩记录问题，

提升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本研究的背景和缘由源于对当前高校第二课堂现状的深刻认识和

对改进第二课堂管理的迫切需求。 

2. 高校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相对于传统的第一课堂而言的，在教学计划之外，在学校的统一管理和教师的指导下，

以育人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为重点，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第

二课堂的形式非常多样，包括了文化艺术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社团活动等。第二课堂弥补了第一

课堂的知识和视野的局限性，又与第一课堂共同构成高等教育育人的有机整体，帮助拓展学生视野，培

养学生综合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为学生将来步入社会做好准备。各个高校第二课堂的设置都围绕

着本校人才培养方向和需求进行，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育人初心，推进“四个回归”所蕴含的教育

价值、制度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1]。 
然而，第二课堂的开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部分高校的第二课堂建设内容缺乏体系支撑，只要

与第一课堂无关便归入第二课堂范畴；由于缺乏与第一课堂的内容联动，加上没有监督体系支持，第

二课堂活动反而让学生失去兴趣苦不堪言，面临只要不参加就算缺勤甚至扣分的境地；还有些第二课

堂的内容评价体系比较单一，只看重学生参加的数量而没有把重点放在内容的质量及参与者的收获和

体验上，缺乏比较合理的评判机制，使第二课堂在某种程度上与学生的需求背道而驰[2]。另一个问题是

第二课堂的成绩记录，很多高校因为没有只针对第二课堂的成绩记录渠道，依然比较依赖学生的主观

上报和纸质版材料，会出现信息遗漏，重复填报，核实困难，不公平评判和重复劳动等问题。所以，

如何实现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资源互补，第二课堂实现教育价值的回归与增值，是各大高校需要考

虑的问题[3]。 

3. “第二课堂成绩单”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高校积极学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高校应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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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并强化第二课堂建设，给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缔造更多的机遇和平台[4]。第二课堂锻炼学生的独立思

考能力和实践的能力。学生将在第一课堂学到的知识和技巧运用于第二课堂中，通过社会实践，公益

服务，技能比赛，文艺活动等板块锻炼能力，获得成长[5]。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有效补充及延伸，

让学校“立德”与“树人”这两项教育任务紧密相联，通过精心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将第一课堂的理

论知识与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旨在培养出一批既有扎实专业知识，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学

生[6]。  
2018 年，共青团中央与教育部共同发布了《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

文件指出，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是在全面参考第一课堂的教学与育人机制和工作架构的基础

上，对高校第二课堂的工作内容、项目提供、评价机制及运行模式进行的整体性设计，确保高校学生参

与的第二课堂活动能够被记录、评价、量化和展示，从而构建一套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联动的完备的工

作体系和制度。 
2021 年，共青团中央进一步颁布了《关于深化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工作指引》(下

称《指引》)，为高校继续推行和实施“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路和具体的实施措施，

也贯彻了总书记对高校提出的“要重视和加强第二课堂建设”的要求。总之，“第二课堂成绩单”机制

的核心目的在于立德树人，提高第二课堂课程质量，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工作体系和

制度体系[7]。 

4. “第二课堂成绩单”在其他高校的应用 

合肥工业大学是 2016 年全国首批试点“第二课堂成绩单”的 36 家高校之一，目前已经从 2019 届开

始向毕业生颁发了“第二课堂成绩单”，在第二课堂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合肥工业大学有专门

的第二课堂教育网站，实时更新第二课堂活动和相关报道，建设成果还得到了共青团中央，央视，教育

部等权威部门的专题报道，可见合肥工业大学在第二课堂方面作出的瞩目成就(见图 1)。 
 

 
Figure 1. Webpage Screenshot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ttps://dektjy.hfut.edu.cn/) 
图 1. 合肥工业大学网上截图(https://dektjy.hfut.edu.cn/) 

 
武汉大学也是最早一批开展“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学校。在梳理了团学工作后，武汉大学将第二课

堂项目分为思想引领类、学术科技类、实践实习类、志愿服务类、创新创业类、文体活动类、工作履历

类、开放型模块在内的八大类别，搭建了“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数据信息体系，用大数据实现与学校相

关部门的信息联通。数据系统自动嵌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关信息，全方位为学生生成一张能力图谱，

让学生能够掌握和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又能够帮助制定自己的独特发展成才之路(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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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Webpage Screenshot of Wuhan University (https://future.whu.edu.cn/info/1053/3361.htm) 
图 2. 武汉大学网上截图(https://future.whu.edu.cn/info/1053/3361.htm)  

 
清华大学的“第二课堂成绩单”围绕“记录-反馈”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式，建立了大数据平

台。此平台由数据层，客户层和服务层构成。数据层全面记录学生的课外经历和所获荣誉，共包含 14
个模块，用半自动化的方式即手动导入和自动抓取来获取基础信息。服务层则负责数据存储，数据更

新，系统安全和数据分析，最终达到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客户层对信息进行查看，更新，管理和下载

(见图 3)。 

5. 本校实际情况调研 

共青团中央呼吁各高校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指引，科学合理地设计“第二课堂成绩单”，确保所设

置的课程项目与国家的战略需求紧密对接。在这一大背景下，笔者对所在民办院校进行了初步调研，遗

憾地发现本校尚未设立“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为此，笔者积极行动，通过深入查找学校相关文件、

细致查询官网资料，并与学生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最终成功收集了所在院校第二

课堂的相关宝贵资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笔者所在民办院校的第二课堂主要由学生管理服务中心领导，下设发展部和事务部。学生发展部以

社区制改革理念作为指引，充分结合专业特性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塑造出“六大社区”这一第二课堂阵

地，包括 51 领英社区、3e 未来社区、贤德文化社区、YOU+社区、达尔文社区和国际公民社区。而共青

团《指引》指出，各高校可以从思想素质、政治觉悟、文化体育、公益服务、创业创新、实践实习等方向

建立体系，这与本校各个社区的功能、目标、活动方式不谋而合。比如，YOU+社区是通过鼓励学生参与

校内外大型志愿公益活动与实践，强化学生可持续发展观、社会责任感和组织协调力；3e 未来社区则通

过创业论坛等活动，满足学生通过社交以实现创新、创业的需求；而国际公民社区，则是通过 Glocal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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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Webpage Screensho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https://www.wyc.tsinghua.edu.cn/__local/5/3C/D9/9F9E1331839D81F25E0EEAECAB9_F3577E18_1505A8.pdf) 
图 3. 清华大学网上截图 
(https://www.wyc.tsinghua.edu.cn/__local/5/3C/D9/9F9E1331839D81F25E0EEAECAB9_F3577E18_1505A8.pdf) 

 
这样的外语沙龙，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公民。通过积极推动学生社区教育培养模式、管理服务体

制、协同育人体系和支撑保障机制的变革，凝聚起以学生综合能力培育、全面素质增进为目标的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强大合力。因此，在如此种类繁多的第二课堂中进行学生成绩的记录需要强大的系

统和人员支持，如果能够将第二课堂的所有信息用大数据系统进行串联和统计，对各个层面的人员来说

都能够规范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学生第二课堂表现所获德育分通过学生自己填写上报，辅导员审核，教务处、学工处等各部门

复核和最终评定的方式进行统计。德育分是学生获得奖学金、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的重要指标之一，统

计工作从学生个体到学院和学校层面都非常严谨和慎重。然而没有线上系统帮助信息共享和信息的及时

更新，学生在第二课堂表现存在着一定的信息遗漏和滞后，相关部门也需要进行重复工作，加上部分德

育分的加分规定比较模糊，存在着主观上教师占有一定话语权的情况，所以建立一个规范的“第二课堂

成绩单”系统非常必要，希望能够健全现有工作机制，提升工作效率，优化资源分配。 

6. “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设想 

“第二课堂成绩单”的主要功能是对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经历与成果进行数据收集，顺应大数据时

代的发展趋势，构建可以客观反映学生在校成长发展的大数据体系。经过调研发现，很多学校使用的平

台是“到梦空间”。根据到梦空间的官方介绍，该平台能够达成与学校教务处、信息中心等系统的相互

连通，能够对学生的基本信息进行同步维护，还能方便地查询课程表、成绩等；由到梦空间平台所产生

的活动、部落、学分等数据也能够同步到学校，有利于学校对大数据展开挖掘分析。在第二课堂方面，

到梦空间提供了第二课堂各类数据的 API 接口，学校能够定制或者自主开发“第二课堂大数据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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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全方位展示第二课堂大数据。然而，此应用程序也存在一定问题，如经常出现的网页卡顿无法登

陆，系统漏洞而导致不真实信息发布等问题。所以笔者建议本校一边对现有平台保持观望态度，一边在

信息中心和数据科学学院的合作下开发一个适合本校学生情况的“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 
“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的引入和推进需要学校各部门各学院的积极配合，其中，学工处和教务处

是引领工作的部门，信息中心和数据科学学院提供技术支持。 
笔者对已经实践了“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学校进行了调研后，对于未来在本校引入并使用“第二课

堂成绩单”有以下总体框架上的设想。 
在内容设计上，笔者建议，参考合肥工业大学校长、校党委副书记梁樑担任主编的《大学生第二课

堂指南》一书，将第二课堂细分为以下板块：思政学习、科技创新、体育健身、创业活动、公益服务、社

会实践、文艺活动、社团活动和其他荣誉(见图 4)。每个板块都需要有内容介绍，活动范围，考核标准，

加分原则以及注意事项。在流程设计上，每个板块设定学生填写端和辅导员及管理部门的审核端，通过

推送的功能实现消息的实时更新。在活动推送上，本系统和学院第二课堂平台与学校第二课堂平台实现

信息互联，即任意端口发送的活动消息，都能够精准推送至相应的学生群体中，而在活动推送板块中，

需要详实的活动介绍，报名渠道及加分政策等信息；当学生点击参加后便能在系统上实现全程活动追踪，

方便后续的活动评价和加分统计。第二课堂的管理涉及活动的设计、实施、监督、评价、认证等各环节，

需要学校层面和各学院积极配合，制定相应方案，共同完善第二课堂活动体系。不同的使用人员赋予不

同的权限，来实现对数据的分层级访问和编辑，也能实现权责分明，提升办事效率。对于整个系统的信

息对接和同步，设置管理员每个月与各学院，教务处，学工处等部门定期进行数据抓取，保证数据能及

时得到勘误，更新和上传。 
 

 
Figure 4.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system 
图 4. 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 

 
每个学期末，系统都能自动生成一张“第二课堂成绩单”，详细记录学生本学期参加过的第二课堂

活动情况和德育分加分情况，既避免了以往信息遗漏及重复劳动的情况，也能对学生第二课堂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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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动态评估，促进学生对自身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见图 5)。所有学生在大四期间都可以在系统中申请 

 
Figure 5.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Example) 
图 5. 第二课堂成绩单(样例) 

 
生成本科阶段的“第二课堂成绩单”，并向教务处进行认证。教务处在成绩单上加盖学校公章，证明第

二课堂成绩单与第一课堂成绩单具有同等效力。与学校有合作的企业有权限在系统中筛选绩点较高的学

生并查看其成绩单，为公司筛选能力匹配的潜在人才。 
“第二课堂成绩单”通过动态记录学生在校期间在传统课堂外的每一个丰富的经历，全面展示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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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发展与成长。对学校而言，成绩单是学生评奖评优的重要参考指标，对学生而

言，“第二课堂成绩单”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和评价自己，鼓励学生高效地参与到第二课堂中来，也促

进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第二课堂成绩单”联通了学校各部门信息，在集成化管理模式下让实

践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系统。 

7. “第二课堂成绩单”在国际公民社区的设计 

在遵照学校整体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设置上，笔者建议能够为每个学生社团设计符合自己特色的“第

二课堂成绩单副本”，即在数据记录平台开发不同功能，以符合不同社团的不同发展要求。本部分笔者

将以国际公民社区为例，阐述“第二课堂成绩单”在本社区的定制化设计。 

7.1. 国际公民社区介绍 

在本校坚持“外语+”和“数字+”复合型⼈才的特色培养模式的背景下，学生管理服务中心、教务

处和各个学院一起，共同策划和孕育了国际公民社区，作为“六大学生社区”之一承托本校第二课堂活

动。国际公民社区主要依托外语沙龙 Glocal Pai，以主理老师牵头，核心成员支持，学生成员自由参与的

方式，实现“师生共建共享”，通过不同主题训练营的模式，开展每周一次的常规活动，以及每学期一次

的大型品牌特色活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又关⼼身边大事⼩事的青年领袖。 

7.2. “第二课堂成绩单”的个性化设计 

“第二课堂成绩单”在国际公民社区的数据平台下设置三个端口选项，即活动端，学生端和管理端。

活动端口主要是用来发布社区的日常活动，由社区办公室同学进行内容编辑，主理教师进行审核后发布，

通常会在活动开始前 3 天向全校同学进行推送。学生如果感兴趣可以点击按钮，主理教师能够从后台观

测到感兴趣同学的数量，提前为活动进行物料准备(见图 6)。 
 

 
Figure 6. Activity Notification (Example) 
图 6. 活动推送(样例) 

 
由于成绩单平台是动态管理，在活动开始后，学生可以在页面点击“我已参加”来进行活动参与过

程的记录。本次记录生效的前提是学生开启平台的定位功能，大数据对打卡地点位于活动举办地点进行

抓取和记录。另外平台要求学生提供 2 张活动照片，学生在上传照片后才能够得到出勤记录。对于普通

参与学生来说，出勤记录记入德育分加分项目，在期末统计时，系统会自动推送某同学在社区参与活动

情况至教师管理端，并根据本社区的出勤成绩转换表自动计算该同学成绩，由主理教师审核后，数据自

动报送上一层平台的学生管理服务中心端口。但对于担任了社区学生职务(如部长、副部长和部员)的同学

来说，需要记录的项目会比较多，包括该同学的履职情况以及对社区的贡献情况等。因此笔者建议在数

据平台的设计上增加一项“特殊贡献”选项，这样有职务的同学可以点击选择自己的职务，报送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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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由主理教师填写具体履职情况并进行对应加分。对于并没有担任职务，但在活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如

在全校活动担任重要角色或获得荣誉称号的同学，可以选择“其他贡献”进入填报页面，用文字和上传

证明的方式来进行填报，最终由主理教师进行审核确认(见图 7)。 
 

 
Figure 7. Project Reporting from Student Side (Example) 
图 7. 学生端项目填报(样例) 

 
在这样一个“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上，学校能够实现对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动态监测和管理，

及时给予反馈，也让德育分加分能够利用数据平台进行整理，审核和计算，节省了人力成本，尽可能避

免了计算错误。另一方面，学生在这一平台获得的突出奖项也会体现在“第二课堂成绩单”的页面上，

成为学生毕业求职履历中的一部分(见图 4)。 

8. 总结 

在对本校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后，笔者发现本校第二课堂活动虽然丰富但缺乏规范的成绩单系统，基

于此，提出了在本校的第二课堂实施“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设想，包括内容设计、流程设计和信息互联

等方面，以实现对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全面记录和动态评估。第二课堂成绩单将学生在课外活动、实践

经历、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表现和成就进行记录和评估，并将其应用于多种实际场景中。“第二课堂成绩

单”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是记录学生课外活动的工具，更是展示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个人发展、

职业规划以及教育评估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实际应用中，“第二课堂成绩单”不仅能帮助学生

发现自身优势与特长，也可以在申请奖学金和实习时表现出竞争力，向社会企业展示与职位相匹配的实

践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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