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分撬动大方案，成绩单助力“青”成长 

——中国矿业大学“第二课堂成绩单”实施情况简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和教育的重要论述

精神，扎实推进《深化学校共青团改革的若干措施》的各项工作要求，

切实推动我校共青团深化改革，中国矿业大学团委结合学校“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心和国际视野，富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本科生培养目标，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共

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深度融合第一课堂，推动我校共青团工作贡

献度，具体做法汇报如下： 

一、重视顶层设计：围绕育人目标，融入培养方案 

1.写入“培养方案”，保障“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深度融

合、全面覆盖。 

“本科生培养方案”是学生培养的“基本大法”，是牵动全校各

项工作的“牛鼻子”和“指挥棒”。我校团委协同教务部、学生处等部

门，将团学活动课程化，把涵盖共青团第二课堂活动的“理论学习实

践、假期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实践、公益服务实践、创新创业实践、

社会工作实践”等六大板块内容整合为“社会实践”、“公益服务”、

“校园文化”等三类课程，写入“2016版本科生培养方案”，并制定

教学质量标准。该课程共 5个学分，其中“社会实践”2个学分共 64

个实践学时；“公益服务实践”1个学分共 32个实践学时；“校园文化

实践”2个学分共 64个实践学时。 

 “2016版本科生培养方案”成为共青团推进“第二课堂”工作

的顶层方案和设计蓝图，为全面、深入推进“第二课堂成绩单”奠定

坚实基础。 

2.编制“发展纲要”，制定“第二课堂成绩单”纲领性文件。为

实现与学校“2016版本科生培养方案”相协调和衔接，校学生工作指



导委员会经过广泛深入调研、征求意见和不断修订完善，编制完成了

《中国矿业大学本科生素质发展纲要》。《纲要》与我校“第二课堂成

绩单”、“大学生涯规划”活动紧密结合，明确了促进学生素质发展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支撑平台、实施路径以及工作要

求，编制了学生素质发展指导表；收录校、院两级学生素质发展正、

负激励两个向度的保障制度。《纲要》为全校团学干部进行“第二课

堂”工作指导提供参考蓝本，为广大同学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供了“导

航地图”。 

3.协同“生涯规划”，推动“第二课堂成绩单”全面实施。从 2000

年开始，我校大力开展了“大学生涯规划与辅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活动。在学工处、校团委等部门组织与课堂指导下，全体本科生对自

己在大学四年（建筑学五年）每学期的发展目标（第一课堂专业学习

和第二课堂素质拓展）及其实现途径进行具体设计和全面规划，并付

诸实践。学校借鉴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

和学生成长发展的实际，形成了富有指导性和创新性的“12341”大

学生涯规划实践理念：“一个核心”，以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为核心；“两点切入”，贵在自知——正确认识自我，追求卓

越——感悟大学精神；“三个协调”，素质拓展——做到智力因素与

非智力因素相协调，知识结构——做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协调，

人生追求——做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协调；“四个学会”，摆脱

依赖、学会生存，知行统一、学会学习，超越自我、学会关心，勇于

开拓、学会创造；最终达到“一个目标”，引导和帮助学生为实现自

身全面、协调和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学生涯规划”活动全覆盖、可考核、有指导、全周期的特点，

是推进“第二课堂成绩单”工作有效的协同力量。 

二、整合工作资源：组建工作队伍，形成工作合力 



1.校级层面成立“第二课堂成绩单”工作领导小组。学校成立了

由分管教学、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组长，校团委、教务部、学工处、

宣传部、财务处等部门为成员的“第二课堂成绩单”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负责工作规划、指导、考评和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管理、培

训等工作；统筹协调政策支持和工作保障；统筹推进素质发展纲要、

综合素质测评、大学生涯规划等工作。 

2.成立校级“第二课堂成绩单”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由校团委、

教务部、宣传部、学工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创业教育学院等单位组

成，负责课程建设、平台搭建、教学安排、师资培养、实训基地、质

量管理等，同时，每个成员单位有侧重的提供课程内容。如校团委主

要负责社会实践、公益服务、校园文化活动内容的提供与管理；大学

生创新训练中心主要负责科技创新平台提供；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负

责精品课程的提供与管理等。 

3.成立院级“第二课堂成绩单”工作指导教师小组。由各二级学

院团委书记组成，负责课程推进、平台推广、教学监督、成效反馈等

工作，切实保障“第二课堂”相关工作落到实处，减少工作开展无法

落到实处等现象产生。形成纵向体系，以完备的师资体系夯实“第二

课堂成绩单”工作基础。 

三、探索内涵发展：关注学生体验，打造团属品牌 

1.开展“社会实践金课”，扩大实践育人平台。 

“社会实践金课”以全校本科生为主体，以课外社会实践为课程

平台，以实践育人为主要导向，兼顾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帮助大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学生的社交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培养学

生独立工作能力、创新精神，促进大学生运用所学科学理论、专业知

识和基本技能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红色记忆与国家认同》课程以主题类社会实践为载体，旨在帮



助大学生认识历史、了解国情、体验民情，从理解国家和社会发展来

龙去脉的基础上，增强历史体验、社会阅历、道德品质和道路自信，

在实践中培养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提升历史使命感、使

得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感。《社会实践（“新时代文明实践问题”）》课程

帮助大学生增进社会认知、健全人格品质，在了解国情、懂得民情的

基础上积累社会阅历、磨砺道德品质，进而促进大学生在实践中进一

步增长知识和才干，强化青年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为社

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2.开展“美育专题课程”，促进高雅艺术进课堂 

为提高我校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表现力和创造力，坚定

文化自信，努力成长为具有崇高审美追求、高尚人格修养的高素质人

才，开展包括《中西方著名音乐作品欣赏》、《行进管乐》课程在内的

“美育专题课程”，促进高雅艺术走进校园，走进学生们的课堂。 

其中《中西方著名音乐作品欣赏》主要讲授中西方著名音乐作品，

鉴赏不同国家民族的音乐及风格特质，感悟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化以

及文化和音乐的潜在联系，从而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提高学生对音

乐文化的理解，传播和继承民族音乐文化。《行进管乐》课程主要内

容是针对长笛、单簧管、萨克斯、小号、长号、圆号、中音号、大号

等管乐器的教学及合奏排练，目的在于提高我校乐团演奏水平，服务

学校仪式性活动。 

3.依托镜湖大讲堂，丰富讲座育人模式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校自开

设“镜湖大讲堂”系列讲座以来，校团委通过邀请高水平专家学者举

办以人文社科为主的各类普及性讲座，为全校师生提供与名家名师近

距离交流学习的机会，进一步提高我校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艺术

水平。镜湖大讲堂依托学校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聚焦时代前沿，开

设文化讲座，在人文思想启迪、校园文化浸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镜湖大讲堂”系列讲座为基础申报的《开展

人文系列讲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项目获 2021 年度江苏省共

青团工作“10100”创新创优工程立项。中国矿业大学“第二课堂成

绩单”立足实践意识和道德品质养成，突出制度体系创新，优化实践

教育课程体系，丰富实践教育课程内容，创新实践教育载体，充分用

好“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体系，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努力实现育德、启智、健体、益美、为乐的育人效果，助力大学

生成长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