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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增权赋能的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育人成效提升研究
李　 薇

（南京审计大学，江苏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摘　 要］“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是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推动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是发展当代大学
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基于学生成长需求本位的“增权赋能”理念，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模式建设的现实
场域，剖析“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践探索中的价值基础和现实反思，探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育人成效提升
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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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统筹
部署，对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不仅
要把握好第一课堂主阵地，更需在第二、三、四课堂投入更多
精力，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自２０１６年试点工作开
始，利用课外时间作为第二课堂组织实施各类实践活动，到
２０１８年“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建设全面展开，“第二课堂成
绩单”成为各高校对学生参与第二课堂具体情况进行记录、
评价和测量的主要平台，促进了大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同
时助推第一课堂育人实效，成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载
体。然而，当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过程中仍然呈现
单向“灌输式”的育人特点，评价范式未完全向“需求者本位”
转变，“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自身定位及育人效果尚未如人
意。２０２０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颁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推进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
模式，推动形成三全育人格局；２０２２年，高校“一站式”学生社
区走向全面推广的新阶段，“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迎来崭新
的土壤。在这样宏观战略和中观模式的背景下，如何立足大
学生成长成才需求，发挥“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效果？强调以人为本，需求导向，立足优势视角，实现
个性发展的“增权赋能”理论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育人
成效的提升带来新的着力点。

一、增权赋能视域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概念基础
及价值探讨

（一）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概念及实施成效
１．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概念基础
第二课堂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中国古代“知行合一”“游

学”的实践育人思想。近现代由国内学者朱九思首次提出，
与“素质教育”概念相契合。第二课堂是指在第一课堂外，全
日制本科生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利用课外时间参与思想
成长、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各类活动。“第二课堂成绩单”
制度是学校人才培养评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社会单位选
人用人的重要依据，具有客观记录、科学评价、促进成长、服
务大局、提升工作、融入社会等方面的功能。以南京审计大
学为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依托大学生成长服务平台
（Ｐｏｃｋｅ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简称ＰＵ）实施，对第二课堂内容开展系统
的记录和评价，并进行学分和积分的核定，作为学生各类评
奖评优、推优入党等工作的参考成绩。

２．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实施成效
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有着相同的育人目标，延展了第一

课堂教学体系，是三全育人的重要载体。其一，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的模块体系包含丰富的课程活动内容，蕴含了时代
发展要求和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突破时
空和参与主体限制，方式灵活多变。其二，“第二课堂成绩
单”制度促进了大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更加显著完善性格
养成、价值体系和团队协作等非认知能力。其三，“第二课堂
成绩单”制度对大学生第一课堂育人有着强有力的助推作
用，“第二课堂”评价排名与学积分排名显著正相关。以南审
沁园书院２０２０级法学院学生大一学年为例，第二课堂成绩非
专业公益模块积分，相比于专业讲座积分，与专业成绩绩点
具有更高的显著正相关。可以推断第二课堂对于学生非认
知能力的培养是专业学科培养的基础，有利于激发第一课堂
专业育人实效。

（二）增权赋能理论赋予育人制度的新价值
１．增权赋能的概念基础及意义
增权理论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巴巴拉·所罗门出版的

《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起源于社会学。
理论与传统看病诊断的问题视角显著不同，基于优势视角，
以需求为导向，实现人的个性发展。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不缺
少能力，需要做的是将充满无力感的个人转变为拥有自我控
制权的个体。除对外增强权力外，还需对内培养和增强自身
行动力。增权赋能理念更强调人在环境中。理论通过个人
层面提升自我认知和评价，增强自我效能感；人际层面增强
积极力量，增加社会资本；社会层面拓展关系、增强能力，减
少无权感三个层面实践，在个人实现自觉，主动挖掘个性，激
发内在潜能，促使个人全面发展方面有着显著效果。
２．增权赋能视域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时代价值
传统高校学生工作视域下的“第二课程成绩单”制度以

思政教育为核心，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采用“补救—预防—
发展”的问题取向，以考试分数、升学就业等为主要衡量指
标。而作为学校社会工作核心理念的“增权赋能”，以优势视
角、青年正向发展等为专业支撑，采用“发展—预防—补救”
的需求取向，以自我和社交意识、自我管理、人际关系技巧及
负责任的行动等作为主要衡量指标，更加符合“一站式”学生
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以学生为中心的需求导向。在“一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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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区制度建设的现实背景下，增权赋能理念与现存“第
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在融合中革新，方能呈现独特的时代价值。

其一，增权赋能唤醒“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以学生需求
为中心的育人理念。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尊重学生
主体性，发挥生生、师生互动的双向性育人作用，通过丰富的
“第二课堂”课程活动内容设计、评价反馈制度研判，激发学
生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在自觉内省中实现自我发展。其
二，增权赋能给予“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的育人价值。使“第二课堂”成为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构建，
自主性生成、发展的交往实践场域，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和
有效资源提升信心，以获得推动解决困难所需的积极思想和
希望。其三，增权赋能营造“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涵养学生
支持系统的育人环境。发挥“第二课堂”构建有形服务和无
形支持网络的重要作用，引导学生在群体中，获得改变的可
能性和促成改变的支持力量，使广大青年学生国家社会发展
需要同频共振。

二、增权赋能视域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践探索的
现实反思

时代要求高校培养更多具有创新思维、多元资源整合能
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一站式”学生社区为培养时代新人的
创新场域，因此也赋予第二课堂更多沉浸式实现学生价值塑
造、行为养成、全面培养发展的重要使命。但是实践探索中
究竟如何切实满足时代赋予的要求？

（一）“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宏观实践
１．制度运行尚未形成一体化模式
现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理论指导和制度运行的顶

层设计尚不完备。从增权赋能视域来看，“第二课堂成绩单”
制度较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内容设置和
评价体系较多从资源供给的角度思考，指向不够聚焦，较少
通盘考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成长需求，资源供给尚
未能激发学生内在潜能。此外，需求导向的育人理念共识尚
未形成，主体责任窄化和认知存在偏差，多方主体育人积极
性存在不平衡，部分育人活力尚需进一步激发。
２．功能性服务模块有待完善
新时代新学情下，当代大学生呈现自我意识觉醒度高、

选择接触性、网络依赖排他性等特点，只有基于数据动态分
析研究的资源供给、精准化的平台和智能化的服务才能破除
高通量的网络环境和开源的知识碎片影响，产生较高粘性的
用户交互和教育渗透。重结果轻过程，只做记录式评价载
体，不分资源信息发布平台，是不能够满足当代大学生的成
长需求的。这就更加需要“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功能定
位在高质量、个性化资源供给、数据智慧分析挖掘、画像式成
长指南等方面做出革新。

（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微观反思
１．学生主观能动性及内驱力有待激发
增权赋能理论始终以优势视角看待对象，促进自我觉醒

与正向发展，与“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模式理念高度一致。
然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学生对于提
供资源的选择导向一定程度受评价标准和毕业学分要求影
响，较少内观自身特点和需求，筛选适合自身发展的活动课
程，较多任务式完成积分要求。那么“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
在运行之初，更需要在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形成自我管理、
自我评估意识，发展核心素养，定位优势成长等方面进行多
方论证研讨。
２．学生支持网络资源系统有待构建
现代大学教育改革自主选课、完全学分制，加之教育从

校园到网络，导致师生、生生当面交流减少，集体凝聚力和组
织活动持久性降低，学生个体难以从群体中获得榜样力量、
共同价值和支持资源。因此，凝结社团、专业协会等多元学
生组织圈层，构建多维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生生互动、师生

互动、与社会联结的更多支持资源，使之从个人亲历的成功
经验、他人成功替代性经验和旁人观点和意见中自主性生
成、发展和塑造个人发展道路，是“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应
当发挥的重要价值。

三、增权赋能视域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提升育人成
效的重要着力点

（一）基于增权赋能的制度顶层设计革新
１．人才培养需求导向价值理念革新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下的学生管理以学生个体、团体为对

象范畴，通过面谈、劝告、协商等方法解决学生问题，但在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上未能满足时代的要求。而“一站式”学生
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以一站式集成、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
和信息化支撑为主要方法，以构建“三全育人”实践园地、智
慧服务创新基地为主要目标，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带来了新
的场域。运用学校社会工作中增权赋能理念，以社会文化环
境和人际关系调试为手段，关注人才培养个性化需求，尊重
需求、鼓励反馈、动态调整；促进学校顶层设计价值理念和全
体教职工思想观念转变，将第二课堂的重视程度、资源投入
力度与第一课堂放在统一高度，形成全链条协同合力；从内
容设计、资源供给和评价指标等方面革新，在学生个体、团
体、社区，三个维度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将是“一站式”学生
社区建构的重要抓手。
２．“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评价体系及运行机制构建
以增权赋能理论作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评价运行

建设的内核，是“一站式”学生社区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指挥棒”。首先要实现评价体系一体化，将“第二课堂”自我
和社交意识、人际关系技巧及负责任的行动等评价指标与综
合素质测评体系、大学生人才培养方案有机嵌入整合，作为
转专业、入团入党和评奖评优等重要指标；将学生第二课堂
培养质量成效嵌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中，制度化保障全员参
与第二课堂教学活动。其次要实现评价运行机制多元化，均
衡育人资源，丰富育人形式；科学分析显性和隐性核心素养，
自评与互评、教师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多维度获得评价
结果，个性化提供阶段式、分层次的动态资源供给。

（二）基于智能化的四课堂联动平台建设
１．“第二课堂成绩单”四课堂载体集成化功能实现
“一站式”学生社区旨在利用“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作

为载体，发挥全方位、不断线、沉浸式学习生活支持和保障，
实现挖掘大学生潜能，在环境中获得资源，实现自觉发展作
用。因此，增权赋能视域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应当贯穿
四课堂，帮助青年正向发展。延伸第一课堂，挖掘专业班主
任、客座教授等专业实力，丰富学生与专业相关的学术研究
和学科竞赛；承载第二课堂，开展通识讲座、社团活动、创新
创业训练、校内志愿和劳动实践，营造浓厚向上的校园文化
氛围；拓展第三课堂，设置校企社多圈层支持资源，提高校外
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的广度和深度；搭建第四课堂线上智慧
课堂和大数据智能化资源，线上线下满足自主充电。
２．“第二课堂成绩单”个性化画像与资源库搭建
基于当代大学生特点，提高“第二课堂”教育粘性和渗透

性，搭建以“时空维度”为内核的个人画像，以便学生在内观
生命历程中了解优势短板、挖掘资源支持，获得更加自主选
择成长路径的权利。首先，以学业、社团、社交等作为基础信
息，基于线性回归、流数据约束等模型分析学习水平、心理健
康、社交关系等特点，信息赋能，靶向提高学生自我认知。其
次，根据学生个性特点，对标大学生阶段特点和成长规律，一
生一策提供适应、提升、拓展性培养计划，让学生“沉浸式”获
得个性化、时序性动态的成长训练、画像预测、资源网络构
建，破除“信息茧房”，回归“一站式”社区现实交往实践场域，
在朋辈群体中获得互动经验、榜样力量，实现支持网络、成长
发展。　 　 　 （下转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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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白逸仙，王华，王臖．我国产教融合改革的现状、问题
与对策———基于１０３个典型案例的分析［Ｊ］．中国高教研究，
２０２２（９）：８８－９４．

［５］阙明坤，段淑芬．我国民办高校改革发展成效、经验
及展望———《教育规划纲要》实施十年审视［Ｊ］．大学教育科
学，２０２１（２）：１６－２５．

［６］金向红．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型师资队伍培养机制
研究［Ｊ］．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３（１）：１１８－１２４．

［７］王贺元，唐升，黄晓燕，等．为什么企业没有积极

性？———产教融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困境与突破［Ｊ］．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２３（８）：２２－２９．

［８］高岳涵，刘向梅．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现实
困境与优化路径［Ｊ］．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２２，３３（２）：１５３－１５９．

［９］高岳涵，王琪．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价值、现实困境与行动理路［Ｊ］．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２３，３４（４）：
１２８－１３５．

［１０］周益斌，肖纲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生体的发展
困境及推进策略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Ｊ］．苏州大
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３，１１（２）：８０－８７．

［１１］冯瑞．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Ｄ］．昆明：云南师范大学，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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