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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irst Classroom teaching lin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vigo-
rously pushing forward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Platform. The re-
search, taking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used a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use and operation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Platform in the university, wi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und. And on the basis, from four angles of students, teachers, enterprises and 
management, th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is study not only has a lot of help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Platform of Nanjing Tech Univer-
sity, but also has the reference meaning to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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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在改进第一课堂教育教学环节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第二课堂的建设和发展。本研究以南京工业大学

为例，采用问卷分析法，调查该校大学生第二课堂的使用和运行状况，发现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并在此

基础上从学生、教师、企业和管理方四个角度提出改进建议。本研究不仅对南京工业大学第二课堂建设

和发展有很多帮助，对其他高校也同样存在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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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是实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抉择，而各级、

各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涌现将是创新战略实施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高校承担着培养创新人

才的历史使命。为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新时期国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高校在改进第

一课堂教育教学环节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第二课堂的建设和发展。一般认为，包含创新创业平台、慕课、

互联网学习系统、各类竞赛活动等在内的第二课堂，在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拓宽思维视野、培养人际交

往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针对性，众多高校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展开第二课堂平台建设。 
第二课堂平台，狭义上是指学生在第一课堂学习时间之外，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根据自身的兴趣

及爱好自主选择参与的学习活动。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狭义上的第二课堂平台。 
现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进行高效地而课堂平台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南京工业大学具有雄厚的科研

实力，注重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是首批入选国家“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 计划)”的 14 所高

校之一。为推进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南京工业大学开发和建设了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平台。调查

南京工业大学在校大学生第二课堂的使用和运行状况，发现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

建议，不仅对南京工业大学第二课堂建设和发展有很多帮助，对其他高校也同样存在借鉴意义。 

2. 研究设计和问卷收集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分析法，主要收集大学生对校内第二课堂平台的了解熟悉程度、使用频率、使用

目的，以及对校内第二课堂平台的效用和存在的不足。目前公共网络平台同样是大学生获取相关信息的

重要渠道，本次调查还遴选部分为大学生常用的社会网络公共平台，用以与校内第二课堂平台展开比较。

问卷题项设计采用归纳法获得。参与调查研究的同学先行讨论主要事项，再随机采访大学生询问他们的

感受和理解，根据多数同学的意见和建议进行筛选和归类，问卷初稿还经过本校专业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最终确定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和语句、选项，部分题项参考黄娟(2011) [1]。本次调查抽样方法采用定额

法和滚雪球法相结合。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64 份，有效回收率 91%。回收的问卷中，男生有 204 人，

女生 160 人；以理工文为专业分类标准，三者的人数比为 31:219:101；其中，大一人数占 45.05%，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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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5.55%，大三占 26.92%，大四占 2.47%；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成绩排名在专业前 10%的有 65 人，前

10%~30%的有 125 人，前 30%~50%的有 79 人，前 50%-70%的有 52 人，后 30%的有 43 人。 

3. 第二课堂平台使用现状分析 

目前，高校第二课堂平台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调查发现，高校第二课堂平台被在校学生

广泛了解和使用，主要现状如下。 
1) 校园第二课堂平台为多数同学所了解。就南京工业大学现有的五个典型校园平台(包括学习型社团、

MOOCs 慕课系统、大学生竞赛、moodle 系统和图书馆系统)熟悉程度调查中，接近 2/3 的学生选择知晓，

如表 1。学习型社团是以学科知识学习为主的课外社团，主要包括学科性社团(如数学、英语等学科)、语

言学习、计算机摄影技术的学习等等；慕课系统(MOOCs)是大规模、开放性网络授课的课外网络学习系

统；大学生竞赛则是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比赛项目；moodle 系

统作为学生读书互评系统，与图书馆系统相比，更侧重于读书后的反馈，而图书馆系统则是作为学生课

外获取知识的一种常用工具。 
2) 新兴校园平台比传统校园平台更受欢迎。在传统的校园平台(学习型社团、大学生竞赛、图书馆系

统)与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新兴校园平台的对比中，就选择“比较熟悉”与“极为熟悉”的结果，新兴

的校园平台以 16%~17%的优势超过了传统模式下的校园平台，如表 2。由此可以发现在“互联网+”不

断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的同时，对我们的学习生活也产生极大的影响作用，校园平台也依托

于互联网不断进化，南京工业大学在特色校内平台的推广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3) 第二课堂平台的使用对第一课堂有较强的促进作用。通常认为，第二课堂活动会占用同学们比较

多的时间，尤其是晚自修等自主学习时间，直接分担减少在第一课堂学习的精力。但据统计发现，在被

调查的学生中，成绩排名在专业前 30%的同学有 51.9%认为通过参加第二课堂活动能提高自身的学习能

力。因此第二课堂活动并不会导致第一课堂成绩的下降，反而对学习能力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Table 1. The familiarity of students to the Second Classroom Platform on campus 
表 1. 学生对校园第二课堂平台熟悉程度 

 完全不了解 不太了解 稍微了解 一般了解 比较熟悉 极为熟悉 合计 

学习型社团 20.22% 34.15% 23.22% 15.85% 6.01% 0.55% 100% 

慕课系统 15.03% 20.49% 13.66% 21.04% 20.77% 9.02% 100% 

大学生竞赛 7.92% 17.21% 27.32% 32.79% 12.57% 2.19% 100% 

moodle 系统 18.58% 22.95% 11.48% 13.39% 22.40% 11.20% 100% 

图书馆系统 4.92% 9.29% 13.93% 32.51% 29.78% 9.56% 100% 

 
Table 2. The contrast of familiarity to the Second Classroom Platform between traditional campus and emerging type cam-
pus 
表 2. 传统型与新兴型校园第二课堂平台熟悉程度对比 

 比较熟悉 极为熟悉 合计 占比 平均占比 

传统型校园平台 

学习型社团 22 2 24 6.56% 

20.13% 图书馆系统 109 35 144 39.34% 

大学生竞赛 46 7 53 14.48% 

新兴型校园平台 
moodle 系统 82 41 123 33.61% 

36.48% 
图书馆系统 109 35 144 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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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内第二课堂平台比之校外公共平台仍有差距。问卷中对比校内校外两种平台就操作的简易程度、

版面设计风格、资源信息量、监管力度、资源免费程度、内容的吸引程度、开放范围、体验效果等方面

展开对比。在所调查的项目中，校内第二课堂平台唯一的优势在于资源的免费程度。与校外公共平台相

比，校内第二课堂平台在资源信息量、内容的吸引程度和体验效果方面差距最大。 

4. 主要问题分析 

如今，高校第二课堂平台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关注度不平衡、各个项目发展不平衡以及

导师在第二课堂平台中的指导存在部分缺失等问题。 
1)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关注程度不平衡。从调查中可以发现，随着年级的升高，同学们在第二课堂活

动中花费的时间逐渐减少(如表 3)。究其原因，分析“中途放弃参加校园第二课堂平台活动的理由”这一

题项中发现，同学们认为“时间上和自己的其他事务有冲突”(75.96%)、“活动过于枯燥”(54.37%)、“团

队伙伴积极性不高，合作不愉快”(41.26%)是中途放弃参加校第二课堂活动的主要原因(如图 1)。就“时

间上和自己的其他事务有冲突”这一点而言，学校安排的教学课程，大一多为基础课，大二起随着专业

课的加入，课程压力逐渐加大，需要花在第一课堂的时间也逐渐增多，大三、大四的同学忙着考研、实

习，但是校内第二课堂关于大三、大四同学的需求所能提供的资源极其有限，导致高年级同学放在第二

课堂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从而大一至大四第二课堂平台的使用时间呈下降的趋势。  
 

 
Figure 1. The reasons of students giving up halfway the second classroom platform campus activities 
图 1. 中途放弃参加校园第二课堂平台活动的理由 

 
Table 3. The use time situation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platform 
表 3. 第二课堂平台使用时间情况 

使用时间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合计 

2 小时以下 100 58 74 6 239 

2~5 小时 45 24 21 1 91 

5~8 小时 14 6 2 1 24 

8 小时以上 5 4 1 0 10 

合计 164 92 98 8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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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类型校园第二课堂活动发展不均衡。同学们最熟悉的依旧是图书馆系统。在调查中，对于图

书馆系统的熟悉程度，仅“比较熟悉”与“极为熟悉”的人数就占到了 39.34%，可见，同学们在课下自

主学习的时间还多是奉献在了图书馆。相反，学习型社团的熟悉程度是最低的，只有 6%~7%的同学对该

种学习平台是比较熟悉甚至是极为熟悉的。现在校内的社团多以兴趣爱好为主导的娱乐型社团居多，学

习型社团的知名度在学生中并不是很高。此外，大学生竞赛在同学中的知名度也出乎意料的低，“比较

熟悉”与“极为熟悉”的人数占比只有 14.76%。各类大学生竞赛作为培养学生团队意识与实践能力、批

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人文艺术素养与全球化视野的主要渠道，应有较高的参与度，但事实却不尽人意。 
3) 大学生在使用第二课堂平台时非常希望也能得到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很多人认为，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广泛应用，网络课堂的不断推广，教师在授课这一职能方面可能会受到弱化，通过观看网络视频课

等就可以获得与老师亲自授课一样的效果。但是经过调查我们发现结果并非如此。调查中发现，同学们

认为目前校园第二课堂平台存在的最大不足是“较少能与指导老师交流”，在 364 位同学中就有 224 位

选择了这个选项，超过了总人数的 60%，这个数据结果很出乎意料。很多时候网络课程并不能及时解决

我们产生的疑惑，远程观看也不能让教师根据学生的实时反馈调整授课的节奏和进度，大学生很多时候

都需要和老师进行更多的交流沟通。 

5. 大学校园第二课堂平台建设与发展的改进对策 

针对上述调查中发现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对策。 
1) 基于不同年级学生需求丰富第二课堂平台的功能和内容。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在每一

个时期都有一种需要占主导地位，而其他需要占从属地位。由此，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要针对不同年级

学生的需求。 
低年级学生更倾向于“提自身能力”和“结识志趣相投的朋友”，提及率分别为 77.82%和 39.69%

而他们退出部分第二课堂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活动过于枯燥”。大学生竞赛作为最能有效培养学生

的创业创新意识、团队合作能力的第二课堂活动，应成为低年级学生主要的选择对象。在各类大学生竞

赛中，“挑战杯”系列是当前最热门的竞赛之一，“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由团中央、教育部、全国科协、全国学联联合主办的大学生课外科技

活动中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竞赛活动，被誉为大学生头脑“奥林匹克”[2]。结合主要问题分

析中的第二点，学校应该大力推广以“挑战杯”系列为主的各类大学生竞赛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提供

活动资金支持，设置有吸引力的奖励，鼓励教师参与引导。 
对于高年级同学，高年级同学的需求主要在考研和就业指导。目前，学校在这方面的建设仍有缺失。

针对考研的学生，学校应定期开展考研经验交流会，在慕课系统中增加考研公共课程，帮助同学们更好

地复习。针对有意向就业的学生，学校应积极与用人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为同学提供更多地实习机会，

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专业胜任力，淡化校园与社会的隔阂。满足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可以更好地激

励同学积极使用第二课堂平台。 
2) 加强教师在第二课堂活动中的引导作用。专业教师参与指导学生活动的程度直接影响第二课堂活

动的层次和水平[3]。虽然第二课堂更多地要求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学习，但不能因此忽视甚至脱离教师

的指导作用。在社团活动中，专业教师的思想引导可以避免由人员流失严重带来的理念脱节和社团规模

萎缩。各类大学生竞赛由于其过程的艰难性，导致学生从书本上学习到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

指导教师带领同学选择课题、到互联网和图书馆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设计调查问卷、走访调研、收集

整理资料、构思项目框架、撰写作品、准备 PPT 参加答辩等[2]。此外，在慕课系统等视频教学的平台中，

为了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效果，要加强教师在第二课堂活动中的引导作用，与学生进行更多地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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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增加线上线下留言、互动答疑、见面交流会。让教师在第二课堂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可以使第一

课堂与第二课堂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3) 借助第二课堂平台引入企业的大力支持。高校的教育体系与现实社会脱节，专业设置不够灵活，

创新意识不够，对实践性也不够重视，导致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不强，给就业增加了困难。

[4]将企业引入第二课堂可以通过模仿上个世纪的夜校模式和海尔大学模式，把企业的相关培训课程引入

慕课系统，使学生于在校期间就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产业和自己以后的专业方向有一定的了解，促使学

生在毕业后能够实现从校园到社会的无缝对接。同时，企业也可以利用慕课系统在高校里建立属于自己

的人才库，从选修相关课程的同学中择优予以实习机会。高校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梦工场”，企业可

在校内设立创新基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园，鼓励学生创业创新，也为企业的技术发展提供原动力。通过

将引入第二课堂，可以实现人才中长期培养，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储备。 
4) 提高学校管理方对校园第二课堂平台的重视程度。在学校大力推广第二课堂活动的同时，应及时

地了解学生的反馈情况，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针对学生和老师提出的问题和需求及时进行改进，如图

书馆购书书单的建议、慕课系统资源的引进、相关网络平台的设计等。对于目前来说发展较为薄弱的学

习型社团、大学生竞赛提供更多地资金和政策支持，加大宣传力度，健全奖励机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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