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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研究
发展与启示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陈 兰 a， 杨星莹 a， 高梦凌 b

（重庆大学 a.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b.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第二课堂是高等院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载体和有效途径，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

意义。基于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搜索了 2015 年 1 月到 2022 年 4 月的第二课堂相关研究文

献，运用了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技术解析“第二课堂成绩单”研究的集中领域、热点话题和未来发展趋

势。研究认为“第二课堂成绩单”关注度和研究深度在不断增加，该领域的学术价值也逐步提升，当前研

究内容主要围绕“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实施现状、功能价值、技术平台融合应用等方面展开。同时，“三全

育人”成为“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核心议题与热点。未来可从“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标准化与科学化、数字

化管理与应用、与学生发展路径的关联、与就业市场的对接等方面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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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是指在学校课程之外，由学生自主选择参加的各种具有素质教育内涵的思想教育、志

愿服务、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文体活动等实践学习活动［1］。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发掘和培养

兴趣爱好，而且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在当今高等教育中，作为第一课堂（即课

堂教学）的补充和延续，第二课堂已经成为了许多高校的重要教育形式和教学手段。第二课堂具有

多元性、自主性、综合性、可持续性等特点。具体体现为第二课堂涉及的活动和项目形式多样，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和能力自主选择参加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活动；第二课堂活动不仅可

以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技能，而且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包括领导力、组织

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第二课堂活动持续周期较长，学生有充分的成长时间。然而，在推动建

设第二课堂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缺乏有效衡量学生综合素质的载体和“活动看得见、成效量化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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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因此，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第二课堂活动实现“测量—记录—呈现—评价”的运行闭

环，2014年 4月，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选择部分高校和地区进行“第二课堂成绩单”试点工作。2016年

11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印发《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普遍推行高校共青团“第

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推动工作的规范化、课程化、制度化。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于 2018年 6月再次

联合印发《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极大地推动

了“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发展，也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促进高校共青团发挥全面育人堡垒作用的重要

改革举措［3］。

总体而言，“第二课堂成绩单”是一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和提升综合素质的评价方式，也有利

于高校的招生录取和学生的就业。在此背景下，众多学者针对“第二课堂成绩单”进行了深入广泛

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借助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对“第二课堂成

绩单”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此探究该领域的研究发展情况、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为

相关学者了解“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研究现状和推动现有研究发展提供参考与支持。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科学知识图谱的概念最初出现在美国，主要是以知识域为分析对象，显示某一领域的科学知识

发展过程结构性关系的一种图像。随着信息可视化技术的发展，众多学者通过挖掘文献数据信息、

绘制科学知识图谱来实现某一研究领域知识的可视化，探索领域发展及其研究热点、前沿和趋势［4］。

当前，常用的知识图谱绘制软件有ArnetMiner、PaperLens、TDA、VOSviewer，以及Citespace等。与其

他软件相比，CiteSpace具有关键词聚类分析、网络关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等功能。同时，该软件

能适用于CNKI、Web of Science、CSSCI等多种主流数据库，分析效果和可视化呈现效果相较于其他

软件更好，图形美化编辑功能更丰富，受到众多研究人员青睐。

本研究采用官方最新版本CiteSpace 6.1.R2用于绘制研究所需的作者合作关系图谱、关键词共

现图谱等，并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的相关文献为可视化分析研究的数据来源。本研

究于 2022年 5月 26日开始数据收集，同时鉴于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相关研究集中出现在 2016年

之后，研究将发表时间限定为 2015年 1月 1日到 2022年 4月 30日，将关键词设置为“第二课堂成绩

单”进行主题检索，共得到相关文献 592篇，剔除会议论文、第二课堂大领域中与本研究主题关联性

较低的文献，最终选取356篇文献作为分析样本。

二、结果分析

（一） 研究现状

1. 发文量

文献发表量是衡量某一领域研究热度和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将筛选出的文献进行统计，绘

制出的期刊文献发表量趋势图，如图 1所示。从文献发表数量趋势看，2016年，共 9位学者发表“第

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试点相关研究成果。2018年，关于“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相关文献数量达到顶

峰，共 92篇。随后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通过分析文章来源期刊级别

发现，虽然近两年发文数量在逐渐下降，但是发表在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加。说

明优秀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和研究深度在不断增加，该领域的学术价值在逐步提升。

2. 核心研究机构及作者

机构或作者发文量能够呈现重点研究主体，共现关系能够反映研究主体之间的合作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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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中，以作者（Author）为节点类型（Node Types）进行可视化分析，时间跨度设置为 2015年 4
月到 2022年 4月，时间切片为 1year，TOPN=50。得到节点数为 177，连线数为 67，密度为 0.004 3的

作者共现网络图谱，如图2所示。图中作者名字的字号越大，表明该作者发文量越多。在“第二课堂

成绩单”的研究中，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的张进宝发文数量最多，2019年和 2020年共发表 7篇文

章。此外，周国桥、丁彦、付书朋、秦涛、朱国军等学者也做出较大的学术贡献。节点之间的连线代

表作者之间的联系，可以由此判断作者之间的合作紧密程度，图中单独节点较多，且高产作者之间

合作较少，表明该领域的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亟待加强。

在CiteSpace中，将节点类型更改为机构（Institution），其他参数设置和前文一致。经软件分析，

对可视化效果进行调整后的机构共现网络图谱，如图 3所示，该图谱的节点数为 38，连线数为 167，
密度为 0.002 7。可以发现，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桂林理工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徐州医

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发文量较多，说明这五所高校在“第二课堂成绩单”领域的学术科研力量较

强。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几乎没有合作，仅有的合作也体现在同一高校的不同学院，如东北大学不

同学院之间的合作。

图1　“第二课堂成绩单”研究发文数量趋势图

图2　作者共现网络图谱

图3　机构共现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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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热点与主题分析

1. 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反映了一篇文献研究的核心内容，对某一领域的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能够挖掘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并预测研究趋势。本研究利用关键词聚类分析的方法对“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热

点研究内容展开分析。在CiteSpace中，将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key words），得到共词网络节点数

为176，连线数为237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4所示。

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选择LLR（Log-likelihood rate）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

生成42个聚类，前9个主要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如图5所示。在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中，一般认为

若 Q值大于 0.3、S值大于 0.5，则该聚类结果结构良好合理。前 9个主要关键词聚类的 Q值为 0.623 
2，S值为0.912 5，说明聚类效果非常好，能够满足研究要求。

CiteSpace使用符号“#”自动对聚类进行编号，形成聚类标签，#后面数字越小，则聚类规模越大。

聚类标签是软件对关键词识别分析后形成的具有实义的名词短语，但往往过于具体化。因此，需要

结合聚类标签中包含的二级标签词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聚

类的标签词，如表1所示。“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主题。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5　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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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实施现状。

由聚类#0、#1、#2、#3、#4、#5构成，标签词包括“制度建设”“实施现状”“高校”“高职院校”“实践

路径”等。自 2018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印发《意见》以来，“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现已成为高校共

青团推动全方位育人的重要堡垒。国内众多高校根据《意见》的相关要求，因校制宜地实施“第二课

堂成绩单”，明确将“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确保“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

实施有制度可循、有方法可依、有细则对照［5］。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对高等院校的“第二课堂成绩

单”的实施模式、实施效果、既存问题，以及改进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王鹂［6］等分析了北京

科技大学作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首批试点高校，在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强展示和体验创

新、一二课堂协同创新等方面的经验，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借鉴。谷乐意［7］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行

的“第二课堂成绩单‘4+2’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学校共青团的统筹规划作用、老

师的桥梁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对构建第二课堂育人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郭旭明［8］以黎明职业大

学为例，立足“双高计划”建设背景，提出在高校构建“1+X”的“第二课堂成绩单”运行机制，重点组织

能够展现“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品牌性活动，探索高职院校的“第二课堂成绩单”特色道路，全面推动

学生素质发展。

（2）“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功能价值研究。

由聚类#1、#7、#8构成，标签词包括“价值”“创新创业”“创新能力”“素质能力”等。当前，思政教

育、创新创业教育是高校育人工作中的重点内容，也成为了“第二课堂成绩单”功能价值的主要研究

方向［9］。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表明“第二课堂成绩单”能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有效的平台

保障和制度保障［10］。此外，玉林师范学院的“三早三化”培养模式［11］、浙江师范大学的“三位一体”联

动培养［12］等都是探索“第二课堂成绩单”和创新创业教育有效融合的典型范例。“第二课堂成绩单”

制度的深入实施给高校思政育人工作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从导向维度、

方式维度、内容维度、过程维度等为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提供了新思路［13］。杨乾坤［14］等人通过对

合肥工业大学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二课堂成绩单”对思政教育质量有着重要的正向影响。但“第二

课堂成绩单”和思政教育的融合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崔文豪［15］指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与思

政课之间的耦合育人成效度略显不足，需要探索更为有效的融合路径。对此，孙台维［16］分析了二者

耦合育人的依据，并提出了相应的路径设计方案。

（3）“第二课堂成绩单”和技术平台的融合应用。

由聚类#2、#3、#4、#6构成，标签词包括“PU平台”“大数据”“区块链”“载体”等。第二课堂活动

表1　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

聚类号

#0
#1
#2
#3
#4
#5
#6
#7
#8

聚类大小

25
22
19
15
13
12
11
9
9

标签词（选取前5个）

第二课堂；共青团；高职；工匠精神；学分制

共青团；价值；内涵；功能；辅导员

高职院校；职业素养；pu平台；第二课堂；学生就业

高校；思政课；大数据；实践教学；原则

成绩单；三全育人；大思政；制度建设；区块链

人才培养；实施现状；素质教育；实践路径；成绩单制度

协同育人；实践育人；三早三化；专业课；载体

培养；创新创业；创新创业人才；创新人才；制度

大学生；创新能力；制度探索；素质能力；地方应用型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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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开展、全过程的监管评价均需依托信息技术平台，建设高效的信息平台对建设“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武汉大学自主搭建“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将该系统和学校其他

基本信息系统联通。同时，探索接入“志愿汇”等高校外部系统，实现了信息系统的内联外联、互联

互通，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和评价成效［17］。清华大学将大数据技术融入“第二课堂成绩单”评价系

统，相较于传统的指标评价方式，该系统可以全面追踪和记录每一位在校生的各项工作成绩和进步

情况，以动态形式呈现学生的发展轨迹，并针对性匹配相应的发展教育资源，使得高校个性化素质

教育成为可能［18］。但是，根据国内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整体调查情况可知大部分高校尚未研

发自主服务平台，其“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推行主要依托“PU 平台”和“到梦空间”等第三方服务平

台。其中，“PU平台”因为能够高效实现文本记录、数据加工和云记录，所以被众多高校应用［19］，南

京审计大学［20］、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21］的实践均表明了其良好的运行效果。

2. 关键词突现与趋势

CiteSpace将一个时间段内被引频次突然增多的关键词称为突现词，突现词可以反映某个阶段

的研究趋势［4］。“第二课堂成绩单”在2017—2022年间的关键词突现情况，如图6所示，其突现的关键

词为“三全育人”。“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是推动“三全育人”改革的重要方法。因此，“三全育人”视

域下的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吴卉君［22］认为，“第二课堂成绩单”

能够充分体现出“三全育人”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管理精细化落实全员育人、数据联动化推动全

过程育人、课程体系化促进全方位育人。浙江工业大学［23］、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4］等高校的

实践表明，通过建立健全“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组织机制、保障机制、运行机制，可以推动高校共青团

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助力高校实现“三全育人”。

三、结语

当前，高校正处于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时期，“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

自 2016年推行以来，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线，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逐渐成为高校培养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利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CiteSpace对中国知网

（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关于“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总体而言，关于高校

“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研究具有一定成效，学者们对“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实施模式、实施效果、既存

问题、改进方式，以及新兴技术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众多高校通过实践探索不断拓

展和丰富了“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功能和价值。推动“第二课堂成绩单”的建设，能提升高校“三全育

人”教育的效果，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促进高校人才培养差异化建设。但是，“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研

究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进一步探讨。

（1）“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标准化与科学化。目前各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的评价标准和评分

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结合新时代背景下高校素质教育的特点和需求，探索统一的标准和科学的

评价体系，使其更加客观、有效、公正。

图6　关键词突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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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数字化管理与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可以利用数字化

手段建立“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管理平台，实现成绩单的电子化、网络化、便捷化。同时，还可以通过

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成绩单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和规律，使平台从现

有的数据收集和简单评价向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终身化服务转变。

（3）“第二课堂成绩单”与学生发展路径的关联研究。“第二课堂成绩单”作为学生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可以探索其与学生发展路径的关联性，深入研究哪些类型的活动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培养学生的特长更加具有价值，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的发展规划和指导。

（4）“第二课堂成绩单”与就业市场的对接研究。“第二课堂成绩单”在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将“第二课堂成绩单”与就业市场对接，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能

够更好地展示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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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spiration of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based on CiteSpace

CHEN Lana， YANG Xingyinga， GAO Menglingb

(a.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Real Estate；b.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 classroom is the key carrier and effective way of implementing quali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CNKI database, literature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from January 2015 to April 2022 is 
searched, and the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technology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centrated areas, hot topics, 
core topic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research. The study argues that 
both the attention and depth of research on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are increasing, and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field is gradually improv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functional value, and technological platform integration application of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Furthermore, three comprehensive eduation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and hot topic in the research of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In the future, research can be further conducted o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digital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correlation research with students’ development paths, and 
connection with the employment market of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Key words: second classroom transcript; CiteSpace;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three comprehensive 
eduation; vis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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