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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项目管理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应用于教育实践活动的载体中，用以促进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实效化，突

破传统的学生活动管理理念及模式，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创新意识。第二课堂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致力通过学生团

队自主立项的方式开展学生活动，可通过“五维一体”模式构建：即以“学生素质能力提升”为目标主体，通过“项目主题、

项目内容、项目组织形式、项目宣传管理、项目保障”这五个项目维度的运行，来提升学生“基础性能力、专业性能力、发

展性能力”三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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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

调：“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要

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

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由此可见高校第二课堂学生活动

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高校第二课堂学生活动存在着教育活动覆盖面窄、

教学模式单一、学生主体地位弱化及积极性不高、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育脱节、活动同质化程度高等问题。因此，引入现

代项目化管理的模式具有重要的探索和研究意义。

第二课堂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致力于打造一个学

生活动平台，通过学生团队自主立项的方式来开展学生活动，

教师进行项目指导，给予每个学生团队项目经费，让学生自

主开展创新型的实践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能加强第二课堂

学生活动管理的科学化和实效化，突破传统的学生活动管理

理念及模式, “项目化管理推动和完善制度建设，促进管理

由人治转为制度治”。[1]在健全合理的机制下，项目化管理模

式能促进学生活动更为有效地开展，更好达到提升学生素质

能力的预期目标。

一、第二课堂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构建

（1）确定“基础性能力、专业性能力、发展性能力”

三大能力板块的项目实施主题。抓住学生需求，找准核心优

势，突出特色，对学生素质能力予以归类，促进学生在“基

础性能力、专业性能力、发展性能力”三大素质能力主题培

养板块的提升，明确项目实施目标。（图 1）

（2）构建“五维一体”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一

体”指“学生素质能力提升”；“五维”指项目主题、项目内

容、项目组织形式、项目宣传管理、项目保障等五个项目化

运行维度。借鉴主体教育理论、管理学项目管理的管理模式，

遵循“学生自主组织管理、教师全程专业指导”的教学原则，

构建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定期启动申报工作，由学生

自主建立项目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设计活动方案，通

过项目申报、项目答辩、学生活动组织开展、活动效果反馈

评估等环节来完成，从而达到推动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目的。

（图 2）

（3）拓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新思路。

以“创新、实践、源自学生”为理念，项目化模式让学生设

计自己的项目，实现立意创新，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

活动，实现形式创新，从而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思考、自主管

理的能力，让每个项目成为学生创新的载体、新思路的结晶。

“创新”即策划组织有新意的学生活动，培养学生创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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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实践”即以落地的学生活动为学生素质能力提升的

实践载体；“源自学生”即学生活动学生策划与立项，学生

成为活动主体。同时建立项目专家库，遴选专业教师、行政

人员、专职辅导员等担任指导老师，展开对学生团队的能力

培训，做好项目创新过程中的全程指导，采取以学生为主、

师生双向的协同创新方法。

（4）探索学生活动项目化网络管理新途径。整合新媒

体资源，遵循教育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和互联网发展规律，

建立网络宣传渠道，利用微信、微博、易班等新媒体平台进

行项目开展、动态宣传、过程监督、效果反馈，增强学生活

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让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更加生动丰富。

将项目在网络上的活动内容质量、留言数、转发量以及活跃

度纳入项目结题考核指标，强化线上传播力度，积极构筑网

上网下“同心圆”，增强学生黏度。开发网上项目申报系统，

实现项目申报“无纸化”，开通项目组资料库，实现网上宣

传、申报、实施、监管、评估、反馈，构建开放式的学生活

动资源平台，探索新型学生活动网络管理模式，有效提升管

理效率。

（5）建立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新机制。梳理和完善内

部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效果评价等保障体系，出台项目相

关管理办法文件，让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宣讲动员、组建团队、

确定选题、提交申报材料、专家评审、项目答辩、方案修改、

立项签约、项目培训等流程均有章可循。优化组织结构和人

才队伍，提高专业能力，将项目管理办公室分为组织组、督

导组、财务组、宣传组四大部门，明确分工，学生团队实行

每年换届选举，通过实行约谈、讲座、沙龙、素质拓展等形

式，强化项目队伍建设，确保项目实施质量。为项目办公室

提供专用办公场地和设备，由学生自主管理。

二、第二课堂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拟解决的问

题

（1）解决学生活动机制建设不完善，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育脱节的问题。项目化管理模式强化教育的实践环节，形

成体系化、有推广价值的组织模式。打造“五维一体”模式

的多级传播与信息辐射，形象、定位、管理三统一，平台、

人气、资源三共享，拓展教育空间，构建开放共享的参与式

教学氛围。

（2）解决活动中学生主体地位弱化的问题。项目化管

理模式将校园文化活动的主办权交给学生，增加了教育的认

同度、有效度和学生欢迎度。以学生为主导，多样化的创新

方法使得每个项目形式新颖，充满乐趣与挑战。

（3）解决第二课堂学生活动覆盖面窄、模式单一的问

题。学生素质能力提升项目与时俱进，开发项目申报系统。

积极运用各种网络平台，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采用多

种新媒体开展教学，增加教育活动的及时性、互动性、多样

性。

三、第二课堂学生活动项目化运行模式的优势

（1）教学模式创新：“五维一体”学生活动项目化。

第一，形成学生为主体的“五维一体”项目化模式。第

二，形成一套完善的申报、监管、结项、反馈的项目化流程。

“项目管理，就是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通过一个

临时性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

指导和控制，以实现项目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和项目目标的综

合协调与优化。”[2]第三，形成项目品牌效应，建立活动项目

品牌识别系统。

（2）教学内容创新：形成三大素质能力主题培养板块。

第一，形成“基础性能力、专业性能力、发展性能力”

学生三大素质能力主题培养板块。第二，以学生需求为导向，

项目形式灵活多样，每个项目内容皆是学生创意的结晶。第

三，建立指导教师库,指导教师与学生项目团队双向选择、协

同创新。

“在吸收借鉴有关项目管理学的理念和方法的同时，高

校大型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应该设计一套更加适合活动目

标与特点的项目管理工作法。”[3]在深入调查大学生第二课堂

教育教学现状，调研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现状，以及

多年开展学生第二课堂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学生成长

需求为出发点，以提升学生素质能力为目标，实现理论教育

与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第二课堂学生

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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