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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21世纪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如何培养富有创新精神

的新型人才是新形势下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高校第二课堂作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素质

拓展的重要载体，在培养创新意识、激发潜能、人格塑造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高校教育正由过

去只重视第一课堂变成第一、二课堂教育两者兼顾。第二课堂教育以其灵活、广泛、新颖的特质和第

一课堂无法替代的育人作用，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经过多年的不

断探索和发展，高校第二课堂教育已经不仅仅是第一课堂教学的简单补充和延伸，正逐步发展成高校

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教学环节。第二课堂在高校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被视为培养大学生素质拓展的

主要阵地，拓展和深化第二课堂成为构建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大学生素质拓展教学运行机

制的客观要求，成为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舞台。

体育第二课堂的提出，源于教育早期的体育课外活动，是教育思想的一次变革。后逐渐演化为

体育方面的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竞赛、课外体育训练等三大系统。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改变学

生分数较高而动手能力不强的呼声越来越高；强调学生走出教室独自探索的意志越来越深入人心。而

学生在课下所进行的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竞赛、课外体育训练等第二课堂活动，与第一课堂相比

具有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受学生喜爱的特点。因此，深受学生喜爱，学生参与体育第二课堂意识较强。

学校中开展第二课堂有“第二”即有“第一”。第一课堂从传统意义上讲是指学校按照教学计划、教学

大纲所进行的班级教学活动。第几课堂，则是相对于第一课堂而言的，是指学校在教学计划之外组织

和引导学生开展的各种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学生可以在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课程之外的各类活动

中，开阔视野、锻炼能力、愉悦身心、积累课堂讲授以外的丰富知识与经验。体育第二课堂是学生素质

教育的重要载体，是教书育人的重要渠道，是丰富实践经验的主要阵地。开辟体育第二课堂是实现高

校培养目标的客观需要，也是对培养人才实践经验的总结，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形式。

本书以发挥第二课堂在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目标，从内蒙古自治区各高校在校

大学生目前的体育第二课堂开展现状入手，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其第二课堂组织开展中的优势和存

在的问题，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科学完善的体育第二课堂管理机制，使内蒙古自治区在校大学生能够更

好地通过第一课堂的教学与第二课堂的活动、训练与竞赛等手段来增强自身体质，完善自身素质。

本书的编写情况为：王彦飞（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总计约16万字）、迟凤红（第一章、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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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总计约5万字）、李伟轩（第二章、第七章，总计约5万字）。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面积较大，且调查匆忙，在调查与撰写的过程中一定会存在一些误差，我们将

会在今后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给予纠正。

在此还要感谢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孟和教授、霍谨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支二林教授，以及赤峰

学院的郭龙教授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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