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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发本〔2017〕61 号 

 

 

浙江大学印发《浙江大学本科生第二、三、四
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系），行政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经学校研究，现将《浙江大学本科生第二、三、四课堂学分

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 

2017 年 4 月 7 日 

 

   

 

 

 



 — 2 —

浙江大学本科生第二、三、四课堂学分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

越”的教育理念，积极探索研究型大学实践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新形式和新途径，推进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第四课

堂（以下分别简称一课堂、二课堂、三课堂、四课堂）衔接融汇，

促进学生个性化、研究化、社会化、国际化学习和发展，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二课堂、三课堂、四课堂是在一课堂

课程教学以外，以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科学精神、专

业素养、国际视野为目的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是大学生

学习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实践创

新平台，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新观念、增强自主发展动力的有效载

体。其中，二课堂是指学生在校内参加的各类实践活动，包括学

科竞赛、创新创业训练、素质训练、科学研究、创新实验、学生

社团活动、学生工作经历、文体活动等；三课堂是指学生在校外、

境内参加的各类社会实践、就业创业实践实训等活动，以及校内

外志愿服务活动；四课堂是指学生在境外参加的各类学习实践活

动，包括联合培养、交换生项目、实习实践、创新创业交流、学

术交流、文化交流等。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设置二课堂 4 学分；

三课堂和四课堂各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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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校团委负责二、三课堂归口管理，本科生院教务处

负责四课堂归口管理。各学院（系）、学园负责本单位二、三、

四课堂的组织实施及学分计分管理工作。 

浙江大学素质拓展认证中心网站（以下简称素拓网）是二、

三课堂的管理平台，本科生信息服务平台是四课堂的管理平台。

各相关单位、学生组织及个人依照规定在管理平台上开展申报、

审核工作。 

第二章  学分认定及考核 

第四条  学生参加二、三课堂活动的计分单位是活动记ԣ学学ఱ砀ఀ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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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堂学分为经历学分。凡参加境外交流活动并通过审核的

学生，不论参加交流的项目时间、项目类型、交流次数，均只记

录一次，获得 2 学分，成绩记录为“合格”。 

第六条  已获得三课堂 2 学分并核定成绩者，其多余记点中

的 2 记点，可申请替换四课堂 2 学分，四课堂成绩记录为“合格”；

四课堂项目内容可申请替换为一课堂课程学分或二课堂学分，具

体办法另行制定；四课堂学分不能替换三课堂学分。 

第三章  申报与审核 

第七条  二、三课堂记点的认证实行班级、学院（系）或学

园和学校三级审核制度；学生通过素拓网进行申报，各单位逐级

审核。四课堂学分管理实行学院（系）或学园和学校二级审核制

度。 

第八条  二、三课堂活动项目分为已认定项目与新增项目。 

已认定项目指已经认证并显示在素拓网上的固定项目，无需

组织单位重新立项。记点的申报、审核流程为：学生在素拓网上

申报，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至班级认证小组；班级认证小组初审

后上交至各学院（系）或学园认证中心；各学院（系）或学园认

证中心审核评定后，由校团委素质拓展认证中心（以下简称校素

拓中心）审核。 

新增项目是经申报并审核通过的当年启动或单次开展的项

目。项目申报、审核流程为：组织单位在活动前通过素拓网填报

立项申请表，经指导单位审批后提交至校素拓中心审核；组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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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活动完成后统一在素拓网申请记点，相关证明材料由组织单

位经指导单位审核后交至校素拓中心审核。 

第九条  四课堂的活动项目分校级项目、院级项目和学生自

主联系项目。学生应在开展境外交流活动之前，在本科生信息服

务平台上提交申请，学院（系）或学园和学校审核通过；学生完

成境外交流活动后，在系统中提交有关完成境外交流活动的证明

材料，经学院（系）或学园和学校审核通过后，由系统生成第四

课堂学分。 

第四章  检查与监督 

第十条  校团委负责对二、三课堂记点的申报、审核工作进

行检查与监督；本科生院教务处负责对四课堂学分的申报、审核

工作进行检查与监督。凡涉嫌有不诚信行为的，经查实将做相应

处理，包括取消项目所得计点（学分）、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和

教育等。情节严重的，将依校纪校规处理。 

学生对二、三、四课堂活动及计点（学分）有异议的，可向

管理各课堂学分的责任单位提出。本科生院教学研究处负责受理

学生对二、三、四课堂活动及计点（学分）的投诉。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6 级本科生起执行。学校原有相关

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本科生院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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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浙江大学第二课堂活动记点计分方法 

2．浙江大学第三课堂活动记点计分方法 

3．浙江大学第四课堂活动学分认定办法 

 

 

 

 

 

 

 

 

 

 

 

 

 

 

 

 

  抄送：纪委，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党委各部门，各党工委， 

工会、团委。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4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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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大学第二课堂活动记点计分方法 
 

第二课堂活动是指学生的校内实践活动，包括学科竞赛、创

新创业训练、素质训练、科学研究、创新实验、学生社团活动、

学生工作经历、文体活动等。 

一、学科竞赛 

1．学科竞赛是指由校内外各级组织主办和承办的各类基础

或专业课程、实验或实践等以提高学生学科知识和创新能力为目

的的竞赛活动。竞赛项目认定根据《浙江大学本科生参加学科竞

赛的若干规定》执行，竞赛级别包括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

省（部）级、校级竞赛项目和学院（系）级竞赛。 

2．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第二课堂记点数以学生获奖证书、

奖状或文件为准。同一学年同一学生，参加多项学科竞赛获奖可

以累加；参加不同级别的同一学科竞赛项目只计最高级别奖项，

不重复累加。 

3．学科竞赛第二课堂记点对照表： 

 

级别 奖项 记点数 

国际、洲际、国家级

特等奖 5 

一等奖 4 

二、三等奖、单项 3 

鼓励奖或优胜奖 2 

参赛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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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校级 

特等奖 4 

一等奖 3 

二、三等奖、单项 2 

鼓励奖或优胜奖 1.5 

参赛奖 1 

学院（系）级 

(含其他学会、协会、

行业等竞赛） 

特等奖 2 

等级奖（一、二、

三等）、单项奖 
1 

参赛奖 0.5 

注：以名次计奖的学科竞赛项目，获得第 1—3 名等同于一等奖；第

4—6 名等同于二等奖；第 7—12 名等同于三等奖。 

二、创新创业训练及素质训练 

1．浙江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分为国家、省（部）、科

研院所、企业等项目和学校、学院（系）或学园二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项目。 

2．浙江大学本科生素质训练项目指学校以及各学院（系）、

学园按照“知识、能力、素质、人格”的培养要求设置的基于提

升综合素质能力的各类训练项目，包括素质训练立项项目和素质

训练培训项目。 

3．本科生完成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可获第二课堂活动相应

记点数。同一学年，同一学生参加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项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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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加记点数，参加不同级别的同一类型创新创业项目只计最高记

点数，不重复累加。 

4．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素质训练立项项目的第二课堂记点

对照表： 

内容 记点对象 记点数 要求 

立项 仅限项目负责人 1 人 0.5 申报项目获批立项

项目研究 

项目负责人及其他参

加者（参加者不得超过

3 人，SQTP 项目参加

人数按其管理办法执

行） 

2 

必须实际参与项目

研究全过程中的各

分工环节 

结题答辩 

项目负责人及其他参

加者（参加者不得超过

3 人，SQTP 项目参加

人数按其管理办法执

行） 

0.5 通过结题答辩 

5. 本科生参加具备一定课程规模的素质训练培训项目并结

业的，可获得第二课堂活动相应记点数。参加素质训练项目课程

5 次及以上、8 次以下为 0.5 记点，8 次及以上为 1 记点。同一学

年同一学生，参加多项能力素质训练项目并结业的可以累加记点

数；参加同一项素质训练项目的只计最高记点数，不重复累加。 

三、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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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研究内容包括：在国际、国内正式刊物或有内部准

印证、学术会议论文集等非正式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 SRTP

论文、学年论文、科技论文），各种专利、产品、软件、课件等。 

2．学术论文发表以录用通知书或正式发表为准；专利获准

以收到交证书费的收录通知书或正式的专利证书为准；产品、软

件、课件等技术成果转让，以双方签订的技术成果转让合同书和

进入学校的转让经费为准；产品、软件、课件等技术开发推广，

以学校或个人收到的分成部分经费为准；产品、软件、课件的技

术成果鉴定，以校级及以上组织的专家鉴定会形成的科技成果鉴

定文件为准。 

3．本科生发表论文，专利获准，产品、软件、课件等技术

成果开发、转让第二课堂记点对照表： 

 项目 获奖名称和等级 记点数 

论 

文 

国际和国内一级学术 

刊物 
第一作者 5 

浙江大学学报 第一作者 4 

二级学术刊物 第一作者 3 

其它正式学术刊物 第一作者 2 

学术会议论文集及 

内部刊物 
第一作者 1 

第二及以下作者以第一作者相应得分一半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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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发明专利 

排名第一的

专利发明人

或设计人 

5 

实用新型专利 

排名第一的

专利发明人

或设计人 

4 

专利转让 

排名第一的

专利发明人

或设计人 

3 

排名第二及以下的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以 

排名第一人相应得分一半计分 

产品、

软件、

课件等 

技术转让 
排名第一的

技术转让人
5 

开发推广 
排名第一的

开发推广人
4 

一般性研制 
排名第一的

研制人 
3 

排名第二及以下人员以排名第一者相应得分一半计分 

4．本科生参加学校、学院（系）、学园组织的学术报告会、

读书沙龙、专题研讨会、研究生课题讨论会、创业培训等总次数

达 5 次及以上者，计第二课堂 0.5 记点，同一学年只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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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科生参加学院（系）组织的优秀论文（设计）报告会

或者学园组织的优秀学业（职业）生涯规划书评比活动，对于递

交论文被录用者或者所递交的学业（职业）生涯规划书被评为优

胜作品者计第二课堂 0.5 记点，被指定为大会发言和论文报告者

或者作品入选学园的优秀作品库者计 1 记点。 

四、创新实验 

1．创新实验包括各类学科实验技术讲座、自主创新实验项

目设计与操作、各类学科实验竞赛活动等。 

2．各类学科实验竞赛获奖第二课堂记点参照本科生参加学

科竞赛相应级别标准执行。 

3．自主创新实验项目，学生必须参加 3 次实验创新讲座和

完成 2 次实验技能操作，并制作相应的实验作品后，方可计第二

课堂 1.5—3 记点。具体计点对照表如下： 

完成内容 记点数 认定单位 

实验作品优秀并具有创新性 2.5 相关实验室 

实验作品优秀 2 相关实验室 

实验作品良好 1.5 相关实验室 

基本完成实验作品 1 相关实验室 

参加自主创新实验系列讲座 3 次 0.5 
学院（系）主

管部门 

五、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工作经历 

学生社团是指学生为实现共同兴趣爱好，依照学校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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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社团章程，经学院（系）或学园、学校两级团委审批、注册

的学生团队。学生组织是指各级学生会、经学校各部门和学院

（系）或学园审批成立的学生团体，涵盖校院两级学生会、分团

委、班团组织、学长组、学校各部门下属学生团队等。 

1．学生加入一个及以上学生社团或学生组织或学长组，并

积极参加活动，满一学年后，经指导单位认定合格者，可获得

1.5 记点。 

2．学生社团获得校级、省级、国家级荣誉时，其当届（以

奖项申报时间为准）社团主要负责人可分获 1 记点、2 记点、3

记点。同一学年内对同一学生只计最高记点一次，不重复累加。 

3．评为校级、省级、国家级的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

优秀团员或优秀社团干部，可分获 1 记点、2 记点、3 记点。同

一学年内对同一学生只计最高记点一次，不重复累加。 

4．参加学长组项目工作时间满一年，经相关部门组织考核

为合格者，可获得第二课堂 1 记点；考核为优秀者，可获得第二

课堂 2 记点。 

六、文体活动 

1．文体活动包括文化艺术类别和体育类别两大类活动。 

2．文体竞赛第二课堂活动记点以获奖证书或文件为准。文

体竞赛活动分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按照活动等级和获得奖项均

可获得第二课堂记点。 

3．文体竞赛第二课堂记点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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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记点数 

国际级、亚

洲级、国家

级 

特等奖 5 

一、二等奖或第 1-18 名 4 

优胜奖或鼓励奖 3 

参赛奖 2 

A 类竞赛与

展演 

一等奖或第 1—3 名 3 

二等奖或第 4—6 名 2 

三等奖或第 7—12 名 1.5 

优胜奖或鼓励奖 1 

参赛奖 0.5 

B 类竞赛与

展演 

一等奖（设置比例不超过参

赛人数的 5%）或第 1—3 名
2 

二等奖（设置比例不超过参

赛人数的 15%）或第 4—6

名 

1.5 

三等奖（设置比例不超过参

赛人数的 20%）或第 7—12

名 

1 

参赛奖 0.5 

七、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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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在入学注册报到前修读浙江大学新生养成教育

MOOC 课程，并完成课程各章节测试，成绩合格者，可计第二

课堂 0.5 记点。 

2．其它需新增的第二课堂活动，根据《浙江大学本科生第

二、三、四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关于二、三课堂

活动新增项目的申报、审核有关规定执行。 

3．浙江大学第二课堂活动记点计分方法由本科生院教务处、

党委学生工作部、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校团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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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大学第三课堂活动记点计分方法 
 

第三课堂活动是指学生在校外、境内参加的社会实践、就业

创业实践实训和校内外志愿服务等活动。 

一、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指学生以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为目的，利用寒暑

假时间，开展“三下乡”活动、社会调查、挂职锻炼、公益服务

等活动。 

1．社会实践活动要求有详细材料记录、实践单位的证明、

实践报告和总结，并有校内相关组织推荐证明等。参与学校、学

院（系）或学园组织的社会实践，实践时间累计一周以上获 1.5

记点。该记点为第三课堂必修记点。 

2．获得校级、省级、国家级的先进团队或个人，可分别获

1 记点、2 记点、3 记点。同一学年同一学生参加不同级别的同

一项目只计最高记点一次，不重复累加。 

二、就业实习实践 

就业实习实践是指学生为提升社会阅历、积累工作经验、拓

展综合素质，到企业或事业单位进行就业实习的实践活动。 

1．就业实习实践包括学校相关部门组织及学生自行联系的

活动两大类，主要面向高年级学生。需要申请三课堂活动记点的

学生，必须事先到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网站下载并填写《浙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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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科生就业实习实践岗位申请表》，经导师和学院（系）同意，

报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备案。 

2．本科生在同一家企业或事业单位累计就业实习实践一个

月以上，方能申请三课堂活动分数。就业实习实践结束前，必须

到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网站下载并填写《浙江大学本科生就业实

习实践考核表》；就业实习实践结束后，将就业实习实践考核表

与个人实习总结一并交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审核。 

3．经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审核通过并出具证明，获得第三

课堂活动 1 记点。同一学年中，如学生去一家以上用人单位参加

就业实习实践，最终只能计取一次，不重复累加。 

三、创业实践实训 

学生创业实践实训指在学校各部门、学院（系）或学园指导

下，学生自主组建创业类项目团队，开展创业相关活动或者创业

类竞赛。学生创业实践实训工作由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 

1．经党委学生工作部或校团委审核认定，参加创业类活动，

负责人计 2 记点，参与人计 1 记点。 

2．学生开展创业实践实训，经学生向所在学院（系）、学

园或学校各创业实践基地主管部门出具相应证明并通过审核，获

相应记点对照表如下： 

项目类别 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 核心成员 

成立团队、有项目运

营 
1.5 1 0.5 

成立团队、有项目运 2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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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且入驻学校各类

众创空间 

已经注册公司 2  1.5  1  

已经注册公司且融

资成功 
3  2  1.5  

3．各类大学生创业竞赛获奖第三课堂记点按照第二课堂学

科竞赛记点标准执行。 

四、志愿服务 

青年志愿者活动是指经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

间自愿、无偿服务社会、校园和帮助他人的公益行为。 

1．青年志愿者活动要求有详细材料，如受助单位及个人的

证明等。参与志愿者活动并获青年志愿者一星级荣誉奖的获 1.5

记点、二星级的获 2 记点、三星级的获 2.5 记点、四星级的获 3

记点、五星级的获 3.5 记点。 

2．获得校级、省级、国家级的先进团队（限主要负责人 5

名）或个人，可分获 1 记点、2 记点、3 记点。同一学年内对同

一学生只计最高记点一次，不重复累加。 

五、其它活动 

1．参加其它第三课堂活动项目的，根据《浙江大学本科生

第二、三、四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关于二、三课

堂活动新增项目的申报、审核有关规定执行，经党委学生工作部

和校团委审定可获得相应记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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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浙江大学第三课堂活动记点计分方法由本科生院教务

处、党委学生工作部、校团委、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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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浙江大学第四课堂活动学分认定办法 
 

第四课堂是指学生境外学习实践活动，包括联合培养、交换

生项目、实习实践、创新创业交流、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等。 

一、 第四课堂所指的海外学习、交流是指学校以及各学院

（系）按照与海外高等学校等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选派学生前

往进行的学习和交流，以及部分学生自主联系的海外交流项目。 

二、 可认定四课堂活动学分的校级、院（系）级海外交流

项目如下：联合培养、交换生（含课程学习）项目、暑期学校、

科研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创新创业、实践、竞赛、国际会

议、主题交流、文体交流、访问考察等项目；可认定四课堂活动

学分的学生自主联系的海外交流项目如下：交换生（含课程学习）

项目、暑期学校、科研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创新创业、实

践、竞赛、国际会议等项目。 

三、本科生在参加海外交流活动之前，均须在本科生信息服

务平台上提交申请。 

四、浙江大学第四课堂活动学分认定办法由本科生院教务处

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