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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青年夜校在一些城市火热“出圈”，吸引了大批
年轻人参与。“夜校”，这个颇具年代感的词汇，正以崭新姿
态进入年轻人的夜生活。

2023年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开启报名当天，65
万人在线争抢约1万个课程名额。绘画、乐器、表演、茶艺、
书法……丰富的夜校课程，让人直呼找到了属于成年人的
“少年宫”。

夜校火热 有“知”有味

“今天开这个会，实际上就是一
个头脑风暴。夜校再往前走，怎么才
能形成一定的机制去共建、共治、共
享呢……”

2023 年末，一场意见征询会在
重庆观音桥街道举行。场地、课程、
师资、成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操心着同一件事：已经被打开的夜校
大门，如何能对大众一直敞开？

这个问题，同样摆在全国许多夜
校面前。有专家表示，市民艺术夜校
的供不应求，对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政府搭台、
大家唱戏，让各类主体都能成为艺术
课程多样化服务商，或许是使丰富的
都市资源转化为公共美育资源的路
径之一。

目前，一些商业力量已介入夜校
热潮。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
现，“地名+夜校”的新账号大量涌
现。这些商业机构通常“在线组局”，
网友在帖子下“许愿”，机构看到需求
后，便开始统筹相应的教师和场地；
学员凑够，即可开班，一般500元8—
12节课不等。

不过，这种“组局夜校”也引来不
少争议。有学员发帖称，自己体验了
一把商业机构夜校，质量堪忧；还有
网友表示，自己上完一个周期的课
程，机构就涨价了，前期“组局”只是
机构减价获客的营销手段。当然，也

有组局者“倒苦水”：一节课不到 50
元，这种低价实在难以覆盖办学成本
……风口上的商业夜校，还需摸索出
一条平衡公益和盈利的成熟模式，形
成行业规范和从业者自律。

目前，夜校更多由政府和文化事
业单位牵头，更多沉睡的社会资源需
要被唤醒。今年 1 月初，苏州大学

“官宣”开办“苏大夜校”，招生对象为
18—55 周岁的成人，“非遗烙画”

“ChatGPT数字化转型初级”等特色
课程吸睛。网友表示，苏大为“高校
办夜校”打了个样，期待更多大学“卷
起来”。

不只城市，夜校这股风也吹到了
乡村：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界都乡开
办农民夜校，采取理论宣讲、节目演
出、知识竞赛等方式，“学”与“娱”两
不误；山东省胶州市村党组织领办乡
村夜校，参加培训的多数妇女考取了
育婴师中级技能证书，有的还当上了
专业育婴师，最高月工资达到了1.5
万元……家门口学到真本事，带有乡
情特色的夜校“文化套餐”，让村民

“对了胃口”。
“夜校多地开花，体现公共文化

服务‘沉下去’，积极探索求变的决
心。”夏杰长表示。未来，夜校还需扩
大文化服务供给，探索可推广、可复
制的模式，才能从“翻红”走向“长
红”。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翻红”夜校如何“长红”

一条钢尺、一把剪刀，沿着皮料
纹样的走势徐徐裁开，打孔、缝合、
封边、上蜡……一只手工皮包“新鲜
出炉”。

“从设计图纸，到找皮料，再到
做包带，全部是我自己完成的，很有
成就感！”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皮具课
学员叶女士说。

叶女士是一位 80 后幼儿园老
师，像她一样晚上在夜校“充电”的
人还有很多。某平台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夜校”在该平台的搜
索量同比增长980%，相关帖子评价
数同比增长 226%。500 元 12 节课
的定价，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在线抢
课，网友直呼“梦回大学抢课”“比抢
演唱会门票还难”。

夜校到底能学点啥？翻开课
表，丰富多彩。

北京夜校，市民捣鼓起胶片制
作；浙江绍兴，学员摆弄着草木花
卉；内蒙古呼和浩特，唐卡课堂吸引
一批批青年……各地夜校课程百花
齐放，不仅有手冲咖啡、阿卡贝拉等
时髦课程，还有越剧、相声等传统艺
术，以及粤语、摄影等实操训练。

更有趣的是，在浙江杭州一社
区，还有夜校专治父母“吼娃”。“我
现在明白了，平时要多赞美孩子，给
他正向反馈，亲子关系其实大于亲
子教育。”学员王女士表示，通过社
区“智慧父母学堂”的课程，自己学
到了父母情绪管理、应对叛逆期和
校园暴力的相关知识。据悉，已经
有200多位家长参与到课堂中来。

夜校在哪上？打开地图，“多点
开花”。

文化宫、艺术馆、社区活动中心
……以上海 2023 年秋季市民夜校
为例，它以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总

校，联动设立25个分校和117个教
学点，充分调动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资源，着力打造“15分钟文化圈”。

设在公共文化机构里的夜校，
书香味十足；在烟火气满满的闹市
区，也藏着不少“小课桌”——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
洒……”入夜的重庆九街商业区，霓
虹璀璨、人声鼎沸，一间不足 50 平
方米的蓝色屋子传出悠扬的歌声和
阵阵鼓点，一场非洲鼓夜校课正在
这里上演。

“九街年轻人聚集、夜生活丰
富，他们以往可能更多是在餐厅、酒
吧、KTV消费。我们想通过夜校这
种方式，给年轻人更多选择。”重庆
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主任钱鹏介
绍。去年 8 月，观音桥街道开办了
第一家九街夜校，短短3个月内，下
辖的22个社区又陆续开设了11家，
共计20种课程。目前，辖区内的夜
校已吸纳600余名固定学员。

夜校师资怎么样？“白菜价”买
得到“大师课”。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徐皓
介绍，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不仅具备
国有院团、相关协会的师资力量，还
有一批国家级和市级非遗传承人，
很多民间艺术机构也参与进来。

在广东广州，全国一级健美操
运动员、裁判员王莹，带领学员热
舞尊巴；在浙江杭州，国家级化妆
师、美容师黄滢手把手教“美妆小
白”进阶“时尚达人”；在上海长
宁，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吴宝平精
心设计纹样，拉近传统篆刻陶刻艺
术与年轻人的距离……在夜校，领
域内的“大牛”纷纷走上讲台，将
专业知识以轻松愉快的方式传递给
大众。

“白菜价”可买丰富课程

提到夜校，很多人的记忆或许
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夜校是“萌芽”：1917，中国早期
规模较大的工人夜校——湖南一师
夜学创立。

夜校意味着“新生”：新中国成
立后，夜校长期承担了文化扫盲和
补习的作用。不识字的人们，在夜
校第一次“触电”文化知识。

夜校还意味着“希望”：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年轻职工在“夜大学”
渴望与疾驰向前的时代列车接轨
……

夜校，似乎是个带有年代感的

词语。如今，重新走入当代青年的
视野，原因何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副院长夏杰长表示，“夜校热”折
射出年轻人旺盛的文化生活需求和
充实内心、追求梦想的精神需要。

首先是年轻人对高性价比美育
资源的需求。“在公益夜校，500 元
就能上12节课，这太划算了！”山东
淄博夜校瑜伽课学员张女士表示，
如果在商业机构报一个季度的瑜伽
班，怎么也得上千元，相比之下夜校
便宜不少。

不过，年轻人上夜校不单是为

年轻人的“市内桃花源”

“薅羊毛”。近期，“文化体力”这个
词火了，许多网友表示，平时生活
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下班后只想
刷手机放松，已没有气力投入高质
量的文化活动中。与之相对，夜校
通过线下授课、点名签到等充满仪
式感的手段，重新唤醒上班族的“文
化体力”。

“每周抽出1小时，放下手机、忘
掉白天的工作，静下心来动手做一个
娃娃，感觉很美妙。”上海市民艺术夜
校手工课的一位学员说，“夜校更让
我期待下班后的生活。”

钱鹏表示，来重庆观音桥夜校学

习的市民，往往并不是出于功利目
的，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寻找
一个价值趋同的精神共同体。与过
去获取专业知识的“硬需求”不同，今
天的年轻人走进夜校，更多是为寻找
自我疗愈的“桃花源”。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
所所长董超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正在由
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变。人们更
关注服务需求，尤其是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
长。因此，夜校的爆火，是情之所趋、
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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