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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 言言

夜校，这个具有年代感的名词正回归公众视野。

近来，全国多地夜校火热开启。“开课即满”“一座难

求”，上夜校成为不少都市青年下班后的新选项，也成为教

育市场的新风口。

风潮何以席卷多地风潮何以席卷多地？？

■ 张开兴 栗彦东

安徽滁州，千年亭城，是一座历史文
化厚重的城市，也是颇受年轻人追捧的

“宠儿”，青年人的身影随处可见。
作别白日喧嚣，回归夜晚静谧，滁州

青年当以何种方式点亮“夜生活”？如
今，在滁州，有一群年轻人找到了夜生活
新的打开方式——上夜校。街舞、摄影、
美妆、中医……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课
程，让“夜校”这个颇具年代感的词语焕
发新生。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火爆的“夜校
风”刮到了滁州，浓浓的“青春”味道让夜
校“青”和力满满。今年 2 月起，共青团
滁州市委精心打造“青年夜校”公益品牌
项目，搭建一个青年学习、交流、成长的
平台，以理论提升、兴趣培养、技能学习
等专题内容满足更多青年群体精神文化
需求，着力打造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
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新阵地。

课程跟着青年需求走

2 月 29 日晚，“青年夜校”第一期课
程，来自滁州各行业各领域的 30 多名青
年小伙伴聚在一起，跟着老师学起了扭

扭棒绒花制作。
不同于曾经的夜校扫盲，如今的“青

年夜校”，以新姿态“闯”进滁州年轻人的
“夜生活”。

“我们开设有非遗、舞蹈、手工、手机
摄影、国学、烘焙等课程。”“青年夜校”承
办人方旭说，课程是动态调整的。

结合报名参与情况、问询青年意见，
摸清青年“想学什么”，统筹资源“满足需
求”，实时动态更新需求、分批开设课程、
筛选培育优质课程。

“现在每月开课 8 次左右。”方旭说，
课程确定后，提前在滁州共青团微信公
众号发布，以接龙方式“抢”下一个月的
夜校课程。

“怎么办好‘青年夜校’？如何吸引
更多年轻人？”共青团滁州市委副书记、
市青联主席戴莺表示，关键是要找准自
身定位，实实在在为青年办好实事。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滁州“青年夜
校”采取“1+N+1”课程模式。“1”指的是
理论学习，通过系统的课程体系，帮助青
年们深入学习党的理论、政策导向和社
会发展趋势，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N”则代表了多元
化的特色课程，涵盖创新创业、职业技能

提升、文化艺术修养、健康生活等多个领
域，在满足青年们多元化学习需求同时，
帮助他们全面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1”
则专注于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内容。
找准了青年需求，夜校自然“圈粉”。

发展围着服务青年转

近年来，奋发有为的滁州不仅实现了
经济总量稳居全省第三、跻身全国百强，
城市建设更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了
五湖四海的青年齐聚滁州、创新创业。

住在滁州，来安上班，习惯了早出晚
归生活的幼儿园老师徐薇薇，曾经的“夜
生活”更多是遛狗、追剧、锻炼。“青年夜
校”一经开课，抱着学习更多知识的念
头，她就主动“抢”起了看中的课程。

和徐薇薇一样，报名的青年还有很
多。“从 2 月至今，每次课程一出来，接龙
报名人数很快就满了。”方旭说，截至目
前，参与青年已有 400余人次。

充分发挥各级团组织团结引领青
年、动员组织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能
作用，给青春和梦想更广阔的天地。在
共青团滁州市委的“目光”中，让青年在
业余有地方去，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也
给有专长的青年提供施展和提升的平

台，是团组织努力的方向。
秉持着这样的思路，打造“青年夜

校”成为解决青年现实需求的新举措。
戴莺说，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化

“青年夜校”品牌项目影响力，不断优化
课程体系，丰富课程内容，吸引更多青年
参与到这一学习交流活动中来。“一方
面，在用好资源上发力，切实做到青年在
哪里，课堂就延伸到哪里。同时，建立完
善课程库、名师库，持续提升青年夜校教
学质量。另一方面，在拓展延伸夜校课
堂上发力，即将组织开展送学进企——青
年夜校进企业等活动，把课堂送到青年
身边，服务更多青年人。”

滁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
据显示，全市 398.7 万人常住人口中，15
至 59 岁 人 口 为 254.7 万 人 ，占 63.89% 。
滁州市已成功申创安徽省首批青年发展
型城市建设试点。

作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要一
方面，共青团滁州市委正以“青年夜校”
为平台，以更加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资
源，为青年们搭建展现活力、追求梦想、
交朋结友的舞台，引领广大青年与滁州
发展双向奔赴、同频共振。

（据《滁州日报》）

“夜校风”入滁，“青春”味浓“青”和力足

近 来 ，“90 后 ”庄 安 愚 在 手 机 导
航软件上，将“苏州大学北校区工科
楼”设置为下班后的新目的地。他
报 了 苏 州 大 学 夜 校 的 ChatGPT 课
程。“我不在乎夜校的结业证书有没
有用。能学到知识，肯定比在家刷
短视频强。”

“我想给 8 小时外的自己另一种
可能。”古典舞学员袁静是一名“二娃
宝妈”，虽然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大，
她还是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时间”。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已成为
一些都市青年的新时尚。

2023 年 8 月，江苏省常州市工人
文化宫焕新开放。暌违 20 多年，“职
工夜校”再度走进职工市民的生活，
12 个大类 65 个班的名额被 1191 名学
员“秒抢”。

今年 3 月，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春
季班放出 680 门课程，500 元 12 节课，
吸引 73 万人线上抢课，“中医石氏伤
科”5 秒钟抢完。截至 5 月，武汉青年
夜校已累计开设各类课程 228 节次，
覆盖学员 8000余人次。

夜校并非新鲜事物，在我国已有
逾百年历史。《北京大学日刊》就有记
载，1920 年 1 月 18 日，该校学生会平
民夜校开学，蔡元培专门发表演说。

从 建 党 初 期 创 办 工 人 夜 校 ，提
高工人文化程度、唤醒工农革命意
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扫盲、教授
生产技术，再到改革开放后鼓励提
升 学 历 …… 在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夜 校
发挥着不同的教育作用。

江苏青年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
家陈蕴哲认为，与 20 世纪的夜校主
要满足学历教育需求不同，当下夜
校 主 要 提 供 非 学 历 教 育 服 务 。 此
外，课程不仅限于传统的教育培训，
还 涵 盖 艺 术 、文 化 等 多 方 面 内 容 。
换言之，如今的夜校更像是“成人版
的 少 年 宫 ”“ 青 年 人 的 老 年 大 学 ”，
是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

夜校的举办主体大致可分为三
类。

一是文化馆、共青团、工会、妇联
等公共机构，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公
益性夜校课程。二是高校继续教育
学院、职业院校，它们长期面向社会
开展非学历教育。以江苏为例，169
所普通高校中有 137所举办高等继续
教育，非学历教育年度规模 400 余万
人。三是民办社会培训机构，课程以
付费为主，有的初期提供免费或低价
体验课，或与公共机构合作提供廉价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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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全 国 多 地 夜 校 火 热 开 启 。 时 代 在 变 ，但 通 过 学 习 提 升 自 我 的 追 求 没 有

变 。 过 去 上 夜 校 ，为 的 是 学 习 文 化 、获 得 文 凭 。 现 在 上 夜 校 ，更 多 是 为 了 培 养 兴 趣 、

丰 富 生 活 。“ 走 ，去 上 课 ”，去 学 自 己 想 学 的 、做 自 己 喜 欢 的 ，让 业 余 生 活 更 有 质 感 ，

这 是 如 今 许 多 人 上 夜 校 的 追 求 。

丰 富 多 彩 的 课 程 与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文 化 需 求 相 契 合 ，是 夜 校 拥 有 独 特 魅 力 的

原 因 所 在 。 插 花 、作 画 、吟 诗 …… 夜 校 的 课 堂 上 ，流 淌 着 城 市 的 文 化 气 息 ，为 建 设 学

习 型 社 会 、学 习 型 大 国 提 供 了 助 力 。

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

在 满 足 青 年 学 习 技 能 、培 养 爱
好、治愈焦虑、增进社交等多元需求
的同时，部分夜校也存在质量、运营
等方面的隐忧。

一些公办夜校在运营模式上缺
乏可靠支持，面临难以持续的尴尬
局面。

中部某市青年夜校由一家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承担，每周有 6节课，每
节课约 30人。“有的课程成本较高，如
一节调酒课就需 1500 元。”该中心负
责人说，属地街道是目前主要的经费
来源，“不少年轻人希望我们扩大规
模、增加种类，但我们能调动的资源
毕竟有限，未来如果一直免费，维持
运转也很困难。”

东部某市主城区共青团组织负
责人也坦言，目前他们的夜校仍为公
益免费模式，“现在市面上的夜校越
来越多，鱼龙混杂，我们对于收不收
费很慎重，担心砸了招牌。”此外，一
些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但对办
夜校仍持观望态度。

27岁的武汉小伙侯卿（化名）说：“有
的夜校课程价格明显偏低，其实是

‘试听课’‘福利课’，课上老师大部分
时间在推销正价课程。新瓶装旧酒，

最终还是卖课、办卡、办会员那一套，
体验感很不好。”

受访夜校学员、举办方以及高校
学者认为，防止“夜校风”变成“一阵
风”，不同举办主体可分类施策，在教
学内容、经营模式等方面加强监管、
提供扶持，多措并举促进夜校健康
发展。

“学员最看重的是上课质量。”石
远宇认为，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需
加强监管，可定期公示夜校机构“白
名单”，建立健全学员评课反馈机制，
督促夜校机构不断调整课程安排和
教学方法，诚信经营。

在陈蕴哲看来，公共机构办夜校
需兼顾公益性和持续性，重点把好课
程的师资质量关、教务管理关、思想
导向关，不宜大包大揽，更不可当“甩
手掌柜”，可与国企、民办社会培训机
构等合规第三方合作，发挥后者更贴
近市场、更为灵活的优势。

共青团南京市鼓楼区委书记于
文建议，发挥“夜校＋”的平台效应，
深度整合区域文商旅资源，融入技能
提升、健康养生、婚恋交友、就业创业
等服务，将夜校带来的青年流量转变
为区域发展的青春力量。

课程时尚多元、兼具社交属性，
是不少夜校吸引年轻人的地方。

探戈舞、街头摄影、手冲咖啡、涂
鸦心理学、非遗工艺手作、古琴、识别
收 集 矿 石 …… 随 着 年 轻 人 不 断“ 解
锁”有趣的课程，这些“下班后的小确
幸”“‘回血’型夜生活”，让夜校成为
打工人“去班味儿”的绝佳选择。

天津美术学院 2021 届毕业生石
远宇 2023 年年底和同学创办了南京

“ 叁 野 灯 ”夜 校 。 在 他 看 来 ，轻 松 、
“反内卷”的学习氛围，是夜校走红
的重要原因。

“夜校招生消息发出当天，我就
收到了近百个好友申请。”石远宇说，
毕业后，他在少儿美术班、高考艺考
班、老年大学都工作过，“夜校不仅价
格相对便宜，而且学员来自各行各
业，彼此不存在竞争关系，大家出于
兴趣爱好聚到一起，也可以拓展职场
之外的朋友圈。”

积极学习提振了很多年轻人的
精神。“下了班就赶夜校，只有上学
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但比那时候
要开心。”“上夜校让我觉得人不再
内耗了，之前下班后刷手机只会越
来越累，上夜校后感觉气色都变好
了。”

价格也是吸引力之一。“不是兴

趣班上不起，而是夜校更有性价比。”
这句网络流行语解释了夜校受青睐
的部分原因。

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商业
培训机构的课程往往价格不菲，如
一 节 瑜 伽 小 班 课 要 200 多 元 ，私 教
课要 500 多元。而夜校相对低廉的
费用，让更多人愿意为自己的兴趣
买单。

经梳理发现，大多数夜校平均每
小时收费在百元以下，且多为 30人以
内的小班化教学。“便宜实惠”“性价
比高”是不少学员的集中评价。有学
员认为，与动辄数千元、上万元的私
教课、兴趣班相比，夜校的举办主体
多为公共机构，不必担忧“跑路”风
险，消费更放心。

也有人上夜校是为弥补职业能
力短板。“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
所趋，要跟上岗位最新需求、克服本
领 恐 慌 ，就 得 不 断 学 习 。”庄 安 愚
说。

“ 观 察 哪 些 夜 校 课 程 火 、需 求
大，可以看出社会上要什么、缺什么，
这对高校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有借鉴
意义。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储备好相
关技能和素养，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就
业创业能力。”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韩伟说。

““夜校热夜校热””如何持久如何持久？？

■ 姜晓丹

夜校火了。
夜校为什么这么火？除了价格亲民

之外，课程内容丰富多元、文化服务日益
精细都是重要原因。在一些青年文化夜
校，学员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可以
感受舞蹈声乐、即兴戏剧、非遗手作的魅
力和风采。有的夜校将授课内容从传统
的文化课拓展到生活时尚领域，红酒品
鉴、点心制作、Vlog 拍摄等课程让参与
者在工作之余有了习得一技之长的机
会。夜校以全新面貌走进年轻人视野，
上夜校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主动选择，这
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产品和服务要想
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和欢迎，必须推陈出
新、与时俱进。

夜校走红的背后，是水涨船高的文
化需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
求也日益增长。走进夜校是一次充盈心
灵、探索人生更多可能的积极尝试，代表
着 一 种 学 习 进 取 、积 极 向 上 的 生 活 态
度。不论是在学习中结交志趣相投的新
友，还是感受兴趣的纯粹，无不为享有更
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
生活写下生动注脚。

把夜校办得更好，让这份文化“大
餐”更可口、“对胃口”，就需要在精准对
接人们的学习需求上下更大功夫。在这
方面，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比如，广
州青年文化夜校把“端菜”和“点菜”结合
起来，根据青年“票选”情况设定课程内
容，同时聘请一批行业专家担任导师。
又如，河南洛阳洛龙区市民艺术夜校根
据居民的兴趣意愿、学习效果等进行课
程 设 置 ，顺 应 呼 声 特 别 开 设 茶 道 等 课
程。掌握服务对象的特点和需求，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匹配程度，才能让服
务内容更加贴近群众生活和实际，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还应看到，不少夜校课程一经推出
即爆满，也反映出当前夜校存在资源较
为紧张、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更好满足
群众的学习需求、精神文化需要，要在大
力发挥公共文化机构作用的基础上，搭建
更多平台，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的创新方式
和途径，想方设法扩大文化供给，不断提
升文化供给的能力和水平，让更多人在家
门口享受到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承载着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因地制
宜建设城市书房、城市书屋，到在充分挖
掘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乡
村书屋、乡村礼堂，再到许多博物馆推行
夜间开放、延时开放，善用活用各类公共
文化空间，才能增强文化服务的实效性、
精准性。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以
公共文化服务点亮美好生活，一定能不
断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

（据《人民日报》）

读懂夜校走红
背后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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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44月月 88日晚日晚，，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夜校学员们在学习手语课程夜校学员们在学习手语课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颖摄颖摄
②②44月月 2424日日，，在天津市河西区春秋文化艺术中心在天津市河西区春秋文化艺术中心，，学员在河西区青年夜校学习剪纸学员在河西区青年夜校学习剪纸。。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赵子硕摄
③③在广西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乌英苗寨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乌英苗寨，，7474岁的梁安合老人岁的梁安合老人（（右右））在编写教案在编写教案（（44月月 3030日摄日摄）。）。近近

年来年来，，梁安合受聘担任乌英苗寨妇女夜校的老师梁安合受聘担任乌英苗寨妇女夜校的老师，，他将唐诗改编成苗歌他将唐诗改编成苗歌，，传授给夜校的妇女们传授给夜校的妇女们。。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黄孝邦摄

④④44月月 2323日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图书馆中心馆在山东省济南市图书馆中心馆，，夜校学员在学习美妆技艺夜校学员在学习美妆技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朱 峥摄峥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