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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夜校火热“出圈”。
155∶1，这是不久前浙江省文化馆

“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结束报名摇号
后，人气最高的短视频剪辑课的录取比
例。开设的75门公益课程中，在每人限
报两门的情况下，吸引了超过 6 万人次
报名。

73 万人，这是近日上海市民艺术夜
校春季班开启报名后，同时在线的最高
报名人数。仅仅 10 秒，112 门课就全部
报满。

不少网友感叹：“抢课比抢演唱会门
票还难！”

“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我选择上夜
校。”“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当这些
流行语风靡网络，我们不禁思考，颇具年
代感的“夜校”，如何以新姿态走入当代
年轻人的夜生活？夜校的艺术课堂为什
么会成为年轻人的“诗与远方”？记者近
日走入多家夜校机构实地探访。

程振伟

近日，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开设的75门公益
课程，在每人限报两门的情况下，吸引了超过6万人次报名。中国
美院夜校也是一座难求。再之前，苏州大学的夜校，同样在上线
12小时内吸引了千余人报名。火热的夜校课程，成为观察这个
知识能力更新迭代加速的时代里新学习样态的一个窗口。

近两年，夜校火热起来，背后主要是大家对个体全面发展的思
考，让终身学习变得更加刚需。工作之余，利用下班时间上夜
校，可以缓解工作压力，拓宽自身兴趣，也可以丰富自己的交
际圈。还有一部分人为职业转型、规划未来等原因，通过上夜
校“探路”。学习是人类由其社会属性赋予的本能。由于社会
文明越来越发达细分，古代的生存技能和现在的生存技能不
可同日而语。更高层次上，随着技术革新改变人类生活的加
速，通过持续学习实现全面发展、获得成长乐趣，也是人的重
要社会属性。

百姓有所需，社会有所应。我们呼吁更多大学办夜校，一
方面是适应城市侧对夜校教育资源的急需，高校办夜校，可以
办出“大学味”的终身教育新模式。

就拿大多夜校热门的舞蹈、声乐、书法等课程来说，大学老师
讲出来自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有人听的是兴趣，有人听的是事
业，一旦这些兴趣和新媒体结合，很可能就是“创业新方向”。

另一方面，这也是大学开放办学、加强与地方联动、倒逼自身课
程改革的积极务实之举。

大学办夜校，既盘活了教学资源，又让一些专业课程有了
烟火味，还为大学开放办学注入新活力。大学里有一些选修
课，学生听多了未必喜欢，但如果以夜校形式向更多人开放，倒
可能成为爆款。近年来，一些偏文科专业因为自身培养中的

“实践偏少，离实际较远”被社会诟病，如果这些文科老师以夜
校授课为契机，与一线需求更多对接、与从业人员互相借鉴，让
这些专业课程粘上“泥土味”，也许可以走出另外一条路。

此外，大学对属地本身就有文化辐射之责。像苏州大学
夜校中开设的机器视觉等课程，对当地有科普之实，“非遗烙
画”“吴文化与苏州话”等课程则是为弘扬地域文化拿出了“大
学之担当”。

如今社会、产业、行业知识和能力迭代加速，大学作为学
术、研究和文化重镇，也需要更多面向社
会、产业、未来。之前社会上热议“疫情
后大学校门要向社会打开”，其实反映的
正是对大学开放办学的新期待。

愿主动办夜校的开放理念之风，能
吹进更多高校。

（作者系教育部网络教育名师）

满足个体全面发展需求
高校可以有更大作为

唢呐课老师薛天龙指导学员练习唢呐。 本报记者 吕之遥 摄 学员在练习雕塑。 本报记者 吕之遥 摄

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现在的夜校已逐
渐成为大家获取新知识、放松身心、结交朋友
的“精神港湾”。

“上夜校，可以理解为一种高质量的业余
生活。”潘桐直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
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更有底气去提升自
己。“用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换一种活
法’。”

记者随机询问的几十名夜校学员，也表
达了类似的观点。

“普惠”，是这些年轻人口中的高频词，也
被认为是夜校最大的吸引力所在。在他们看
来，用“白菜价”就能上到“大师课”，非常具有
性价比。还有人戏称，夜校就是“兴趣班界的
蜜雪冰城”。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夜校课就是入门
课，花较少的钱，甚至是免费，就能够寻找、发
展自己的兴趣爱好，门槛低，而且质量有保
障，很划算。”竺照轩说。

事实上，大多数由政府或者高校等组织
的课程，授课老师都专业水平在线，且上课水
平不差。课后，老师还会在课堂群里积极答
疑解惑。

年轻人上夜校的另一个理由，是充电。
如今，短视频市场火爆，26 岁的小陈这

次特地报名了省文化馆的短视频剪辑与运营
培训班，并幸运中签。“紧跟趋势，就要不断学
习。虽然夜校的课只是入门，但可以让我找
准方向，有助于下一步的进阶提高。”对小陈
来说，夜校为她提供了自我充电的机会。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当下，年轻人对
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对他们来说，如
果每一分对知识和兴趣的渴望都能得到照
拂，将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现在的夜校就
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在线下接触
到艺术、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并去
提高自我、展现自我，获得成就感。从另一个
层面来说，夜校课的火爆也折射出了当代年
轻人对精神生活品质的追求。

当然，也有人来夜校是为了放松。上班
很忙、单位太卷，到一个轻松的环境里与一群
陌生人一起，学习一点“无用”的才艺，是很多
人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能让他们更从容去
应对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

“我们之所以觉得这种现象特别，是因为
很多人把工作以外的生活淡忘了。”潘桐说，

当前的“夜校热”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交方式。
它让年轻人重返线下，或再次拾起曾经的爱
好，或在培育新兴趣点中结识志同道合的伙
伴，从而能从中汲取到更多的动力、活力和确
定性。

对他们来说，夜校提供的是一个能满足
精神寄托的港湾。

34 岁的杨龙龙是一名保安。去年，他报
名参加了公益书法夜校课，“跟着老师学习书
法历史，临摹跟帖，才发现身边有那么多热爱
书法的人。虽然现在课已经结束了，我每天
还会拿出字帖练一练，跟一些学员保持着交
流。”

竺照轩说，中国美院还计划推出夜校线
下社群活动，组织有意愿的学员周末跟着老
师一起去爬山、写生、看展览，这样既能让学
员关系更亲密，也希望大家从人与人的交互
中，获取更多热爱生活的情感增量。

“现在的人，需要在生活中寻求一份确定
感，以及一条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这或许就
是夜校在当下的意义。”竺照轩告诉记者。

把生活的窗口开得大一些，更多的阳光
就照进来了。

不仅是兴趣，更是“换一种活法”

如今的“夜校热”，追溯起来大约是从
2018年左右的上海开始。当时，上海市民艺
术夜校把课程分成了两个板块——生活时尚
和传统文化，开了桥牌、花艺、红酒品鉴等课，
逐渐受到年轻人关注。有网友分享：“工作日
晚上看到端着红酒杯赶地铁的人不用奇怪，
这只是我们下课了没用完自己的教材而已。”

在浙江，随手在网上搜索，分散在各地的
夜校课几乎涉及到了你能想到的跟兴趣有关
各种内容，包括烘焙、芭蕾、声乐、演讲、木工、
书法、服装、陶艺、摄影、绘画等。其中，手作
课、烘焙课、乐器演奏课等生活艺术类课程最
受欢迎。随之带来的一个明显现象是：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热衷于上夜校。

据省文化馆春季班的报名情况，18 岁到
38 岁的青年人占到报名人数的六七成；杭州
市妇女活动中心的夜校课中，年轻人报名的
比例也在逐年走高，35 岁以下学员马上就要
占到半数以上；今年国美开设的各个夜校班
中，大部分都是90后、95后。

以前上夜校为识字、为学历，当下的夜校
课更松弛，更注重与生活、艺术的结合。

“这里的一个半小时，是完全属于我的。
即使身体疲惫，但精神上紧绷的弦却完全放
松了下来。”多次报名夜校课的 27 岁林女士
曾上过制作咖啡的课程。对她来说，在此之
前，咖啡只是一种提神的手段，但在了解了咖
啡的历史、不同烘焙度的咖啡口感，再亲手制
作一杯咖啡后，这个曾经仅是功能性的饮品
仿佛和她有了一种新的连接，也拓宽了她生
活的宽度。

国美轻雕塑课的授课老师闫睿和李珊珊
也定下了一个小目标：希望学员们能通过这
门课，给生活带来一些“小确幸”，提升对生活
中事物的感受力、对美的感知力。

对年轻人来说，每周一节的夜校课仿佛
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锚点，让每个礼拜都有了
些不一样的盼头。

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博士
潘桐看来，从扫盲班到学历教育再到现在追

求兴趣爱好等，每个年代的夜校流行都恰逢
其时。“比如当前的‘夜校热’，一方面，互联网
等新媒体传播手段和硬件设施的提升，为夜
校课程引来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另一方面，
年轻人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对夜校艺术课
程的接受程度也更高。”

不同于当年涌动着启蒙精神的夜校，现
在的夜校氛围更轻松，讲授更多的也是休闲
技能。比如，既有为兴趣买单的书法、油画，
也有为生活添色的咖啡拉花、刺绣簪花、
vlog 制作，还有释放压力的散打等，这些都
是对生活的拓宽、对美好的追求。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
为：“高校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
达 60%左右，更多人进入高校完成学业。所
以，夜校的课距离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
即学校’的理念更近一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夜校的兴起体
现了时代发展与个人发展的重合，当下夜校
承载的是人们对生活新的希望和态度。

让生活有不一样的盼头，年轻人比例走高

3月11日晚上7时，初春的杭州，傍
晚空气里带着些许冷意，而省文化馆多
功能厅里却热火朝天。

这里，文化馆春季班第一节唢呐课
开课，授课老师是浙江民族乐团唢呐演
奏家、国潮音乐制作人薛天龙。“听说有
近 500 人报名，让我大为震撼。”薛天
龙说。

这是薛天龙第一次给夜校上课。他
计划用 8 个课时教会抢到课的 16 名学
员，用唢呐吹出《菊次郎的夏天》《男儿当
自强》等曲目。

上课前，他了解了一下学员们的职
业，有做室内装修的、公务员、会计、从事
物流的，各行各业都有。共性是每个人
的工作都跟唢呐“八竿子打不着”。薛天
龙对此的解读是：“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越
来越受欢迎了。”

唢呐班是省文化馆今年新增的夜校
课程。据省文化馆艺术培训部教务怀老
师介绍，从去年秋季班到今年春季班，省
文化馆根据时下潮流趋势，不断丰富夜
校课程类型。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今
年增设了越剧、古琴、唢呐、冷瓷花艺、绒
花制作等传统文化培训课，新开了短视
频剪辑、咖啡、手语、无人机航拍摄影等
流行门类。

“我们根据群众需求，供需精准对
接。”怀老师说，一年前，省文化馆在小红
书上开设“文化馆小前台”账号，建立微
信和小红书粉丝群，为的就是及时听到
大家的最新诉求。如今，已建有10个微
信粉丝群和 8 个小红书粉丝群，每个群
都有四五百名粉丝。

“比如，今年新开的越剧课，就是在
青年戏曲演员陈丽君火了后，很多人在
群里留言说想学才开设的。”怀老师说。

夜校之火，不止在文化馆。在杭州
市妇女活动中心，工作人员张韵韵说：

“2023 年秋季夜校开了 34 个班，今年春
季学期增加到 52 个。课程覆盖面随之
拓展，新增的古琴、琵琶、传统养生功、太
极拳、旅游英语、手机视频剪辑，以及汉
唐舞、爵士舞、模特造型与拍照技巧等，
都是大家现在最感兴趣的。”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的夜校都是公
益的，免费。那么，收费的夜校情况
如何？

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学院院长竺
照轩告诉记者，学院的夜校课堂从2023
年 10 月开始，第一期 16 门课，今年增加
到 20 多门，收费 1500 元至 1800 元不
等，目前几乎都已满员。

课程设置上，主打的就是“听劝”。
他们会根据学员反馈有针对性地进行调
整，竺照轩举例：“比如去年开设的皮革
课，有学员建议压缩理论、增加实践，今
年老师就修改了教学方案；又比如，有人
想学玻璃制作，我们就会根据需要去找
授课老师。”

更贴心的是，为了方便更多人上课，
地点除了在校园内，他们还把课堂拓展
到了天目里等商业中心。

3 月 12 日晚，国美夜校《轻雕塑·综
合材料创作》开课。由国美继续教育学
院教师闫睿和国美视觉传达硕士毕业生
李珊珊一同授课，“这是今年新增的课
程，开始担心雕塑对普通人来说有难度，
没想到也满员了，还有专门从上海赶来
的学员！”

夜校的商机，让部分教培机构开始
寻求转型，中公教育旗下品牌近期推出
夜校课堂；而在北京、广州等城市，“夜校
主理人”开始冒头，他们在社媒上发帖建
群，对接机构和老师，集齐三五个学员一
周内即可开课。

课程紧跟潮流
艺术和情趣兼顾

杭城夜校一课难求
从传统文化到流行趣味，是年轻人追寻的“诗与远方”

潮声丨执笔 沈听雨 纪驭亚 张梦月

专家观点

《iPad插画手绘》课受到很多年轻人欢迎。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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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妆课上女学员学习化妆。 省文化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