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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缘何热衷上夜校
白天上班 晚上学艺

“下班干吗去？”“走，一起上夜校。”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年轻人共同开
启了“夜生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上夜校。

从舞蹈声乐、非遗手作、美妆健身，
到红酒评鉴、Vlog拍摄、桥牌技巧……
五花八门的“潮课”、高性价比的学费、
颇有水准的教师，让夜校这个原本自带
年代感的概念频频爆火出圈。在夜幕
落下、华灯初上的城市一隅，人们的学
习热情被激活，难得的休闲时光也被点
亮。

想当年，夜校曾是无数年轻人扫
盲、培训的共同回忆。现如今，从非遗
技艺到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到生活美
学，夜校已经成为年轻人舒缓压力、陶
冶情操的一片净土。青年夜校的华丽
翻新，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且让
我们一探究竟。

撕掉标签做不一样的自己

夜校究竟有多火爆？某平台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平台上“夜校”的搜索
量同比增长980%，相关帖子评价数同
比增长226%。在一些社交应用中，

“青年夜校”相关话题更是不断登上热
搜，热度比往年翻倍增长。

今年9月份，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
季班报名还出现了这样的景象：65万
人同时在线抢课，143个教学点位、382
门课程的9117个线下上课名额在半小
时内被一抢而光，大多数课程名额一分
钟内就被“秒杀”，网友直呼“梦回大学
抢课”“比假期抢车票还难”。

有人这样形容，青年夜校是成年人
的“少年宫”。长期以来，艺术教育呈现
出“两头热、中间冷”的整体态势。与少
儿教育和老年大学如火如荼的发展态
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青年艺术教育
的大片空白。

“青年对夜校的关注和肯定，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了青年对公共文化服务
需求很大，但是有限的时间和高成本却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需求。”广
东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副主任欧小媛表
示，“强化夜校的公益属性，就是为了帮
助青年以低成本获得种类丰富的课程
服务。”

“创办之初，上海夜校的教学门类
较为传统，如今已经拓展到了生活时尚
类。今年秋季班，上海夜校还与上海市
残联合作，首次开设了手语课。”上海市
群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介绍。在他看
来，课程设置的新颖和高性价比，都是
让夜校广受年轻人欢迎的重要优势。

“7年来，上海夜校的学费一直都是500
元12次课，单次课程的价格低至40多
元，让人很难不心动。”

此外，授课时间与工作时间“错
峰”，授课地点方便到达，也让夜校对年
轻人格外友好。在广州青年文化夜校，
18岁至45岁的在穗青年能够以较低
的成本获得种类丰富的文化课程。课
程时间也考虑到年轻人工作和通勤的

实际，基本固定在每周五19时30分至
21时，频次则按照每周一节来安排。

“在课程的选择上，前期我们主要
通过问卷调研方式了解青年感兴趣的
课程内容，同时密切关注青年经常浏览
的社交平台来获取青年感兴趣的内容、
话题信息，再结合项目功能定位来设置
夜校课程。”欧小媛说，“通过充分调研，
我们根据青年反馈的需求不断对课程
进行动态调整，最大限度回应青年呼
声。”

归根结底，近期夜校的火爆，像是
中青年艺术教育需求的一场集中喷
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撕掉
标签，在生活的忙碌之余“喘一口气”，
去拥抱不一样的自己、解锁生活更多的
可能性。

学无止境引领社会风潮

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终身学
习是个体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浪潮澎湃
翻涌，从未停息。夜校的出现，便是这
滚滚浪潮上的一叶方舟，承载着无数年
轻人的求学之心越行越远。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
心副教授张华军看来，青年夜校的出
现，正契合了广大青年充实内心、提升
自我、追求梦想的精神需要，是他们主
动通过自我提升来寻求自我个性解放，
寻求学习共同体、生活共同体的表现，
更是我国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战略部署的生动实
践。

“夜校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传播和
交流的空间，实际上承担着一个重要的
使命，那就是为民众提供持续学习的资
源和空间，传播健康、积极向上的知识
和文化。”在张华军看来，通过夜校的学
习，年轻人不仅能习得新的技能、保持
竞争优势，更能丰富业余生活、充盈精
神世界，激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精

神风貌。“夜校不仅为社会民众提供多
元、高质的学习平台，更为终身教育提
供了可持续发展路径。”

广州青年文化夜校街舞进阶课的
学员小燕，便是通过夜校“圆梦”的年轻
人之一。回想起自己与街舞的故事，小
燕感慨不已。“从小我就爱跳舞，常常在
家里关起房门翩翩起舞。然而，因为圆
圆的身材，加上性格偏内向，我没有勇
气在人前展示舞姿，自然也没跟家里说
过要学舞蹈。”小燕回忆说，舞蹈梦就像
一颗没有发芽的小种子，一直被她深深
地埋在心里，直到与夜校“相遇”。

“从广州青宫公众号上看到夜校的
消息，深埋在心里的那颗小种子突然之
间被唤醒了，内心有个声音，‘我要报
名，我想学跳舞。’”加入夜校舞蹈班后，
小燕从一开始的四肢不协调，到“一节
课能跟着音乐连贯跳二十来秒”，她逐
渐体会到了跳舞带来的酣畅淋漓，“我
感到身体和心理的‘封印’被解除了，跳
舞的自己真的太酷了”。

对小燕而言，参加夜校的意义远远
大于学习跳舞这项技艺本身。“我今年
刚转换职业‘跑道’，从事自由职业，经
常感受到生活节奏和经济等方面带来
的压力。很多时间都是居家工作或是
照顾家庭，有种莫可名状的焦虑感。”小
燕说，“夜校圆了我的舞蹈梦，也给了我
一段放松身心的宝贵时光，让我可以和
同学们聊天放松、互相鼓励。”

张华军认为，正是“非学历化”特征
促成了夜校的“去功利化”导向，让广大
学员可以摒弃传统学业表现带来的焦
虑，更多享受学习过程本身。

“这实际上是在‘高效率文化’‘优
绩文化’的日常工作生活之外，开辟了
一个没有‘内卷’和‘内耗’的心理空
间。这个新的心理空间，为青年人自我
调适、自我疗愈、自我和解、自我突破、
自我成长，带来新的契机和可能。”张华
军说，“一些例如桥牌等社交性强、娱乐

性强的课程，能让年轻人在下班之后有
休闲娱乐放松的去处，给高压工作下紧
绷的神经‘放个假’。”

齐心协力方能越办越好

青年夜校的“多地开花”，不仅体现
了当代年轻人完善知识体系、丰富精神
生活的向往追求，更彰显着各地大力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文化艺
术资源“沉下去”的不懈努力。

在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任教老师大
多为该领域有口皆碑的老艺术家、老工
匠，例如，桥牌课的老师是中国桥牌协
会三星终身大师陆凯，京剧课的老师是
国家一级演员王玉兰，江南点心制作的
老师是五星级酒店大厨仲军，而其他一
些手艺课甚至请来了非遗传承人……

“越来越多的机构愿意跟夜校合作，为
学生们带来优质的教育资源，老师们也
能通过上课扩大影响力。”吴鹏宏坦言。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随着《关于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十四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关于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
政策文件的出台落实，我国公共文化建
设投入稳步增长，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
显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改
善，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良好
发展态势。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
立国看来，“夜校热”的背后，是中国城
市文化服务与社区教育创新的不断突
破，更是各地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可达性
和实用性的具象体现。

“当下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
新技术、新概念、新业态不断涌现。从
根本上讲，夜校能够帮助广大青年更新
系统认知、优化知识结构、开阔视野，是
学历教育之外满足广大青年学习需求
的重要渠道。从这个视角来看，夜校的
实践和探索，也给优质教育体系的构建
带来许多有益启示。”李立国表示，“在
未来文化建设中，应更加着眼于优质教
育资源与配套文化服务的下沉，满足各
类人群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这样才能进
一步激活人才发展活力，让每个人都获
得人生出彩的机会。”

李立国认为，夜校要长长久久、越
来越好地办下去，离不开多方协同、共
同发力。“面对这样一股‘夜校热’，社会
各界应当给予足够的支持，确保夜校对
人们来说不只是‘一时新鲜’，而是能做
到‘长久陪伴’。”李立国说，“通过打通
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各个环节，形成政
府统筹、教育牵头、社会参与的全民终
身学习机制，充分发挥高等学府、群团
组织、社会团体在跨领域资源整合与人
员组织方面的积极作用，让优质公共文
化资源惠及更多人。”

王禹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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