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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

“我一下班就赶过来上广彩课，真的太

好玩了。”周一晚上，专门前来广州市青年

文化宫参加“青年夜校”的张宇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以前下班之后，经常无所

事事，躺着玩手机。这次，他与近百名同龄

人一起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感受广彩的

独特魅力。他很感谢“青年夜校”提供了这

么好的平台，让他从此对下班后的生活有

了新期待。

今年 9 月，为满足青年对理论提升、

文化生活、素质教育、技能学习、身心健

康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团广东省委在全省

部署开展青年夜校工作，组织各地市常态

化开展有益课程活动。“让更多青年在业

余时间有新追求、好去处，吸引更多青年

主动提升自我、拥抱新时代。”团广东省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年夜校”的建设工作由市、县两

级团委牵头，统筹整合公共场所资源，积

极争取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合理引入专业

的社会力量，探索青年夜校+“理论宣

讲”“文化交流”“才艺展示”“婚恋交

友”“技能提升”等模式，打造联系服务

青年新载体。

据统计，目前广东省 21 个地市均已

试点开办至少一所“青年夜校”，中山、

梅州等已在部分镇街、区县开办“青年夜

校”。截至目前，广东省各级团组织常态

化开设文化、才艺等课程 100余班次，累

计服务青年近万人次。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让青年的

幸福感大大增强。随着各地“青年夜校”

火出圈，不少年轻人正以一种不同以往的

方式，打开自己的夜生活。

“一般都秒没，这次能抢到太幸运

了。”黄登科抢到了中山市东凤镇“青年

夜校”最火爆的课程——中医养生课。而

“秒没”的背后，是 9 元一节的公益价、

10 年摸索创新的积累、16 名团队成员的

付出，以及 139名东凤青年的热情。

每当“青年夜校”有新课程上线，学

员名额基本在上线当天就被抢空。中山火

炬开发区中山港街道团工委委员郑家平透

露，“青年夜校”的学员多为上班族，也

有宝妈、大学生等，因此上课时间大多定

在工作日晚上或周末。“虽然到课没有强

制性，但学员的出勤率均在 90%以上，大

家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很高。”

《中山“青年夜校”建设工作指引》

显示，中山市各基层团组织从课程设置、

师资整合、制度建设、资金来源、宣传推

进等方面明确创建标准和要求，机制化建

立评价激励、试点选树等工作。其中，中

山市南头镇“青年夜校”由团市委争取市

人社部门资源支持，整合中山市技师院校

师资，依托乡村振兴技能人才服务站阵地

试点打造，初步开设“粤菜师傅”广式面

点制作和网商运营课程，采用青年夜校+
“技能提升”“乡村实践”双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中山“青年夜校”学

员成绩合格，除了可以获颁结业证书，其

子女还可参加中山市“积分入学”，每门

课程积 3分，每人上限 15分。

在佛山市禅城区惠景社区，中国艺协

陶艺考级监考官周瑞祥担任了“青年夜校”

的陶艺课教师。他说：“大家很喜欢‘石湾

红’的茶具，我也非常愿意帮助‘青年夜校’

的同学们结合实践，感受佛山的文化和历

史。”周瑞祥在佛山长大，从小就备受石湾

陶瓷文化熏陶，如今长期致力于石湾陶瓷

文化的培训和推广，下班后，他还会在夜市

上摆摊售卖自制的陶瓷器皿。

团佛山市委依托市青年文化宫开办的

“青年夜校”培训班，与佛山开放大学等

合作，开设普拉提、电钢琴、中国舞等课

程，在周五周六晚教学，课程周期 2至 3
个月，学员每人仅需缴纳 99元至 184元的

课程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青年夜校”

课程中很多都有“名师”坐镇，包括非遗

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一级健美操运动

员等，因此报名十分火爆。广州市青年文

化宫副主任欧小媛承诺：只要报名，就可

以实现免费“拎包”入学。

欧小媛介绍，他们面向 18 岁以上在

穗青年 （含港澳青年） 招生。广州“青年

夜校”将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持续聚焦青

年方面的需要常态化开展。广州通过整

合、筹措企业捐赠等资源支持解决“办

校”成本，邀请名家大师、专业老师到场

公益授课。

据介绍，广州青年文化夜校有主题公

开课和主题进阶课两类，公开课有艺术、

文化、体育类等，进阶课侧重理论和实践

结合，目前开设了街舞和吉他课。如 11
月公开课的主题是“运动 （唤醒多巴

胺） ”，有棒球、花式篮球、尊巴和咏

春，让青年接触多元的体育文化。

怎样用手机拍出高级感？为了避免

“被男女朋友、广大亲戚嫌弃”，团云浮市

委特地推出“青年夜校”的手机摄影课。

工作忙得团团转？可能是方法不对

头。汕尾“青年夜校”请来全脑潜能开发

师，为青年干部职工分享用思维导图高效

规划工作。

团深圳市委以市团校为主体，成立

“青年夜校”建设工作小组，统筹整合各

阵地资源，开展“青年夜校”各类活动。

现场动感的音乐、即兴发挥的自由空

间、大家发自内心的专注和热爱，让在场的

所有人感受到 HipHop 带来的温暖和欢

乐。东莞“青年夜校”的街舞体验、烘焙、咖

啡品鉴等课堂，进一步满足当代青年“自我

提升”“解压”“社交”等成长需求。

团珠海市委依托南屏科技工业园青年

之家挂牌建立“青年夜校”。每周一“夜

间律所”由市司法局安排驻点律师，提

供劳动争议、家事纠纷、民商事纠纷等

方面的咨询内容，每周二“夜间诊室”

由市内各医院骨干医生轮值，开展各科义

诊项目。

茂名“青年夜校”古韵悠扬，老师现场

演绎了《关山月》《神人畅》，分享了《古琴

的初认识》，让大家对古琴的结构有一个

初步的了解，更是令人深悟古琴的丰富文

化内涵。

在惠州“青年夜校”，以沙盘为载体，以

时间为轴、人物事件为点，全国百强讲师赵

兴刚带领各小组成员模拟角色在不同时期

的抉择，进行趣味答题积分，让党课学习

“活”了起来。

揭阳“青年夜校”的课程清单通过网络

投票决定。首期课程邀请专业人员讲授“短

视频剪辑”，采取线下授课+线上直播方式

同步进行。

湛江“青年夜校”邀请不同领域的专

家，为社区青年讲授非遗、文体、创业、育儿

等方面的知识。

如今，青年群体对于多元文化的需求

日益增长，但时间和经济成本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他们的需求。“青年夜校”的

公益属性，让青年以低成本获得种类丰

富的课程服务，助力青年提升技能、增

长“本事”。

广东“青年夜校”持续为青年“充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一迪

安静沉寂的夜色中，一股股青春的生

机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中涌动：拨动吉他

琴弦的动人旋律、敲击非洲鼓的铿锵鼓

点、表演单口喜剧的阵阵欢笑、品茶茗香

的淡雅香气……这些曾被冠以“学历提

升”“扫盲”名号的地方成了年轻人“都市

中的小清新”。

夜校是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以下简称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于 2016年开设的公

益性培训项目。相较去年而言，上海市民

艺术夜校今年在开设点位和课程数量上

都出现了倍增的情况，覆盖 143 个点位的

390 门课程和 1 万个培训名额很快被抢

空，高峰时超过 65 万人同时在线抢课，且

学员中 80 后、90 后人员占比 80%，成为夜

校生源的主力军。

来自某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平台上“夜校”的搜索量同比增长 980%，

相关 笔 记 评 价 数 同 比 增 长 226% ，“ 上

夜校”的热度还在不断刷新。

“下班后上夜校”如今已成为全国各地

青年的新兴生活方式。

报名上吉他班要拉“抢课群”

“开办夜校的初衷是为了给更多市

民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优质的课程，让他

们走进市民艺术夜校，提升审美情趣和

生活品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

徐皓说，除了老年大学中常设的传统七

大艺术门类，比如音乐、美术、舞蹈、书

法外，上海市民艺术夜校还设置了很多

与生活时尚艺术相关的课程，比如服装

搭配、皮具制作、钩针编织等，还有与年

轻 人 职 场 技 能 提 升 相 关 的 课 程 ，比 如

PPT 优化、职场礼仪、主持朗诵等。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

洪波认为，青年热衷上夜校的现象并非偶

然，“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工作节奏快、生活

压力大，上夜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压

力，满足精神需求；同时，发展兴趣爱好也

能激活年轻人自身多方面才能，提升社会

竞争力。”

报名上了吉他班后，从事销售工作的

80 后陈静方终于把“在角落里吃了五六

年灰尘”的吉他拎了出来。为了抢到这门

课，她和四五个好友拉了一个“抢课群”，

分享抢课攻略、定时互相提醒。

“500元 12节课，一节课 90分钟，比市

面上培训班的价格低十几倍。”陈静方说，

“这里的老师上课不仅教大家一些歌曲的

弹唱，更多是传授一种学习方法，现在基本

上简单的曲子我们练习后都可以弹唱。”

除了超高性价比，夜校吸引她的还有

轻松、减压的氛围。

“平时上班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下班

后来到这里，共同弹唱一首歌，虽然技法还

不成熟，但是那种愉悦感是无可比拟的。”

在陈静方看来，上夜校是一种“反内卷”的

生活方式，也是给自己充电，“做热爱的事

情，能够给自己注入正能量，同时也能把能

量传递给身边的人”。

“长期以来，与青少年和老年群体艺

术教育的火热发展态势相比，中青年的

艺术教育却相对遇冷，我们希望让中青

年参与到文化活动和艺术培训中来。”徐

皓说，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的教师大多来

自社会上的专业机构，随着社会对夜校

关注度的不断提升，也有越来越多来自

国家单位、院团和协会的专家、教师等

加入进来。

撕掉标签，尽情感受“都
市中的小清新”

既要研究每节课的课程内容，又要排

班做课程表，还要计算好单位到不同上课

地点的距离，为了能到夜校“喘口气”，不少

年轻人做起了“时间管理大师”，报了好几门

课，把自己下班后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90 后程序员于勇立在夜校报了 3 门

课：非洲鼓、绒绣和戏剧表演。集中精神敲

了一天代码，身心疲惫的他更期待能在夜

校“点亮”大脑的另一个区域，让精神在另

一个维度得到放松，接受到艺术的熏陶。

“上这些课程需要全身心投入，当你进

入状态后，仿佛是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他认为，大脑的放松与身体上的放松同等

重要。

走进空旷的剧院式教室，被明亮轻快

的鼓声所包围，铿锵顿挫，时急时缓。一位

教师带着 25 名学生齐声敲鼓的冲击力让

于勇立有置身广袤非洲大草原的感觉，他

的脑海中浮现的是草原上动物大迁徙的壮

观场景。

于勇立在法国学习生活过 7 年，接触

到非洲艺术，心中萌生了对非洲鼓的向往。

在网上看到夜校的报名信息后，他决定让

这颗种子发芽。

“其实我不是带着扩大社交圈的心态

来的，而这种‘去功利化’的心态为我收获

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友。”于勇立说，结束

夜校的课程后，和这里的朋友一起玩鼓、看

老师演出，是更令人期待的事情。

“在这里，年轻人可以卸下繁重的工

作，不论身份和职业，因志趣结交朋友。”徐

皓看过很多学员给夜校寄来的感谢信，其

中一个学员的评价让他印象深刻，这名同

学形容夜校是“城市中的小清新”。

撕掉标签，走进课堂，除了学员可以在

夜校得到精神的滋养，青年教师同样能收

获日常教学以外的惊喜。

平时专心于茶道的 80后教师孙燕芳，

第一次在同一个平台找到如此多与中国传

统文化相关的课程。“其实茶艺涵盖的内容

非常丰富，比如煮茶、焚香、挂画、插花，我

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其他相关专业的老

师交流合作，促进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合与

发展。”

孙燕芳计划在最后一节课举办一个

“无我茶会”，意在不论身份、地位、金钱等

世俗因素，回归茶本味，这个提议让不少同

学充满期待。

针对上夜校男女青年“二
八开”现象精准施策

“自 2016 年开设市民艺术夜校以来，

从一个主校区，到联动全市 16 个区文化

馆和其他特色点位，比如公共文化场馆、

社会专业机构、院团、社会新空间等，上

海市民艺术夜校探索出一条市民美育的

新路径。”夜校项目总联络人杨玲芝说，

如今，夜校的公共文化服务将进入“3.0
阶段”。

为了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并不断提

升文化服务质量，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与上

海教育评估协会合作开展满意度测评、教

师教学过程监管，对受欢迎的点位和课程

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将更多优质课程辐射

到更多区域点位。

据徐皓观察，除了出现课程开放名额

供不应求的问题，夜校中男女青年性别比

存在着“二八开”的现象，即来夜校的年轻

人中女青年占比八成。

他分析，除了男生抢课手速可能没有

女生快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缺

少适合男性的课程内容。因此，夜校和棋

牌院开展合作，打造桥牌、围棋等类别的

课程，让更多男性参与进来，均衡夜校性

别比例。

“夜校是重要的公共文化传播和交流

平台，通过精准把握青年需求，设置多元的

课程内容，创新授课

方式，建立起丰富互

动的夜校生态体系，

可以让优质的文化资

源惠及更多青年，为

市民终身教育提供可

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王洪波说。

夜校成上海青年“都市中的小清新”——

收拾好“办公桌”奔向“小课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崔 丽

“双手托天理三焦，左

右开弓似射雕……”

家住广州市越秀区的

白领林婷，最期待每周二

下班后，前往家附近的老

年大学。1998年出生的她，

跟着一群爷爷奶奶学习八

段锦，“一开始觉得八段锦

节奏慢又无聊，但学了之

后发现，它不仅能帮助我

强身健体，还培养了我遇

事冷静的好心态”。

不少像林婷一样的年

轻人，因兴趣来到老年大

学、市民夜校等地，开始解

锁夜校新生活。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

习，林婷已能行云流水般

打出一套八段锦动作。她

坦言，最初报名时“没有想

太多，只觉得价格低、有意

思，至少下班后能动一动，

不再老是窝在沙发里”。

刚来到老年大学时，

林婷不免有些尴尬，25 岁
的她大幅度拉低了班级里

的平均年龄，大多数同学都

是 60岁以上的爷爷奶奶。

老人们很开心林婷的

加入，在她跟不上节奏、做

不好动作时给予耐心指导，

课间休息时招呼她一起聊天，“知道我没

有男朋友，奶奶们还热心地给我介绍”。

在夜校学习中，林婷发现自己慢慢

被改变、被治愈。那时，她正遭遇职场“瓶

颈期”，刚迈入职场两三年的她，面临着

绩效与晋升的压力，“好像因为身在职场

整个人都不好了”，她患上了颈椎病，情

绪变得敏感易怒。

在刚柔并济的八段锦训练中，有一

天，林婷突然释然了：“或许慢慢来，也挺

好。”受到她的影响，几个同事也爱上了

八段锦，他们一同报名了相关课程，和林

婷一起开始了夜校新生活。

上夜校，有的人是为舒缓压力，有的

人则为热爱和兴趣。在上海工作的白领潘

颖，喜欢下班后和同事约去酒馆小酌一

杯，她参与了由专业调酒师开设的调酒体

验课程，“老师会从基酒知识讲解到调酒

技巧，结合个人口味偏好来安排实践”。

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在潘颖看来，

原先约着吃夜宵、去酒吧的朋友突然变成

了“同学”，“夜校就像是成年人的少年宫”。

年轻人的兴趣呈现出地域化特征。

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充分结合本地特

色的兴趣课程最受消费者喜爱。近一个

月，“方言培训”关键词的热度同比提升

33.3%，例如上海的沪语课、杭州的杭州

话普及班，授课老师多是语言学出身，会

引导学员用系统性的方法探索当地方言

基本语调的由来。

业内人士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夜

校是一种利用晚上非工作时间进行再教

育的教学模式，受到许多年轻人的欢迎，

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劳动者技能提

升。而如今夜校的回归，意味着中青年对

于艺术教育的需求迎来一轮新高涨。

今年 9 月，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开设

的“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有 65万
人在线“抢”1 万个课程名额，全部“秒

空”。报名的学员中，年轻人占了大多数，

抢着下班以后去上夜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目前，

上海等地将夜校作为“为民办实事”的公

益项目大力推进，动员起文化场馆的力

量，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上海夜校的老师，大多是在垂直领

域有口皆碑的老艺术家和老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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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海有 63 项国家级非遗保

护项目，251项市级的非遗保护项目，区

级的非遗项目有近 800 项，上海夜校从

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并将传承

人请来上课。

四川省成都市文化馆从 2021 年开

始，开设了针对 20-45岁青年的课程，包

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摄影、文学、园

林等艺术 8 大门类。成都市文化馆新馆

特别设计了街头艺术空间黑匣子剧场、

沉浸式体验厅等，满足年轻人的文娱需

求。来自“文化天府”App 的数据显示，

2023 年秋季抢课开始后 1 秒钟，平台即

达到 26万次/秒的点击量，5分钟左右多

数课程即被抢光。

而在一些城市，夜校仍然以商业机

构为主导，师资、收费各异。记者进入多

个与“夜校”相关的群聊，每个群都有数

百人在交流课程需求，低价普惠的“夜

校”颇受年轻人青睐。

今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条例》提出，公共文化设施

应当根据其功能、特点以及服务对象的

需求，合理确定开放时间。开放时间不得

少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最低时限。鼓励

延时开放、错时开放、夜间开放。公共文

化设施在公休日应当开放，在国家法定

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应当适当延长

开放时间。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整合资源，支持综合文化中心、综合文

化室因地制宜、贴近群众，为各年龄段人

群提供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

产品、文化活动和其他相关服务。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王文说，自己

家附近的文化场馆提供的课程时间多集

中在工作日，与上班时间有所冲突。“年

轻人对夜校等文化活动的需求正日益高

涨，希望家附近能有一个收费合理、有趣

有用的夜校。”她期待着。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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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青年夜校”，一些年轻人在学习街舞。 团广州市委供图在广州“青年夜校”，一些年轻人跟着非遗老师学习广彩知识。 团广州市委供图

结束夜校课程的学员走出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一迪/摄

扫一扫 看视频

一些年轻人正在学习咖啡课程。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供图

一些年轻人在夜校学习顾绣。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供图一些年轻人在夜校学习淮剧团舞剑课程。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供图 一些年轻人在夜校学习淮剧团团扇课程。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供图

一些年轻人在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上古琴课。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