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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优质
青年夜校的重要吸引力

夜校为何能在年轻群体中“出圈”？公益、优质，是青
年夜校吸引力的重要方面。

在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一个季度12次课，学费仅需
500元，价格不高，质量却不低；在浙江省杭州市，多家
文化场馆开设青年夜校，一杯咖啡的价格就能上一堂高
质量的兴趣班；在湖北省武汉市，青年夜校于2023年
11月上线后，“0元学费，满分体验”的课程受到年轻人
的欢迎。

青年夜校并非个别大城市的专有现象。近年来，随
着《“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文件出台，
以夜校为代表的优质教育资源加速下沉，将更多公共文
化资源带进普通人的生活。

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形式，夜校始终承担着提升教育
水平、提高文化素质的社会职责。随着社会发展，如今的
夜校不断与时俱进。从非遗制作到短视频剪辑，从传统
茶道到手冲咖啡，新颖多样的课程，折射出夜校在创新发
展模式、走近年轻群体等方面的努力与尝试。

2023年7月，广东省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开办青年夜
校。课程开设前，青年文化宫面向18岁以上青年通过电
子问卷的方式开展需求调研，重点调查参加动机、课程偏
好、时间要求等，经过一个多月的课程探索和需求调研，
青年夜校“发展兴趣爱好”“促进人际交往”等功能定位基
本确定。

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课程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
式上都要灵活、丰富。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副主任欧小媛
介绍，在课程类型上，设置了主题公开课和主题进阶课。
主题公开课侧重知识普及，拓宽知识边界；主题进阶课则
侧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用8节系列课程帮助青年掌握
一项技能。不管是公开课还是进阶课，都相对固定在每
周五晚上7点半到9点，按每周一节（次）的频次来开
展。这也是年轻人“票选”出来的理想上课时间和时长。

在夜校，年轻人既能充实生活、增长技能，还能收获友
谊。香港青年刘芷玮此前参与过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的活
动，这次得知青年夜校开设公开课“岭南押花艺术”，第一
时间报了名。“不少香港同学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来夜校学
习，也是与内地朋友沟通交流的好机会。”刘芷玮表示。

精准、实效
课程设计着眼时代需求

青年夜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青年群体艺
术教育的空白，也是各地文化机构从供给侧入手，丰富文
化供给样态的重要体现。

安次区文化馆馆长孟庆伟介绍，文化馆常年开设公
益培训班，但由于开班时间都在工作日白天，来的大多是
一些退休老人。“我们开设的都是艺术普及课程，很多年
轻人也感兴趣，但没时间来。”如何让上班族也有学习的
机会？“在各地‘夜校热’的启发下，安次区探索开办‘艺术
夜校’，在晚间时段为18岁以上、55岁以下的中青年提供
艺术普及课程，通过错峰学习的方式更好地满足年轻人
的需求。”廊坊市安次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海
斌说。

“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施行后，文化馆的夜
间培训就已经开始了。2021年，我们正式开设了针对20
至45岁的青年班。”成都市文化馆艺术普及工作部主任
刘砺介绍，“在传统课程之外，我们还推出课时更短、更能

满足大众兴趣的主题特色班，比如春夏季有针对清明节
的课程，冬季则开设年俗文化体验班。”刘砺说，不久前，
文化馆总校的夜间培训课程开始线上报名，27门课程名
额瞬间被“秒”光。

青年夜校的开设，拓展了艺术普及空间，也为全民艺
术普及工作营造了良好氛围。“以青年夜校为代表的公共
文化空间是一个平台，为了让更多人群就近享受、积极参
与高品质文化活动，推动全民艺术普及，还需要进一步增
强文化服务的精准性、实效性。”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副教授董子铭表示，不只是青年夜校，当下，从家门
口的城市书房，到乡村的农家书屋，从博物馆、美术馆，到
艺术节、戏曲节……在我们身边蓬勃生长的文化现象，几
乎都是全民艺术普及的硕果。“全民艺术普及的开展、实
施，是贯彻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具体实践和有力
支撑。各地开设夜校课程的文化机构所倡导的体系化、
标准化、建立反馈和评价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服务等
内容，正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所要求的。”董子铭说。

升级、扩容
夜校“长红”的必由之路

某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夜校”的搜索量同
比增长980%。火热数据，折射出各地青年夜校近年来
主动求索、积极作为的成效。但也要看到，目前夜校发展
还存在一些亟待补齐的短板，例如，师资力量参差不齐、
招生数量规模较小等。针对这些问题，不少夜校通过提
升软硬件条件，提供更优质、更丰富的文化产品。

为确保课程质量，广州市青年文化宫聘请了一批行
业专家担任青年夜校的专家导师，持续为青年夜校的课
程提供专业指导和内容保障。课前，围绕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与授课导师进行充分沟通；课中，安排工作人员随堂
听课；课后，组织青年学员进行教学评价，力求对课程质
量的全过程把控。

随着热度持续攀升，夜校场地和服务时间都接近饱
和，“抢课难”的矛盾愈加凸显。“我们还私下建了群，一有
课程放出，谁看到就赶紧转到群里。”广东省江门市台山
市的中学教师谢嘉娜透露自己在当地青年夜校的抢课妙
招。“成都市文化馆总校的夜间培训课程抢课开始后第一
秒，平台的点击迸发量就达到每秒26万次。”刘砺介绍，
下一步文化馆将会在课程的可选择性、上课时间等方面
作进一步调整，同时也会探索更多元的开课时间段，让优
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为了进一步解决青年夜校“一课难求”的现状，多地
夜校持续“扩容”。在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从最早只有1
个总校，目前已扩展到143个教学点，覆盖全市16个区；
在广东，21个地市均已试点开办至少一所青年夜校，中
山、梅州等地在部分街道、区县开办青年夜校；在武汉，全
市目前已有12个区开设青年夜校。“下一步将不断完善
夜校的服务供给，扩大夜校的地域范围。”武汉团市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当下，为进一步呵护好这股“夜校热”，相关部门需要
在优化政策环境、整合社会资源、提升利用质效等方面下
足功夫。“从总体来看，城市公共文化资源尤其是丰富青
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场所平台仍然比较稀缺。各地应坚
持规划引领，强化资金支持，依托街道、社区等，改扩建更
多的活动场地和平台，同时招募高校退休教师、职校教师
等力量，让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为更多青年提供学
习机会。”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尚重生表示。 据人民日报

吸引大批年轻人参与

为何一课难求夜校

重庆预计年内
打造30所青年夜校

据统计，重庆14周岁—35周岁青年户
籍人口约900万，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
26%。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必然活跃着
一群奋斗不息的青年人，两者双向奔赴才
能共创更好的未来！

今年3月，《共青团重庆市委关于加
强青年夜校建设管理的指引》（以下简称
《指引》）发布，这也是对重庆青年夜校的
首个指导性文件。《指引》对各区县团委主
导实施开设青年夜校的定位、功能和管理
进行了规范和强化。根据共青团重庆市
委的规划，预计年内将在全市打造30所
青年夜校。

其中在深化夜校课程方面，将聚焦青
年创业能力、数字职业、制造产业、平台经
济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技能提升需求，面
向青年提供各类就业创业培训。

鼓励结合青年喜好开设开展音体美、
琴棋书画等传统艺术课程，探索开办舞蹈、
戏剧、影视、主持、瑜伽、健美操、插花、茶艺
等热门课程，引导青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中树牢文化
自信、提升文化素养。

同时还鼓励通过开设咨询热线、优化
“青春重庆”“青呼我为”功能等线上渠道，
更加及时、精准地了解和回应青年需求。

接下来，重庆将推动全市域青年发展
型城市建设工作融入城市发展战略，在城
市定位、功能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
方面考虑青年需求，在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更新过程中体现青年元素，推动城市宜
居品质和青年生活质量“双提升”。

据新重庆-上游新闻

“夜校”，这个听起来似乎已是“过去时”的
教育形式，如今正以新姿态“闯”进年轻人的夜
生活。提供夜校培训课程的文化馆、美术馆等
文化场馆也努力升级、扩容，让人们有机会在
忙碌的工作之余，找到自我提升的机会。

相关

在武汉市汉阳区四新街道梅林都汇社区二楼
共享自习室，课程教师汪阔林（左一）在指导学员
弹奏尤克里里。 新华社发

学员在济南市图书馆创办的市民夜校学习
烧箔技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