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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课”接力“夜校”
公共文化服务也讲“坪效”

3月20日晚6点，上海社科院历史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于广博士早早来到
徐家汇书院三楼，为自己的首场“文明
夜课”作准备。当天夜课的主题是《何
以母亲河：上海“一江一河”的历史探
源》。晚上7点，听众们陆续走进讲堂，
夜课准时开讲。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每一个公共空
间在使用上都讲求更优解，公共文化空
间也是一样。“文明夜课”所在的徐家汇
书院，是一个设计独特、颜值超群的复
合型图书馆。2023年1月1日开馆以
来，迅速成为海派文化新地标，深受市
民游客喜爱。2024年3月，徐汇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迁址徐家汇书院三
楼。“那时候，书院的一楼和二楼作为公
共图书馆，已经延长开放至晚上9点，
很多市民游客会在夜晚前来阅读或打
卡。我们就想，能否把三楼的空间也利
用起来，给大家提供更丰富的‘夜文化’
体验。”徐汇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黄琴说。

在“文明夜课”启动之前，上海的
“市民夜校”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运
动健康、语言培训、生活技能……各类
课程实行公益性收费，经常“一课难
求”。“我们经过调研，决定与夜校形成
错位，提供差异化服务。夜校偏兴趣和
技能培训，夜课偏知识和人文素养提
升，大家可以免费来听，全方位满足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黄琴告诉记者。

打开徐汇文明小程序，可以发现
“文明夜课”在课程设置上更倾向老少
皆宜的内容，既有现场演奏的音乐思政
课，又有边玩边学的非遗手工体验课；
不仅能和科普大V零距离解密科学，还
能听社科专家细说城市历史脉络……
据介绍，2025年的“文明夜课”覆盖“美
育、思政、科普、阅读、文化”五大板块，
课程包括科学思维、声音魔法、海派文
化发展等，通过系列课程打造一个既有
趣又有料的学习空间。

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践
部部长张卫至今记得2024年5月第一
次开课时的情形。“首次开课没有太多
预热，担心听众不够多、会冷场，没想到
原先安排的70个座位很快坐满。楼下
读者听说三楼办讲座，又陆续来了30
多人，后来把楼下阅览区的椅子也借了
过来。市民们对优质夜课的热情超出
我们想象。”

“夜课和夜校，定位虽有不同，但底
层逻辑一致：即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公共
文化空间，满足市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商业零售空间中常用的‘坪效（单位面
积销售额）’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公共
文化服务的成效。”上海社科院青年学
术交流中心主任、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室
副主任曹祎遐说。

提升市民文明素养
课程设置亲民又接地气

“小朋友们，为什么科学家寻找外
星生命时，总是要先找水呢？”在科普系
列文明夜课《寻找太阳系中的外星生
命》即将结束时，科普作家汪诘抛出当
晚最后一个问题。

话音刚落，数十位孩子齐刷刷举起
小手，争抢着回答。

这天是上海市民张妍第四次带
孩子参加“文明夜课”。“孩子是汪诘
老师网络科普课的忠实听众，听说汪
老师会来徐家汇书院上夜课，孩子自
己找我帮忙报了名。”张妍说，“我们
是从浦东过来的，课程时间设置非常
友好，方便家长下班后陪着孩子一起
学习。”

记者在现场看到，能容纳200多人
的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大多是一家三
口的“配置”。今年上小学三年级的吴
骏彦已是一位“夜课迷”，他一边听课一
边记下知识点，一张认真的小脸红扑
扑。

“我喜欢上夜课，这里有我很好奇
但在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吴骏彦说，
比如他最爱的太空科幻，“虽然看书或
者上网也能了解这些内容，但上夜课能
和老师面对面交流，感觉更有趣。”

来自市民听众的反馈，体现了“文
明夜课”的特点：在提升市民文明素养
方面，课程设置更系统、更亲民、更接地
气。

随着欢快的弦乐三重奏响起，“文
明夜课”2025年的音乐思政首课《以音
为媒 漫步“永不落幕的音乐街区”》开
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肖阳博士在
音乐声中讲述音乐与街区的故事，上音
的学子也来到现场，带来民乐重奏《喜
洋洋》《金蛇狂舞》，给听众带来沉浸式
的学习体验。

“从游戏的背景音乐到国产动画
电影《哪吒》的配乐，当下很多年轻人
对音乐感兴趣。”肖阳说，“文明夜课”
是一个很好的载体，通过现场演奏教
学的方式，让音乐不仅于“好听”，也让
市民了解到音乐创作的规律以及背后
的故事。

从事半导体行业的80后凌云是妥
妥的理工男。但一下班，他的身份切换
为音乐爱好者、文艺男青年。从《让西
方乐器开口“说中国话”》到《诗画如音
的中国艺术歌曲》，“文明夜课”中的音
乐类课程让他着迷。“对音乐的鉴赏知
识，在网络上也能碎片化地获取。但

‘文明夜课’系统性的课程设计，从歌曲
的起源讲到发展脉络，让我感觉收获更
大。”

据了解，2025年徐汇“文明夜课”
计划授课117次，平均每周开课2到3
次，以有节奏、互动式的课程，为市民提
升文明素养提供丰富选择。

走出书斋走出院所
与市民群众“共学共创”

以高质量的课程吸引听众，这是
“文明夜课”可持续的关键。如何做到
“有趣又有料”，对主讲人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

在“文明夜课”的主讲人名单中，不
仅能看到职业作家、高校老师，还有专
注于各个领域、平日较少露面的学术研
究人员。

负责文明夜课“都市意象”系列
课程的曹祎遐，身上有一个新头衔：
课程“主理人”。曹祎遐告诉记者，

“主理人”模式类似商业的“买手店”
思维，“这和单纯安排一场讲座不同，
我们希望市民听完这个系列的课程，
能获得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
邀请什么样的主讲人？选择哪些课
程内容？这都需要‘主理人’去思考
和组合。”

对于主讲人来说，走出书斋、走出
院所，面向大众讲授专业知识，也是
对自身的一个考验。“夜课如何讲得
好，首先需要我们把专业知识融入听
众熟悉的生活语态中。比如音乐类课
程，通过生动的音乐演奏和通俗易懂
的讲述，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学到知
识，实现从日用不觉到日用终觉的转
变。”肖阳说。

市民听众的热情互动，也会给主
讲人很多启示和鼓舞。在讲完《何以
母亲河》课程之后，一位来自江南造
船厂的老先生，上台拉着于广讨论起
上海城市发展史。“很多人以为上海
只是在1843年开埠后才逐步发展成
国际大都市，之前就是一个小渔村。
这种说法不对，实际上唐宋时期上海
地界上的青龙镇就是当时的贸易大
港……”市民听众的专业性让于广感
触颇深。

加入“文明夜课”之前，汪诘与团队
主要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网络平台进
行科普。“上了夜课后，我与团队有了一
个固定的线下讲堂，能接触到更多不同
的听众群体。与现场听众的互动，帮助
我们将科普知识的传播变得更为‘老少
通吃’。我们计划在之后的夜课中加入
更多互动环节。”

今年暑假，汪诘担任编剧和导演的
科普电影《寻秘自然：时间的形状》即将
全国公映。“这部电影中，有15分钟左
右的内容就拍摄于去年的一次‘文明夜
课’。”汪诘说，“我们将当天来听课的同
学都署名在电影演职员表中，是大家一
起完成了这部电影。”

“文明夜课”
星空下的双向奔赴

“1910年的徐家汇观象台长什么样？”“钢琴传入中国后，是怎么‘入乡随
俗’的？”……当暮色浸染繁华的上海徐家汇商圈，一场场生动有趣、丰富多元
的夜课在徐家汇书院开讲。从历史长河的探源到宇宙奥秘的追寻，从现场互
动的非遗手作体验到声情并茂的音乐思政课，上海市徐汇区推出的“文明夜
课”，用“错峰共享”模式激活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让专业学者、民间达人和市
民百姓在星空下开启双向奔赴。

年轻人为何爱上“夜课”
“夜课”，这个充满怀旧色彩的词

汇，如今正在悄然融入众多年轻人的
夜生活，成为他们需求自我提升、丰富
业余生活的新选择。

在这些被称为“夜间学堂”的地
方，年轻人是怎样寻找属于自己的成
长路径的？在当下的“新型夜校”里，
哪些课程最受大家的青睐？

晚上7时10分，在位于江苏徐州
的新沂青年夜校，学员们正专注地在
吉他课上学习弹唱技巧，“95后”的上
班族孙敬波就是其中之一。

他表示，白天工作对着电脑，晚上
弹吉他特别解压！这里老师专业，还
能认识一群兴趣相投的朋友，比在家
刷手机有趣多了。对孙敬波来说，“低
门槛、高趣味”这是青年夜校吸引他的
原因之一。而课程价格也同样亲民，
单节课费用不超过30元，让他和更多
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可以无负担地根据
兴趣选择喜欢的课程。

不仅仅是吉他，舞蹈、茶艺、羽毛
球……自去年 2 月开办以来，新沂青
年夜校已累计开设了 40 多门多元化
课程，成功在年轻人中掀起了一股“夜
校充电”的热潮，截至目前，青年夜校
已吸引超过4100人次参与。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青年夜校
的课程预约常常“一课难求”，甚至有
外地年轻人慕名而来。新沂青年夜校
的负责人张宝宇说，学员中“90后”“00
后”占比超八成，文化艺术、健康运动、
技能提升是他们热爱的“爆款”课程。

青年夜校就像是成年人的兴趣
班，在河南郑州，许多年轻人也会选择
去夜校给自己“充电”，或是学一项技
能，或是培养新的爱好。

夜校为什么能在年轻人里火出
圈？在郑州市金水人才服务中心运营
人员刘爽看来，与几十年前的传统夜
校相比，如今的夜校更像是一个包罗
万象的“兴趣宝库”。课程设置紧贴群
众需求，职业技能、兴趣培养一站式覆
盖，以“15 分钟步行圈”精准布局，满
足青年人 15 分钟家门口上夜校的学
习需求，成为家门口的“充电站”。

据新华每日电讯、央广网等

纵深

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爵士舞课程的学员们在上课。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老师指导学员画国画。

““文明夜课文明夜课””现场的音乐演奏现场的音乐演奏。（。（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