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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这个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用于学历提升的社

会教育形式，最近可是火出了圈。区别于先前的是，如今的夜校已

不再枯燥乏味，取而代之的则是多元化的兴趣课程，不论是美术创

作、乐器弹奏，还是非遗技艺、传统手艺，又或是运动健康、瑜伽健

美，统统有机构开设。除此之外，价格低也是当今夜校的一大特

点。相比于学费动辄上千上万元的日常培训课来说，夜校的大多

数课程学费仅需几百元。虽说两者教学深度有所不同，但对于当

代年轻人来说，能通过夜校让自己在感兴趣的课程里入门就够

了。夜校，以它独特的优越性吸引着众多年轻人入圈。大城市里，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的生活方式已然跃升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新

时尚。

最近，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因超65万人争抢近1万个课程名额爆

火。与此同时，北京一些机构相继开设的夜校里，不少课程的报名人

数已满。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关键词“北京夜校”后，各式各样的课

程琳琅满目，发帖作者大多是机构负责人，不少帖子都是直接以课程

信息表作为封面，整个页面看下来像是面广告墙。记者点开一篇热

帖看到，作者发布的信息涵盖声乐舞蹈、绘画摄影、调酒烘焙、演讲表

演等多门课程，帖子下紧跟的是上千条评论，“授课地点在哪？”“海淀

区有吗？”“怎么报名？”“怎么联系啊？”……面对网友的提问，作者几

乎每条都有回复。进入主页，“夜校咨询10号群”的二维码被挂在了

置顶位置，每群限额500人，这意味着平台上已经有超过4500人加入

群聊咨询了解作者推广的夜校。类似的情景在平台其他夜校机构的

主页也能够看到。

在数不胜数的夜校大军里突显自己绝非易事。为吸引顾客，

夜校机构也在想方设法地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是北京

首家开玻璃首饰制作的。”夜校机构负责人说，现在网上夜校的信

息太多了，很多课程都是雷同的，有必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来。类

似想法的夜校还有不少，他们的课程内容越发新奇，授课形式也

越发有趣。位于丰台区方庄的一家商业机构里开设了缝纫课，老

师手把手教学员使用缝纫机，用小布块练习缝线，在一次又一次

的实践中学习，最后以制作成型的衣服作为结课作业。“因为我肩

膀有些厚，所以不太适合做吊带，我就改成了一字领。”学员顾女

士说，最开始会担心自己跟不上学不会，整套课下来感觉理解得

还可以，最后还亲手给自己做了件裙子。类似玻璃首饰制作、缝

纫这类的课程还有很多，如“美人鱼”潜水课、皮具制作等，相较于

多数夜校开设的普遍课程来说，这类课程的教学场景会更专业，

适应人群会更小众。

据光明网去年10 月的报道显示，美团、大众点评等平台上“夜

校”的搜索量同比增长 980%，相关笔记评价数同比增长 226%。以

2023年7月为例，研学、民族声乐、滑板等细分课程的搜索量同比翻

倍增长，分别位居增速前三位。夜校爆火绝非是短暂的社会现象，

而是当代年轻人对于文化生活的真切向往和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

客观需求。 文/北青社区报 闫宇辰

延长开放时间，让公共文化资源惠及更广泛的群体

夜校狂潮成年人的文艺狂欢

在北京二环内的交道口片区里，一座现

代化公共设施屹立于众多胡同民宅之中，这

里便是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作为东

城区政府设立的公益性群众文化艺术活动

中心，文化馆常年为群众提供文化培训服务

及各类公益演出。

工作日的傍晚，东城区文化馆一层的舞

蹈排练厅内，依旧灯火通明。步入文化馆，阵

阵乐曲声入耳，二十名学员正翩翩起舞。这

门课由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舞蹈教育系，专

业从事舞蹈教学多年的石老师教授，在文化

馆长期授课的她发现了近期授课的新变化。

“现在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了。”石老师说，在

历次授课中，这里大多数学员是60后、70后，

而这期出现了四名90后的年轻面孔。

1998年出生的小张就是石老师班中年

轻学员的代表。在某国企单位上班的她对

于朝九晚五上班的生活节奏早已疲惫，长

期坐在电脑前办公也让她腰酸背痛。“上班

枯燥得很，只能试图在下班时间给自己找

点乐子。”小张说，选择古典舞是为了让自

己在跳舞的过程中放松身心，也能够借此

锻炼身体。

在晚间开课并非是夜校追求潮流的新

举措。早在2023年年中，夜校火爆前，为

扩大对上班族和年轻群体的服务，东城区

文化馆就增设了晚间和周末时段的公益培

训课程。课程每期三个月，除节假日外，共

设置12节课，均分下来几乎每天都有课程

开设，开设科目涉及舞蹈、声乐、美妆、秧歌

等17门。

与其他夜校机构相比，对老百姓而言，

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免费。东城区文化馆

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大家所谓的“夜校”，在

文化馆其实是全年均有开设的“艺+1公益

艺术培训课程”，课程通过微信公众号推文

内的二维码报名，每门课程设20个名额，经

常是刚发出去不到一小时就被抢光。东城

区文化馆是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文化馆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满足周边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除公益培训课程外，

东城区文化馆还定期组织艺术名家讲座、

公益观影、公益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据悉，今年寒假期间，这里还将针对青少年

群体开设公益课程。

据了解，去年初施行的《北京市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条例》鼓励公共文化设施延时

开放、错时开放、夜间开放。在采访过程

中，记者发现，北京还有不少官方文化机构

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尝试开办“晚间课

堂”或“周末课堂”，例如石景山文化馆的

“艺术夜校”、景山市民文化中心的“美后夜

校”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官方

文化机构积极应对市民群众的客观需求，

延长开放时间，让公共文化资源惠及更广

泛的群体。

夜校的身影遍布京城各处，除铺天盖

地的商业机构在经营外，一些基层公共文

化场所也在探索开办。

在号称京北最大“睡城”，众多“北漂”一

族的聚集地，拥有常住人口超80万的回龙

观、天通苑地区，一座总面积3.5万平方米的

公共文化综合体正在努力让这里焕发新的生

机。去年底，首场青年“Yeah”校美妆课在天

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地下一层会议室开课，教

室里大屏幕播放着老师的课件，上面清晰演

绎着化妆的步骤图解。老师一边演示一边解

说。台下，学员们聚精会神地聆听学习，有模

有样地对照实践。

专业从事美妆教学工作八年的佳琪是

这堂课的老师。作为一名90后，佳琪也对

夜校有着浓厚的兴趣。“晚上短短一个半小

时时间能收获的远不止知识技能。”佳琪对

记者说，夜校更像是为素不相识但又有相同

爱好的人搭了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不仅可

以学到知识，还能交到朋友。据佳琪介绍，

目前她所带的班里共有二十名学员，她们中

最小的24岁，最大的45岁。虽然学员的年

龄差异较大，但丝毫不影响授课效果。

“附近的居民朋友对美妆课有着极大

的兴趣。”中心公益活动负责人拓悦说，她

们在夜校开课前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其

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问卷调查。与商业机

构不同的是，公办机构着重强调公益属性，

以普惠的价格和有限的资源尽可能服务更

多居民百姓的需求。此次在发出去的数百

份问卷中，有不少在可选课程外提到了美

妆。张娜就是其中的一员，35岁的她在朝

九晚五的时间里忙于工作，仅有夜晚的短

短几个小时是属于她自己的。“我想通过学

美妆让自己变得有气质。”张娜腼腆地说，

因为平时没时间所以上夜校，因为不会化

妆所以报名了美妆，最简单最直白的答复

往往是大多数人的心声。

在收集调查结果后，中心工作人员便对

合作机构及授课老师展开遴选。拓悦介绍

说，目前中心开设的夜校课程里，除书法课

是由中心内入驻的老师教授外，其他课都是

外面请的。除专业能力是必要考虑的因素

外，价格也是他们集中关注的。“找开课老师

就像买东西，也要货比三家。”拓悦说，作为带

有公益属性的公办机构，他们开办夜校课程

要做到惠民，就将学费设置在了单科课程

500元，但很多机构提供老师的报价是远高

于这个价格的，这就需要不断地谈，不断地

对比其他机构，尽可能找到最合适的。

虽说问卷调查的结果是中心确定夜校

课程科目的风向标，但也并非每个提议都能

立刻采纳。“其实在前期的问卷调查里，想学

插花的居民朋友也不少，但我们本次并未采

纳开设。”拓悦说，考虑到现在是冬天，鲜切花

价格贵，在保证惠民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开

设的难度就会很大，并且作为课程耗材也不

方便让学员自行准备，所以首期先导课暂不

开设，预计开春之后开设。

据了解，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是在“回

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下建立的，自正

式运营以来，主要通过周末、节假日等时间

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服务回天地区群

众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此次，也是借着夜

校兴起的热潮，将服务的目标人群向区域内

的青年群体拓展。中心探索举办的夜校先

导课采取小班教学的模式，除美妆外，还有

瑜伽、茶道、书法等五门课程开设。

近段时间，夜校在社交

媒体上广受关注，似乎成了

年轻人之间的新潮流，甚至

连秋冬的寒风也抵挡不住他

们的热情。与此同时，这股

风潮也为不少兴趣培训机构

带来新的机遇。

近日，北京东四环外朝

阳路附近的商场内，一家名

为京畿造非遗工坊的机构里

挤满了前来上课的年轻人。

三四十平方米的教室里十多

个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

桌上放置有水桶、刮板等工

具，教室两侧书架整齐码放

着各种工艺品，身前的墙面

上井然悬挂有各类工具，文

化墙上“匠心”二字尤其显

眼。“和泥的比例是不是不太

对？再多加点胶。”“刮板平

着用。”“小心别把粗泥层的

秸秆给刮出来。”老师逐一叮

嘱学员注意事项。

和泥、抹泥、上色……一

个接一个步骤地跟下来，不少

学员的作品已略见雏形。“下

了班来这儿和泥巴蛮有意思

的，老师也很有耐心。”一名学

员告诉记者，自己是通过网上

的夜校宣传了解到的课程，目

前已经上了两次课，每每做完

作品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这对

身心也是种放松。

“表面看大家是在和

泥，其实是大有学问。”京畿

造产研部负责人宗宗介绍

说，制作敦煌壁画所和的泥

是用于铺“地丈”使用的，通

俗来说就是在麻绳缠绕的

木板上用泥铺一层3到4毫

米厚的“画布”。和泥所用

的土必须要用质地细腻的

敦煌土，再配上用水稀释后

的明胶和纯乳胶调配。这

层泥和的程度是学员实践

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太稀会

挂不住板，太稠又会摊不

平。虽说非遗技艺有一定

门槛儿，但通过前期对制作

流程特定的优化简化，零基

础的“小白”在老师的指导

下也可以轻松上手制作。

当和记者谈到为何想要

开办夜校时，宗宗更是滔滔

不绝。“早在2023年5月，我

们就发现大家愿意利用下

班、放学后的时间做一些文

化活动。”宗宗说，2023年

5·18世界博物馆日期间，北

京市各大博物馆开启了为期

一个月的延时开放。他们作

为一些博物馆手作体验环节

的服务商，在参与活动的过

程中，就已经看到大家想要

利用夜间时间逛一逛看一看

的切实需求。如果说上次只

是对现象的观察，那这次夜

校火爆一定是次机遇。

专业就读于文化遗产保

护与利用的李昊宁是京畿造

非遗工坊负责课程研究的老

师，无论是夜校班还是常规

班，他都有所接触。谈及两

种场次在教学上的区别时，

李昊宁说，夜校班教学内容

比较垂直，氛围也更加轻松，

学员一般都是边玩边学。而

常规班更注重多维度的拓展

学习，比如从古建营造出发，

拓展到美学、哲学、力学等

等，进而统筹梳理出一些文

化符号。

工坊围绕主营的非遗手

作业务，开设的夜校课程有

敦煌壁画、丽粉画、天花彩

画、木刻印章、木刻版画五门

科目，学费均为 500 元一

期。其中，壁画的制作与修

复是目前最火爆的，报名仅

两周就招满，报名缴费人群

的排课计划已经排到了

2024年3月份。由于课程

内容独特有趣，学员好评如

潮，京畿造非遗工坊开办的

夜校课程上线不久就被某社

交平台夜校专题首页内的北

京报名攻略收录。

抓住夜校这阵风转变的

远不止京畿造非遗工坊这一

家。在海淀区公主坟附近，

一家绘画工作室也围绕自己

的老本行开办了夜校。国

画、书法、陶艺、油画均在夜

校课程的列表里，500元10

次课的收费标准也与大多数

夜校保持一致。但这次决定

直接改变了这家机构的经营

模式。

时间倒回到去年10月，

这家绘画机构的受众人群还

只针对即将参加高考的艺术

类学生，主营业务还只是提

供素描、速写和水粉画的应

试化教学，虽然日均学费高，

但学员人数少，客源不固

定。现在抓住夜校爆火的契

机开办全年龄段兴趣化培训

后，仅通过网络和员工朋友

圈转发宣传带来的私域流量

就很多，近两个月来更是出

现抢不到课的情况。

在这波潮流的驱使下，

很多教培机构也纷纷转变、

调整原有经营模式。对于这

些商业机构来说，这无疑是

次机遇。在网络上，每天来

自各种机构、夜校主理人的

信息不断更新。关乎其背

景、师资等信息，也并不方便

直接得知。网络平台上纷乱

繁多、鱼龙混杂的信息也成

为目前商业机构或个人开办

夜校反映出的真实状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教培机构转型调整经营模式东城区文化馆“艺+1公益艺术培训课程”

天通苑地区公共文化综合体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