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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陈龙 文/图

夜校，这个具有年代感的名词正回归公众视野。
近来，全国多地夜校火热开启。“开课即满”“一座

难求”，上夜校成为不少都市青年下班后的新选项，也
成为教育市场的新风口。

今年 4月以来，大足共青团聚焦青年需求，丰富
青年发展载体，在全区开办了“青春有你”系列青年夜
校，通过完善课程设置、提升教学方法、优化运行模式
等，让传统夜校焕发新时代“青年味”，得到青年广泛
认可。截至目前，首期 10门课程 90课时即将圆满结
课，第二批“青年夜校”正在筹备中。

离开“班上”，开始“上班”，其实是告别单纯，走进
多元。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这届“班味”十足的年轻
人，选择走进夜校“重启人生”。

课程设置吸引力十足

公众号上报课名额半小时“秒光”、微信群里青年
抢着报名接龙……大足“青春有你”系列青年夜校一
经推出后，场场爆满，一位难求。

“我一直是化妆‘手残党’，当我看到‘青春有你·
妆造PLAY’这个课名就迅速抢课了，第一感觉这会是
一场提升自我职场形象的快乐学习。”

“我不在乎夜校的结业证书有没有用。能学到知
识，肯定比在家刷短视频强。”

“课程题目很吸引人，抢课完全需要拼手速。”青
年夜校学员们开心地向记者介绍自己的抢课“心得”。

“我想给8小时外的自己另一种可能。”古典舞学
员袁静是一名“二娃宝妈”，虽然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
大，她还是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时间”。

随着年轻人不断“解锁”有趣的课程，这些“下班
后的小确幸”“‘回血’型夜生活”，让夜校成为打工人

“去班味儿”的绝佳选择。白天上班、晚上“学艺”，已

成为一些都市青年的新时尚。
“观察哪些夜校课程火、需求大，可以看出社会上

要什么、缺什么，这对我们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有借鉴
意义。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储备好相关技能和素养，有
助于进一步增强就业创业能力。”团大足区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为了精准摸清青年需求、提升夜校对当代青年的
吸引力，团大足区委从职场青年代表、青年政协委员
代表中调研，明确以实用技能提升、传统文化培育、青
年身心陶冶等目标的课程设置方向，并通过“大足青
年”微信公众号向全区青年公开投票选课。最终，“青
春有你·热辣滚烫”“青春有你·一起自习”“青春有你·
来做 PPT”等一批“青年味”十足、吸引力具备的课程
被青年选中，目前共有600余名青年参与夜校学习。

教学方法更“懂”青年

其实，夜校不算新事物，只是不同时代，赋予了其
不同“使命”。

1917年 10月，毛泽东以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名
义，创办工人夜校，用白话文起草招生广告，专门为夜
校工人上历史常识课。20世纪 50年代的夜校，是面
向商业职工、学徒的夜学堂，60年代的夜校是教人识
字算术的夜学堂，到七八十年代的理发裁剪、专业教
育，再到世纪之交的微机电脑、多门外语……夜校，让
历届年轻人知识换代、工作升级。至此，命运的齿轮
开始转动。

罗曼·罗兰曾说：“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
作，而是无聊。”

与传统夜校的专家名师授课不同，大足“青年夜
校”的老师很多是青年人，即“90后”指导“90后”，让
青年能够更加轻松愉快地学习。

在“青春有你·热辣滚烫”课程中，老师不仅教授
大家合理锻炼、健康膳食的知识，还给职场“打工人”

们准备了一份“加班不胖健康饮食手册”，为经常加
班、饮食不规律的青年人们提供贴心帮助；

在“青春有你·摄彩无限”课程中，老师围绕“如何
拍出领导气质”“如何拍出妻子美丽”“自拍如何赞爆
朋友圈”等角度为青年传授“秘诀”，青年们纷纷表示

“新技能get”；
……
团大足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从青年文艺

人才、青年非遗传承人、青年达人中找教师，这种‘朋
辈引导’的教学方式少了传统课堂上师生之间泾渭分
明的距离感，大家学习交流更加直接高效。”

同时，工作人员定期汇总青年上课情况以及反馈
意见，动态调整课程设置，如针对青年反馈部分课程
时间长、节数多而导致出勤率不高的问题，及时调整

“短平快”课程，让青年夜校真正实现“懂青年”。
如今，团大足区委打造的青年夜校，不再与升学

考试、职业培训绑定，是只属于年轻人自己的兴趣
班。8小时之外，生活更精彩：半小时前与还在单位

“累成狗”，能在祛除“班味儿”的夜校中消散；凭着纯
粹的兴趣爱好报名，能在“成年人的少年宫”投入学
习；社交场景上新，能用兴趣打开“社恐”局面，依托共
同爱好，分分钟“破冰”结交新朋友。

“相比于吃饭、逛街、看电影的休闲三件套，我很
享受现在夜校的日常，与志同道合的人面对面深入交
流感觉真的很棒。”一学员告诉记者。

运行模式更对“青年味”

记者走进“青春有你·走进非遗”的叶雕课堂，上
课教师周围不仅围满了青年学员，还有一群青年学员
带来的“儿童学员”。在大足青年夜校的招生须知中，

“在不影响课堂纪律的情况下可以带小孩参加”成为
亮点，深受青年赞誉。

“我在学习的同时，孩子在旁边也很好奇，一定要

一起学习传统文化，这种学习带娃两不误的夜校，真
正考虑到了青年家长的实际问题，值得推崇！”青年学
员谭桂春一边展示她和孩子刚在课堂上学做的叶雕
作品，一边高兴地向记者说。

为何选择夜校？

“不是私教读不起，而是夜校更有性价比。”性
价比“点燃”夜校流量。记者梳理发现，在北京、上
海等一线城市，商业培训机构的课程往往价格不
菲，如一节瑜伽小班课要 200多元，私教课要 500多
元。而夜校相对低廉的费用，让更多人愿意为自己
的兴趣买单。

对比动辄几百元一节的私教课，大足青年夜校以
普惠性、公益性为出发点，注重课程的性价比，并确保
高质量教学，明确“学员交300元保证金，课程结束后
只要缺课次数低于 3次则全额退款”的模式，在督促
学员坚持学习的同时，还能够让学员以“低成本”收获

“高收益”。
采访中，“便宜实惠”“性价比高”是不少学员的集

中评价。有学员认为，与动辄数千元、上万元的私教
课、兴趣班相比，夜校的举办主体多为公共机构，不必
担忧“跑路”风险，消费更放心。远低于当下消费水
平，“真香”的夜校课程价，让人慨叹仿佛穿梭时空。

团大足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注重从社会
中找帮手，通过帮助授课老师搭建宣传平台、扩大影
响力等方式，达成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或者完全免费的
授课服务协议，为青年教师、青年学员的发展都提供
了更加有益的路径。”

“夜校热”如何持久

在满足青年学习技能、培养爱好、治愈焦虑、增进
社交等多元需求的同时，不少青年难免会在课程选
择、师资力量、办卡买课等方面有担忧。

受访夜校学员、举办方认为，防止“夜校风”变成
“一阵风”，不同举办主体可分类施策，在教学内容、经
营模式等方面加强监管提供扶持，多措并举促进夜校
健康发展。

“学员最看重的是上课质量。”团大足区委相关负
责人认为，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需加强监管，可定期
公示夜校机构“白名单”，建立健全学员评课反馈机
制，督促夜校机构不断调整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诚
信经营。

同时，公共机构办夜校需兼顾公益性和持续性，
重点把好课程的师资质量关、教务管理关、思想导向
关，不宜大包大揽，更不可当“甩手掌柜”，可与国企、
民办社会培训机构等合规第三方合作，发挥后者更贴
近市场、更为灵活的优势。

该负责人表示，团大足区委下一步将发挥“夜
校+”的平台效应，深度整合区域文商旅资源，融入技
能提升、健康养生、婚恋交友、就业创业等服务，将夜
校带来的青年流量转变为区域发展的青春力量。

正在被年轻人
夜校：

“追捧”
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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