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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流行上夜校 折射哪些需求

  从挤进老年大学，到抢报夜校名额，年轻人
为何如此爱学习？从夜校本身来看，一是课程有
用且有趣。从NPC（非玩家角色）体验到短视频
剪辑，从手冲咖啡到红酒品鉴，从非遗技艺到应
急救护，各地夜校课程丰富多元、现代时尚，而
且大多课程都可以零基础参与，10余节课就可以
解锁一项新技能。二是付费门槛低，师资有保
障。两杯奶茶钱就可以上一节课，可谓实惠，一
些地方的课程甚至是全免费的。师资也是经过遴
选的各领域资深老师，还有业内专家、非遗传承
人等。这样的夜校，让年轻人很难不心动。
  夜校走红的背后，是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与
奔赴。与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上夜校主打识字、
学文化不同，当下的年轻人，上夜校有的是为了
提升能力、开阔视野，有的是为了培养兴趣、结
交朋友，无论是哪一种，均承载着他们对生活的

无限热情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夜校精准地对接
了年轻人的文化需求，这才火出圈。
  如何将火爆的需求与学员的热情延续下去，
让夜校走得更稳、更远，这也成为公共文化供给
的新考题。一是要不断深耕细作，持续开发、挖
掘真正与年轻人同频共振的新课程、新活动，吸
引更多年轻人来这里“充电”、放松。二是不妨
搭建更多平台，让更多的社会力量、民间机构、
专业力量参与进来。比如，除了青少年宫、社区
等机构外，在制度设计上不妨通过税收减免等方
式，鼓励更多市场化的培训机构能够兼具公益
性，扩大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面。让来夜校学习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给年轻人带去更多心灵滋
养。这需要我们的公共文化供给更接地气，做好
市场调研，不断提升课程与活动的质量。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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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关于“年轻人为什么抢
着上夜校”的话题引发网络热议。
有网友称，社区夜校的不少课程在
开放网络报名一分钟后即被“秒
完”。手碟体验课、书法课、声乐
课、朗诵课、中国舞课……各类培
训课程常常座无虚席。这些年轻人
为什么青睐“上夜校”？当前在少
数城市流行的夜校模式能否推广？
夜校课程“供不应求”该如何解决？

□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研究员）

  传统的夜校里，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是为了拿夜
校函授的学历，另一些参与者则是老年人。但如今
的夜校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的范围更广
了，教学内容也更为多样。特别是针对年轻人需求
开发的一些课程，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青睐。
  年轻人选择上夜校，既是我国大力推动终身教
育制度、鼓励终身学习的一个结果，也是当代年轻
人更新知识、丰富业余生活的自我选择。通过上夜
校，不仅拓展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也获得了身心
的放松，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将得到有效提高。
而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均认为，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的提升，对劳动者获得更高质量的工
作、更高的收入水平均有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夜
校给年轻人带来了诸多机会，具体包括：
  一是能获得身心放松。如今的年轻人上班节奏
快，压力大，枯燥、焦虑、紧张、压抑成了不少年
轻人时常经历的身心困境。通过在夜校学习自己喜
爱的一些才艺兴趣类课程，精神高度紧张的状况可
得到缓解，紧张情绪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正因
为如此，夜校才成为这些年轻人身心的安慰场所。
  二是有助于技能提升。一些夜校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还会开展前沿知识技术发展的讲座或
展示，聘请专业教师讲解和指导。年轻人通过学
习，不仅能够拓宽自己的知识视角，也能够助力专
业技能的提升。如果能够就此掌握一技之长，那么
将能够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
  三是有助于扩展职业空间。在职场上，专业知
识和技能固然重要，但多才多艺肯定是加分项。许
多研究表明，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多样化的才艺
水平，将对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对
扩展职业空间多有裨益。
  四是有助于社交拓展。由于工作压力大，经常
加班，许多年轻人的社交圈子很窄。一些年轻人天
天忙于加班，以至于谈恋爱都没时间。一些研究表
明，工作压力大、加班时间长导致的社交圈子过窄
是导致我国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能够抽空去参加夜校，对加强人际之间的交
往，拓展社交圈子，认识新朋友，无疑是一件好
事情。

夜校给年轻人带来四个机会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记忆中的“夜校热”，兴起于上
世纪80年代，是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率
不高的时代。当时的年轻人上夜校，
还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完成学历进阶
的功利性色彩。如今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年轻
人就读夜校，更多将其作为充实生活、拓宽视野、
扩大朋友圈的平台。这就是为什么这届年轻人热衷
的夜校课程更丰富多元的原因。
  从非遗技艺到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到生活美
学，有的课程甚至“60秒内全部抢光”。折射出年
轻人对待继续学习、终身教育的观念转变——— 他们
正在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一些“网
红”夜校推出的一些看似“无用”的文化、艺术课
程，却受到追捧的原因。
  需要注意到，针对社会对待继续求学、终身教
育的观念转变、需求增加，当前“夜校的供给”还
不足。这需要城市、社区、正在转型的校外培训机
构、社会公益组织，充分了解成人新的需求，丰富
教育资源供给，为成人提供更多元的选择，营造处
处可学的终身学习环境。
  近年来，原来的城市夜校都在寻求转型，从以
前的以学历继续教育为主，转到推进非学历继续教
育，而相比学历继续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吸引城
市青年的，就不是获得一纸文凭的功利价值，而是
丰富精神生活、完善自我的非功利价值。这对课程
的设计与课程的质量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以上海为
例，据报道，上海今年推出了春、秋两季市民艺术
夜校的课程，当下正在进行中的秋季班以上海市群
众艺术馆为总校，联动设立25个分校和117个教学
点，开设382门课程。
  另外，我国从2021年起推进“双减”，规范校
外培训机构，一些校外培训机构也在寻求转型，进
入面向成人的职业培训与终身教育领域。显然，由
于服务对象不同，面向成人的培训不能再走以前学
科类培训加剧焦虑、内卷那一套，而必须考虑年轻
人的多元学习需求，设计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政
府部门也应对开展职业培训、终身教育的培训机
构，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由此，方能建立起供给
主体多元、课程多元、授课方式多元的高质量“夜
校”服务体系。

考虑“打工人”的多元需求

□楚学友（品牌营销顾问、“友声誉”品牌
咨询创始人）

  当下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夜校和以往
的学习培训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形式。前
者笔者称为“多巴胺学习”，后者则叫
“硬核学习”。
  “硬核学习”是以成果和目标取
胜，它的原则是单一化、标准化和理性
化。崇尚专业精神和权威主义，遵循
“一万小时定律”。
  “多巴胺学习”则倡导学习的过程
大于结果。目标退场，体验更为重要。
它的原则是多元的、个性的、小众的、

扁平的。它崇尚的是多元并存、贡献的满足和分享
的快乐，重要的是当下这一刻专注的消遣和娱乐。
  对于年轻人而言，满足“多巴胺学习”的夜校
中，“校”的属性非常弱，“夜”生活的属性倒是
更为强烈。参与性、互动感、重社交、松弛感和沉
浸式就自然而然成为用户体验的关键词。
  当前很多夜校的运营模式，或依赖于政府文化
领域经费的补贴投入，或是与部分老师或商业机构
开展的公益合作，甚至还有部分年轻人自发的“拼
课”，其权益难以获得充分保障。而反观供给侧就
会发现，当前很多学费实惠的“夜校”，却衍生出
了“稀缺抢票”等现象。笔者以为，“多巴胺学
习”也应保证其公平性和普惠性。当前的夜校模式
有哪些推广的好办法？应如何解决夜校模式的可持
续性难题？
  事实上，“交叉补贴模式”或可提供借鉴思
路。比如说用财政支持和政府采购去补贴形成繁荣
的文化休闲市场，比如说用付费的正式课产品来补
贴免费的体验课产品，由付费的人群（财政支持或
者商业机构引流）来给不付费的人群（课程体验
者）提供补贴，授课的初阶老师用教授免费学员获
得的教学技能提升来补贴未来收费学员的获得感。
  在“交叉补贴模式”下，运营夜校的机构不应
将货币作为其主要的目的和交易信号，而应把“注
意力经济”和“声誉经济”这两个非货币因素，作
为可持续的推动力。因为对于夜校而言，持续稳定
的学员才是持续运营的核心，才有可能为“交叉补
贴”的夜校模式带来能够覆盖成本的收益。
  此外，如果夜校运营的模式更偏公益性，授课
项目的选择应更关注传统文化，倾向于提供一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民间技艺传承的课程，这也为夜
校的公益性提供了其应有之义。而如果夜校的课程
已经是商业培训市场上非常成熟和多元化的项目，
比如瑜伽、PPT制作、街舞等，则应遵循市场规
律，充分商业化，不宜再借助财政的支持。

据《环球时报》

“多巴胺学习”

也需关注公平普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