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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潍城区小学数学解决问题专题
研讨会在潍城区利昌学校举行。
  潍城区利昌学校孙淇淇老师分享主题为
《乘加、乘减解决问题》的研讨课。研讨课通过
引导学生从深度参与到发现问题、构建问题，
贯彻落实会看、会问、会想、会说、会听的“五
会”要求，通过不断思考、交流、质疑、补充，让
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让学习真正发生。本次
研讨课充分借助教育数字化手段，将学情分
析、师生评价相结合，打通课前、课中和课后三
个环节，实现了大数据支撑下的数字化教学。
            通讯员 宋建刚

潍城区小学数学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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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是努力的打工人，晚上化身课堂好学生

一课难求 年轻人为何爱上“文化夜校”

　　12月6日，在奎文区东关街道李家街社区，
志愿者正在通济门城墙周边清扫环境卫生。当
日，该社区开展了一场“我为城墙‘美颜’”活动，
志愿者们清扫捡拾城墙周边的塑料袋、废弃物、
枯枝落叶等垃圾杂物，城墙面貌焕然一新。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我为城墙“美颜”

　　近日，奎文区文化馆推出的“文化夜
校”成为热门话题。作为一个具有年代感的
词汇，“夜校”除了为老年人提供学习机会
外，如今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俨
然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新潮生活方式。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夜校”课程一上线就被“秒”空

　　“夜校”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人学习、培训的
共同回忆。近期，上海的一所“市民夜校”65万人争抢1
万个课程名额，“夜校”热潮迅速蔓延至全国。
　　冬日夜晚，气温骤降。在奎文区文化馆的功能室
内，“爱学艺”系列公益培训班正在上课。当晚开展的是
首届成人书法公益培训班，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杨
德君现场授课，为学员讲解书法理论认知体系建设、书
法实践要点专题训练。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部分学员年
龄在40岁至60岁之间，也有几位年轻人前来学习。
　　“90后”学员武铁军是一名语文教师，当晚是他上的
第二节课。武铁军告诉记者，他上大学时就对书法很有
兴趣，工作后想系统提升书法理论知识，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得知奎文区文化馆开设书法课后，他果断
报了名。在这里，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他们还建了
一个微信群，经常在群里交流学习心得。
　　“晚上上课适合上班族，课程都是免费的。”武铁
军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文化馆是白天上课。然而，对
年轻人来说，只有下班后才有时间参与文化艺术活动。
为了让上班族享受高品质、多元化的“文化大餐”，奎文
区文化馆“爱学艺”系列公益培训班首次推出“文化夜
校”模式，于11月开课，为期3个月，共有书法、陶笛、声
乐、洞箫、摄影等8门课程，一上线就被“秒”空。

学员盼“官方夜校”再添几家

　　那么，除奎文区文化馆外，潍坊城区其他的公共文
化场馆是否也开始探索“夜校”模式了呢？事实上，作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9月份，潍坊市
文化馆的公益课程就已经开始改变。
　　潍坊市文化馆推出的2023年秋冬季“益佳艺”公益
培训共开设两个板块、33个班次，分为成人课程和少儿
课程。第一板块为“趣听·百家争鸣”，邀请知名艺术家、
艺术精英在潍坊市文化馆开展培训。第二板块为“趣
赏·百花齐放”，与21家“益佳艺”公益培训联动单位协同
培训，培训范围包含潍城区、奎文区、高新区、寒亭区、坊
子区。值得一提的是，除常规的白天授课外，此次公益
培训还推出了夜间授课，满足不同的学习需求。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近日，在城区友爱
路与卧龙西街交叉口附近一家教育培训学校内，10名学
员正在弹奏古筝，这家教育培训学校是21家“益佳艺”公

益培训联动单位之一。记者看到，当晚的学员中，年轻
人占三分之一，有教师、公司员工等。
　　“00后”学员胥佳慧和“90后”学员陈晨在古筝
课上相识，她们白天上班比较忙，晚上过来学习古
筝。在她们看来，之所以选择来这里上课，是因为这
里有很多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方认证的机构更靠
谱，而且是公益的，老师也很专业。”陈晨说，如果
城区的“官方夜校”再增加几所，自己学习的课程也
会更丰富，上课也会更便利。

年轻人选择的原因各不同

　　“有成人舞蹈课吗？”“我想学架子鼓，有人教吗？”
“晚上想去学游泳，附近有游泳馆吗？”……记者随机采
访了几位年轻人，可以看出他们选择“夜校”的原因也各
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培养兴趣爱好，有的是为了拓展交
际圈，也有的是为了掌握新技能、学习新本领。
　　记者采访了城区其他几处公共文化场馆和机构，多
数工作人员对新火起来的“夜校”比较陌生。在记者解
释之后，部分工作人员称，后期会根据市民需求适当作
出调整，但也有部分场馆和机构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
虑，坚持白天上课。
　　于永波是“益佳艺”公益培训联动单位其中一所培
训学校的负责人。“关注年轻人和‘夜校’，市文化馆和我
们培训学校都在积极尝试。学员选择我们，师资力量有
保证。我们也能充分利用晚上这段时间，实现教学最大
化。”于永波说，年轻人对于“夜校”的诉求将会越来越
大，如何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这是当下大家需要共
同实现的目标。
　　“夜校”是传统文化与精神需求的双向奔赴，它让公
共文化迸发出更多可能。但究竟是“一时兴起”，还是能
够“长远发展”，值得商榷。不少年轻人表示，公共文化
场馆可以通过“夜校”模式，努力发掘年轻人需求，了解
他们的生活规律和文化取向，多开设适合年轻人喜欢的
课程，让更多年轻人在公共文化场馆享受到优质服务。

　　连日来，有市民反映，城区部分路段的人行
道、盲道上有油污、垃圾，绿化树周边有污水等，
影响市容环境，希望相关部门关注此事。
  12月5日19时许，在高新区银枫路与金银巷
交叉口南侧路东的人行道、盲道上，记者看到路
面有很多黑乎乎的油污，还有一些塑料袋等生
活垃圾，整个现场脏乱不堪，不少行人经过此处
时只得绕行。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梅

污水满地路难走

“90后”学员陈晨在“夜校”学习弹奏古筝。

奎奎文文区区文文化化馆馆推推出出的的““文文化化夜夜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