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白天上班，晚上学艺”的

浪潮涌动，如何引导相关培训项目

有序发展也亟待解决。

储朝晖认为，教育市场规模急速

扩大时，应该打通家庭、学校、社会教

育各个环节，形成政府统筹、教育牵

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全民终身

学习机制。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组织

的引导能力，因地制宜制定对策，满

足各地对“夜校”这种类型的学习服

务需求；同时也需要财政部门提供支

持，出台减免和优惠政策。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近年来

欧美在成人教育中资金投入也在

不断增加，其中表现突出的是在老

年培训课程以及夜校课程中的财

政支持不断上涨。

据统计，7年来上海“夜校”的

学费一直都是500元12次课，单次

课程的价格低至40多元。这让不

少其他地方的年轻人在社交平台

上“投来羡慕的目光”，纷纷表示希

望可以在全国推广。

记者也从广州相关部门方面

了解到，18—45岁的在穗青年能够

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多种类丰富的

文化课程，比如广州青年文化夜校

项目，此外社区也有不少相关平价

甚至是免费项目提供。

周女士告诉记者，上海社区为

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还开设茶艺

师、评茶员课程，如果考试通过后

符合相关条件，就可以申请 1200

元起的职业技能补贴。

记者亦发现，不少自称“夜校

主理人”的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建群，声称对接机构和老师，集齐

三五个学员一周内即可开课。这

些夜校主理人需要帮机构吸引流

量，为学员和机构牵线，并从中抽

取佣金。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同样

都是“引流—转化”，针对青少年课

程服务的商业逻辑是“一次低价

引流、后续持续转化”，与此不同，

早前针对成人的培训项目则是“一

锤子买卖”。现在同行也尝试用低

价引流课沉淀学员，发展潜在长期

用户。

专家指出，放眼全国，“夜校”

尚未达到普及的状态，社会多元化

办学的理念仍然适用于全民终身

学习推进机制，而这类公益性项目

可以通过社区服务采买的形式进

行，有效规避招生不合规、课程质

量参差不齐的风险。

本报记者 黎竹 刘旺 北京报道

近来，“白天上班，晚上学艺”

之风吹向全国各地。新颖的课

程、实惠的价格、专业的师资，让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在年轻人中火

速“出圈”，不只上海，北京、广

州、成都等很多城市都推出相应

的课程。

非洲鼓、汉服舞、花艺、美妆、

扎染、桥牌……以兴趣爱好为主

导的培训项目在近年来越来越受

成年人青睐，根据弗若斯特沙利

文发布的《中国成人学习市场行

业报告》，2022年个人兴趣学习市

场规模高达1535亿元，这一市场

规模预计将以 14.1%的复合增长

率快速增长，到2027年可达2964

亿元。但市场规模剧增的同时，

也需要规范化的引导。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指出，以兴趣爱好为主导

的培训趋势在 21 世纪初早有显

现，当下的“夜校”热则是当代年

轻人拓宽业余爱好的渠道，具备

一定社交属性。他认为，应该鼓

励这类学习项目，打通家庭、学

校、社会教育各个环节，因地制宜

制定对策，满足各地对兴趣型学

习的服务需求。

“简直抢出了演唱会的感

觉！”这是周女士对上海“夜校”抢

课体验的评价。她告诉《中国经

营报》记者，即使提前做好攻略、

定好闹钟，仍然没有抢到自己一

直想学的茶艺课程。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夜

校”春季班报名时，有近 38 万人

争抢 6000 余个名额。到了秋季

班，名额扩容至近1万人，而报名

者的数量也几乎翻番，即65万人

同时在线抢课，大多数课程名额

一分钟内就被“秒杀”。

上海“夜校”的全称是“上海

市民艺术夜校”，于2016年成立，

全年推出春、秋两季培训课程，邀

请专业老师在晚间时段为 18—

55 岁中青年提供文化艺术普及

课程，故称为“夜校”。与大众印

象中学习文化课的夜校不同，其

主要是为了满足上海市民的艺术

需求，开设有非洲鼓、瑜伽、茶道

等课程，以及十分符合上海调性

的精品咖啡课，红酒、啤酒品鉴等

课程。

据了解，这些市民艺术课程

是由上海市政府组织，上海各区

的文化馆与艺术馆举办，近两年

尤其火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市

民夜校项目总联络人表示，经常

有不少市民打电话咨询还能不能

加名额，课程已满是否能够替补

等问题。

今年以来，“夜校”等相关话

题热度更是不断攀升。某平台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平台上“夜校”

的搜索量同比增长980%，相关帖

子评价数同比增长226%。

据专家介绍，夜校实际上是

一种教育的形式，这个形式起源

于18世纪的英国，为了解决工业

革命发生以后工学需求的问题。

而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的夜校热

则是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高

时，很多城市青年、进城务工人员

通过上夜校的方式，攻读专科、本

科学历，或者学技能。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

丙奇指出，区别于 20 世纪 80 年

代的夜校热，这届年轻人热衷

的“夜校”课程更丰富多元，从

非遗技艺到传统手艺，从运动健

康到生活美学，折射出他们对待

继续学习、终身教育的观念转

变，正在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

方式。

储朝晖也表示，这种趋势在

21 世纪初早有显现。区别于传

统夜校的提升学历、满足考核的

“硬”需求，当下的“夜校”热是当

代年轻人拓宽业余爱好的渠道，

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他们渴望从

线下拓展新朋友的需求，具备一

定社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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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热

“夜校”一课难求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夜校”春季班报名时，

有近38万人争抢6000余个名额。
艺术“夜校”在年轻人中走红，

反映的是成人教育市场中兴趣型

培训的崛起。

近年来，成人培训市场空间不

断扩增。9月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

的《中国成人学习市场行业报告》

显示，随着中国国民人均收入的提

高和终身学习意识的增强，中国成

人学习市场规模呈持续上涨趋势，

2022 年市场规模已达 5762 亿元，

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1.04万亿元，

复合增长率达12.6%。

而在成人培训市场中，分为技

能型培训和兴趣型培训，这两种类

型的培训所满足的需求和目标不

同，前者涉及职业技能培训、认证培

训等；而后者包括艺术和创意、休闲

爱好、健康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培训。

熊丙奇则告诉记者，“近年来，不

少传统的城市夜校都在寻求转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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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课程的设计与质量都提

出更高的要求。”

市民艺术夜校的资料显示，上

海“夜校”的校区遍布16个区，上课

形式除了线下还有线上，而且部分

课程还分为基础班和提高班。课程

涵盖领域非常广泛，有琴棋书画、舞

蹈瑜伽等琴棋书画兴趣类课程；有

烘焙、插花、红酒品鉴等实用性课

程；也有PPT制作和商务礼仪等专

为职场人士提供的课程；更有复古

银饰制作、蓝染等小众课程；针对外

籍人士，还有专门的外籍班。

从企业方面来看，记者发现今

年上市的量子之歌曾推出专注于

个人价值提升的终身学习平台“讲

真”，和中老年兴趣学习平台“千尺

学堂”，并结合大众爱好、市场趋势

变化，开设了包括短视频制作、记

忆力、钢琴、书法等系列课程，以满

足大众在追求个人发展和终身学

习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在 C 端全

面覆盖成年人群学习需求的同时，

量子之歌还面向 B 端开拓了针对

企业的市场服务业务。

学员肖薇向记者表示，“市民

艺术夜校带给我的不仅是学会一

门手艺，而是帮助我培养了兴趣爱

好，并让我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

人，这些纯粹的热爱滋养了生活的

‘美好’。”

记者也注意到，静安区文化馆

的《零基础手工皮具体验课》、世博

会博物馆的《烘焙课堂》名额都是

16秒被抢空。

然而，也有不少采访对象向记

者表示，像这样便宜又实惠的成人

兴趣型培训项目太少，即使是像北

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需求也很难

被满足。大多数成人培训项目比

青少年还贵，以钢琴学习为例，在

朝阳区大悦城某机构学钢琴，青少

年起价5000元，成人则是8000元。

对此，熊丙奇认为，针对成人

培训观念的转变，政府、社区、校外

机构、社会公益组织应该携手，为

其提供更多元的“夜校”选择。

转向兴趣驱动 中国成人学习市场规模呈持续上涨趋势，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1.04万亿元，复合增长率达12.6%。

市场亟须规范化 据统计，7年来上海“夜校”的学费一直都是500元12次课，单次课程的价格低至40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