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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艺术夜校成为全民美育新空间的建议

【要报要点】当前，艺术夜校凭借丰富的课程、优惠的价格、

良好的体验受到广泛欢迎。但与此同时，刚刚起步的艺术夜校

也存在政策缺失导致无序发展、资源紧张导致供应不足等一些

问题。本期要报建议通过将艺术夜校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之中，从而构建健康可持续的艺术夜校发展生态，并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推动全民美育的文明风尚。

一、艺术夜校发展现状

2023 年，上海群众艺术馆开办的艺术夜校强势出圈，甚至

出现了 65 万人在线抢课，16 秒告罄的火爆现象，并且这股“夜

校之风”迅速刮向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开设了自己的夜校课

程，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课程名额供不应求的场景频频上

演。根据美团与大众点评数据显示，2023 年下半年以来，“夜

校”搜索量激增 980%，评价数同比增长 226%，且这一快速发

展的趋势在 2024 年得到延续。

（一）课程设置丰富，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

这次艺术夜校风潮的一大特点体现在课程的设置极为丰

富，除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传统艺术课程，很多城市

还开设了包括茶艺、健身、烘焙、化妆、非遗手作、红酒品评、

电竞手游等符合当下时代发展特征的课程。这些课程兼具时尚

性和实用性，不仅丰富了学员的学习体验，也满足了他们的多

样化需求，使学员不仅得到精神层面的享受，也可以将学习内

容运用到日常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二）服务模式新颖，普惠性和公益性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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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以往以市场为创办主体的艺术培训机构，如今的艺

术夜校主要是以文化馆、青年之家等事业单位为主，兼以社会

组织为辅的供给架构；课程以免费或普惠性收费的方式提供给

学员，注重课程性价比，收费普遍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确保学

院能够以“低成本”获得“高收益”；上课时间以夜间为主，

与大多数职场人群的时间相契合。

（三）以青年为主体，职场人美育需求得到满足

长期以来我国的艺术培训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的情况，

少儿艺术培训和老年大学受众较广，但中间地带的中青年群体

的艺术教育几近空白。艺术夜校很好地填补了这一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中的短板，其学员构成主要以青年职场人群为主。艺术

夜校不仅满足了上班族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使公共文化场馆得

到更充分地利用，为公共文化服务注入了新内涵。

二、当前艺术夜校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政策监管缺失导致无序发展

目前，艺术夜校虽蓬勃发展，但夜校开办的教育方向、主

体资质、课程设置、收费标准、场地条件、师资认定、学员权

益保障等问题还没有相应的政策标准来规范，使得夜校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相对无序的状态，进而催生了诸如准入门槛

缺乏标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价格与收费不透明、学员权益

难以保障等问题。

（二）资源紧张导致供应不足

课程资源紧张是全国各地夜校普遍面临的问题。一是表现

在课程名额有限，普遍存在“抢课”“秒杀”现象，例如上海

市民艺术夜校春季班在开放报名的瞬间，涌入人群太多甚至出

现了服务器宕机的现象。二是人力资源不足，缺乏高质量的专

业师资队伍和管理人员。三是硬件设施有限，场地、设备、教

学耗材都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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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艺术夜校成为全民美育新空间的建议

（一）将艺术夜校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目前，艺术夜校还是各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附加品牌项

目，并未纳入日常规定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内容，对此，一

是应加强顶层设计，通过政策引导、规范艺术夜校的供给主体、

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对象和监管机构。二是通过公共财

政预算给予艺术夜校必要的扶持。对于艺术夜校的实际收入，

应规范收支管理，按照“收支两条线”要求，将收入用于单位

的事业发展和人员激励。三是加强艺术夜校的硬件等资源供

给，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是构建艺术夜校的多元供给体系，注重公益性和普惠性相结

合的发展特性，以公共机构为先导，逐渐过渡到公共机构为主、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供给模式，合理制定收费标准以加强供给

主体的持续造血能力。

（二）构建健康可持续的艺术夜校发展生态

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生态决定着艺术夜校能走多远，因此需

要加强科学组织引导，建设夜校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是要以需

求为引导，不断丰富培训课程，积极拓展建立前沿性、实用性、

创新性和系统性的课程体系。二是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聘请

专业且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定期培训和评估，确保教学质量，

并逐步建立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三是要将艺术夜校融入“夜经

济”的体系建设，推动艺术夜校积极配合夜间文旅活动，多维

度丰富市民游客的夜间文化与旅游消费体验，通过艺术夜校品

牌点亮城市夜经济。

（三）借助艺术夜校打造全民美育的文明风尚

艺术夜校是推动全民美育的重要一环。因此，一是要明确

艺术夜校服务社会文化建设的定位，立足时代发展需求和社会

文化建设的内在耦合，积极打造新型文化传播阵地。二是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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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夜校与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美育项目相衔接，丰富艺术普及

方式，通过打造各种不同形式的美育活动，形成全时段、全年

龄、连贯性的社会美育服务，打造公众的终身美育课堂。三是

应推动艺术夜校打通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各个环节，形成

政府统筹、行业实施、社会参与的全民终身学习机制。四是要

通过艺术夜校将优质艺术教育资源与配套文化服务不断下沉，

推动城乡艺术教育资源的互通互享，让优质艺术教育资源惠及

更多人群，进一步激发公众的文化创造活力。

采用情况：本文于 2024 年 9 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采用

供稿单位：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文化和旅游行业智库建设

试点单位）、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普惠性非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研究” 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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