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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发布了“我最喜爱的
十大夜校课程”、提名课程以及
青年夜校服务青年发展计划入
库课程名单。这些课程由全市
各青年中心·青年夜校点位自
主推荐，经专家学者、社会组织
负责人、青年中心负责人代表
集中评审后选出。课程内容
上，既有AI职场加速器、自媒体
剪辑等青年职业技能发展课，
也有非遗手工、沪语教学、黑胶
导赏等文化类课程；点位分布
上，既有在保租房社区开设的
课程，也有在产业园区、网红书
店开设的课程，真正做到了“青
年在哪里，青年夜校就开到哪
里”。

从此次公布的课程名单中
不难发现，夜校的课程设计既满
足青年提升职场竞争力的需求，
同时也契合青年对美好生活的
愿望——解锁新技能、培养新爱
好，丰富的课程为他们提供了多
样化的学习和成长机会。

活动当天，作为启动仪式的
主持人之一，沈伟全程表现得流
畅且自如，她稳健而自信的台风
俨然是一名专业主持人。这位
来自艺术咨询公司的青年白领，
正是从青年夜校中脱颖而出的
优秀学员。通过2个月的《主持
表演》课程学习，沈伟从舞台表
演、语言组织、情感表达、大众
演讲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主持能
力，出色的表现也让她站在了
昨天的舞台上。从最初的紧张
胆怯到如今的落落大方，除了
主持技巧，对于沈伟而言，自信
心提升是她在夜校学习中最直
观的收获。“青年夜校让我有机
会系统地学习主持技巧，也为
我创造了舞台，让我得以实现
学生时代的主持梦。同时，这
些技巧也对我的日常工作有所
助益，如在做项目展示时，我能
更好地为客户进行内容阐述和
讲解。”在沈伟看来，最难能可贵
的是，青年夜校为青年创造了一
个能坐下来认真听课、汲取知识
的平台，“步入社会后，我们很难
有机会以固定的频率，并全身心
地投入一个获取知识的环境
中。青年夜校让我们可以跳脱
原有的生活模式，去探索另一种
有趣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这里将AI技术知识
与实践技巧带给青年，让他们能
以更加自由、多元的方式表达自
己的想象和创意，亲身体验AI技

术的魅力和无限可能。”朱世龙
所开办的《AI创新创作课堂》课
程一经推出，名额在3小时之内
便一抢而空。“从提示词的撰写
到AI工具的使用，我们跟着老师
一步步实践探索。从利用工具
生成一段文字、一张图片慢慢变
成一组图片、一段视频，通过课
堂讨论、实践任务，不断加深对
AI技术的理解，同时也不断迸发
出创作灵感……”在课堂上，通
过生动有趣的讲解和案例分析，
学员们眼前复杂的AI技术逐渐
变得通俗易懂。通过青年夜校
的课堂，最前沿的“新质生产力”
变得触手可及。

“从留声机里听到了爸爸妈
妈小时候听到过的声音，有一种
深沉的岁月感。”学员们走进
《当西方遇见东方——黑胶文
化融合导赏》的课堂，看着黑胶
碟在留声机上一圈圈转动，放
上探针，耳边传来舒伯特的《小
夜曲》。学员们被特有的音质
所触动，通过多维度了解、体
验、感受黑胶文化，仿佛经历了
一次音乐的“时空之旅”。在课
程负责人沈莉看来，课堂上不
同主题的音乐赏析，带领学员
们揭开黑胶的神秘面纱，聆听
来自百年前的“岁月之声”，搭
建起了品赏黑胶与时尚文化创
意融合的平台。

“在制作体验的过程中，我
们会结合如镰刀、麦穗等版画
图案讲解党史知识，向学员们
传递党的光辉历史，进一步激
发他们的爱国情怀。”《“中国
梦”红色主题党史古风版画》课
程负责人冯楠介绍道。在老师
的指导下，学员们手持V字形刻
刀，小心翼翼地雕刻着版画，随
着技巧的逐渐掌握，版画上的线
条越来越清晰，一幅幅精美的作
品逐渐呈现，完成雕刻后再将版
画进行统一拓印并装框……在
版画课堂上，一次即可创作个人
版画作品，不但可以帮助青年提
升艺术修养和审美认知，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机融入红
色文化等内容，让思想引领以愿
听想学的方式走到青年身边、走
进青年心里。“这门课程一直在
不断探索，希望以年轻人乐于
接受的形式，让他们了解传统
技艺，传承红色文化。同时，在
手工创作中加深历史积累、增
强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
冯楠说。

吸引青年人聚在一起学在一起玩在一起

新潮流：白天上班 晚上学艺
“上海共青团青年夜校服务青年发展计划”发布

如何吸引青年人聚在一起、学在一起、玩在一起？让“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成为新潮流的青年夜校给出了一个答
案。2024年12月8日，上海青年夜校年度大展暨夜校服务青年发展计划启动仪式在上海大世界顺利举办。团市委挂
职副书记唐志宇出席活动，团中央基层建设部有关同志到场指导。活动吸引3300余名青年参与。

活动现场发布“上海共青团青年夜校服务青年发展计划”，提出每年开办不少于50节思想引领类课程、不少于100
节职业进阶类课程，并将在未来一年内向各区配送不少于200节优秀夜校课程等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的务实举措。

青年报记者 蔡娴

青年想学什么，夜校就教什
么，“圈粉”青年并非偶然。青年
夜校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学习平
台，为广大青年打造一个多元体
验、拓宽视野的新知课堂，一个培
养爱好、丰富技能的展示舞台，一
个化解“社恐”、释放压力的社交
空间。在帮助青年在职业发展、
个人兴趣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实现
自我提升的同时，它也逐渐成为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新载体。

青年走进夜校，爱上夜校，越
来越多人也开始“留在”夜校。随
着一批有志加入青年夜校日常运
营管理的教师、青年的到来，青年
夜校更好地实现了自主运转，开
启“自管理”模式。各级团组织以
青年夜校为载体，搭建青年兴趣
爱好、交流交友、协商议事等各类
平台，融入团的政治引领、组织建
设、人才培养、建言献策、志愿服
务等各类工作要素，在服务青年
中实现凝聚、组织、动员青年。

崇明区长兴镇团委组建管理
团队，以政企联建为纽带，以优秀
青年学员库为基础，组建青年夜
校管委会，自主开展夜校学员招
募、管理、宣传、保障等工作。加
强制度化建设，制定青年夜校管
理办法，保障青年夜校规范有效

运作。引领学员参与社区治理。
为引领夜校学员将社区生活

中发现的问题积极有序向基层团
组织建言献策，普陀团区委还在
夜校所在社区探索建立了青年社

群。比如，推动在和畅公寓、中岚
居等青年人集聚的新居住空间建
立青年自治委员会、青年议事厅、
功能型团组织，鼓励学员从“夜校
搭子”成为“自治搭子”，朝着“从一
个人住到一群人共同生活”的社区
生活新目标不断努力，切实延伸共
青团的组织触角和工作手臂。

这些力量也将滋养多元赋
能青年的土壤，推动青年夜校的
可持续发展。在当天的活动中，
包括“我最喜爱的十大夜校课
程”在内的近 50 门青年夜校课
程在大世界中庭汇聚，共同展演
展示。各区青年中心·青年夜校
负责人现场观摩、现场点单。被
点单的课程将于近期启动配送
到各区，让优秀课程普惠更多地
区青年。

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坚持
寓引领于服务，不断健全“2+
16+X”青年夜校分布体系（即打
造市团校、市青少年活动中心2
个市级枢纽型青年夜校，建设
16个区级标杆型青年夜校，培育

“X”个人气足、效果好的特色型夜
校），每年开展“我最喜爱的十大
夜校课程”评选，选树宣传优秀夜
校课程事迹案例，支持优秀夜校
课程向更多青年中心配送开办。

“圈粉”青年延伸职能
助青年夜校实现有序自转

触达心声解锁技能
把青年夜校开到青年心里

现场开展的音乐剧表演。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