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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上海全市  个区的市民艺术

夜校秋季班，昨晚迎来第一批学员。 

个月的课程里，全市   个点位将开设

   门课程，招收学员    人左右。一

个月前的秋季班报名日，峰时一下子

涌入超过  万人在线抢课，其中零基

础手工皮具体验课和烘焙课耗时  秒

便被抢光，沪语体验班耗时  秒告罄。

仅仅 小时，放出的名额已去化八成。

市民艺术夜校越来越火了！这是

很多上海市民的深切感受，上海市群

众艺术馆一发布招生信息，社交网站

上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课程推荐和

抢课攻略，大家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抢

到心仪的课程。今年春季班招生时，

  万人涌入争抢    多个名额，秋季

班名额扩容到 万名左右，又吸引了几

乎翻番的市民前来报名。

对美好生活的品质追求，让心灵

有一方栖息之地，成为市民积极报名

参与市民艺术夜校课程的重要原因之

一。这次秋季班有  门课都在 分钟

内被抢光。最受市民欢迎的前三门课

是皮具体验、烘焙、沪语入门，爵士舞、

古筝、声乐、太极、香道、美妆、即兴表

演、瑜伽、芭蕾也都是热门课程。

市民艺术夜校的开设，将上海丰

富的都市资源转换为可为市民群众所

用的美育资源。多样化文旅资源的参

与和加入，进一步拓展了空间场所和

美育资源的配置，让人人可以共享“社

会大美育”的成果，这项惠民工程给广

大上海市民带来多彩的夜生活体验，

也让人人都可以拥有出彩的舞台。

赵玥

——直击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开学首日

年轻人多了 文化志愿者多了

文体社会

在装着落地镜的练功房

里，一群年轻女性穿上了粉色、

绿色的戏服，跟着上海淮剧团

青年花旦李宣学起了水袖的基

础姿势。通过去年秋季班“戏曲

折扇”和今年春季班“戏曲剑舞”

的教学，上海淮剧团积累了不少

辅导年轻白领学员的经验，其中

剑舞课8秒就被抢光名额。

上海淮剧团演出营销部主

任章聆轩介绍，今年秋季班不

仅在淮剧团和群艺馆总校开

课，还将课程延伸到普陀区文

化馆分校和普陀区宜川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在课程输出这

块，淮剧团在尽力做好夜校口

碑的同时，也时刻不忘对戏曲

文化、淮剧艺术的普及推广，给

予市民更多接触戏曲、走进戏

曲、爱上戏曲的机会。

乡音书苑昨晚也在学员的

呼声下开出了评弹表演提高

班。今年春季的评弹初级班学

员赞不绝口，还有人专门从苏

州赶来上课。学员说：“从评弹

艺术的发展历史、流派的特点

讲解，到如何上台端坐、音准的

掌握，再到呼吸的控制，胡文瑾

老师一步步帮助我们体会开口

唱评弹的美感和快乐，希望9月

还能开班。”从提高班的学员中

又选出了25名学员，由深受青

年观众喜爱的徐一峰、陶莺芸

联合授课，将教授《枫桥夜泊》

《密室相会》《宫怨》《智贞描容》

《秋思》《宝玉夜探》等经典弹词

开篇，以进一步丰富学员对评

弹艺术的了解。

本报记者 赵玥

在手语班同一

楼层的手碟班里，每

个学员都背着一口

“锅”走进教室，这也

是秋季班新开出的

尝鲜课。手碟这个小众的打击

乐器并不便宜，音质比较好的入

门款在3000元左右，即便这门

课要求自备乐器，名额仍然一抢

而空。手碟老师林晓对此并不

意外，在上海，手碟拥有相当一

部分爱好者，他再三提醒想要报

名的学生，一定要定好闹钟准时

报名，否则手慢就抢不到了。

林晓是一名资深音乐人，两

年前，他开始在市民艺术夜校临

港分校担任吉他课老师，在夜

校，他很高兴结交许多新朋友，

也乐于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分

享给大家。此前他一直在瑜伽

馆里开设两三天的手碟课程，夜

校持续三个月的课程设计，他认

为可以更好地帮助学员消化吸

收演奏技巧，多多巩固练习。

学员钱子依是一位瑜伽爱

好者，昨晚她穿着瑜伽裤来到

手碟课堂上，在她看来，手碟和

瑜伽里钵的声音很像，敲击钵

体时对身心有疗愈作用，手碟

也是同理，但手碟的声音更加

多元化。除了手碟课，她还报

了一门工笔花鸟画课程，在业

余时间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而在男性居多的桥牌领

域，首次开出的桥牌课依然是

女学员占了多数。这门课的授

课老师陆凯是中国桥牌协会三

星终身大师，他执教的青少年

队伍多次获得上海市桥牌比赛

冠军，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到夜

校的教学中，也是他第一次带

教成人桥牌课程，开课前还有

孩子家长从网上看到消息后想

要报名跟他学。当下市面上几

乎没有针对桥牌的成人课程，

因此陆凯也做了一番准备，相

比其他牌类，桥牌的规则相对

复杂，3个月的时间刚好够大家

入门。陆凯介绍：“上海乃至国

内青少年桥牌成绩很好，但从

人口基数的角度来看，国内玩

桥牌这项运动的人比例还是太

小，来夜校推广桥牌，让更多的

人对桥牌产生兴趣，蛮好。”

火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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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记 者

“其实大家都有一颗爱心，

学了手语大家可以更好地为聋

人朋友服务。”高级手语翻译傅

蓉是本次手语课的授课老师，虽

然是第一次在夜校开课，但她已

经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一学

期12次课程，傅蓉将会有意识

地在教学之中让学员们了解，聋

人在无声的世界里是如何生存

的，又会遇到哪些困难，日常可

以给他们提供哪些帮助。

首节课上，大家了解到手

语分为手指语和手势语，学会

手指语，每个人可以拼出自己

的名字。手势语则有很多仿形

的动作，比如“人”字就是两根

食指搭出一个“人”的形状，穿

鞋就是用手比出一个拇指在上

小拇指在下的“六”，然后另一

只手抚摸小拇指做出穿鞋的动

作。一位学员举手提问：“老

师，手语分不分左撇子、右撇

子？”傅蓉笑答，一般都是默认

右手做动作。

傅蓉又打出了两个简单的

手语动作，先是聋哑人，然后是

聋人。这也代表着社会认知的

一个转变，曾几何时大家都喊

聋哑人，其实，许多聋人的声带

没有受损，他们只是因为听不

见声音所以不会发音，但是如

果及早干预，植入人工耳蜗并

且学会读唇语，很多人是可以

通过模仿学会说话的，因而他

们也不再被称为聋哑人，而是

聋人。

在虹桥商务区从事国际贸

易工作的叶少群一直对手语感

兴趣，她曾经苦于无处求学，买

了很多手语书在家自学，这次

了解到市民艺术夜校开了手语

班，很幸运地抢到了名额。业

余时间，她长期在工作的园区

和社区从事志愿服务，“我本身

是学英语的，还有心理学背景，

非常期待能够在以后的志愿者

工作中应用到手语技能。”

叶少群的想法与群艺馆开

设手语课的初衷不谋而合，负

责培训的群艺馆副馆长徐皓表

示，当时和残联合作开班就是

希望能培养一批手语志愿者。

如今越来越多的夜校学员成了

文化志愿者，夜校开课期间，许

多负责签到的志愿者都曾是夜

校学员，展览解说和重大活动

的现场也常常能见到他们的身

影。徐皓说：“以前我们的文化

志愿者老年人居多，现在中青

年比例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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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是2023市民艺术
夜校秋季班开学第一天，上
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
没有像往常一样接受采访，
而是带着笔记本走进304教

室。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学下
来，他已经能打出简单的手
语句子“我的爸爸是一名医

生”。吴鹏宏听课的原因和
众多在工作日晚间走进夜校
课堂的学员一样：能够多学
一门技艺，尤其是别处学不
到的，真的很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