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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上海爱学习

PPT，“想复刻给家里人品尝的时

候，就翻出来依样画葫芦，成就感

满满！”

李艳和邓女士都属于夜校中的

“实干派”，她们喜欢将课堂上学

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学会了技

能，充实了时光。

除了中式点心，邓女士因为工

作的关系，还报名过“非遗扎染”。

她说：“学了这门课，不仅让我对

手工染色技艺有所了解，后来我们

家的白色衣服发黄，或者想进行衣

服的翻新时，我都会用扎染课学到

的知识进行改造。”

而李艳的兴趣则是形象设计。

为此特意报名了化妆和编发。“以

前没有章法，不知道化妆也有这么

多讲究。一个眼妆就分了三节课讲，

眼影要打出层次，眼线不能晕染，

眼睫毛如何贴得好看，还有眉毛，

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都是学问，

我们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李

艳还记得当时为了学习画眉，在空

白纸上描了一遍又一遍的眉形，“纸

上画得足够好，到了脸上才能达到

自己满意的效果”。

现在，李艳可以快速搞定一个

还不赖的出门妆，要是时间足够，

她还可以帮自己编发。“为了学习

编发，我们还买了头模练习。当然，

给自己编还是有点难，因为视野受

限，看不到全景。”而现在如果有

客人到李艳家，其中一大娱乐项目

就是编发，李艳表示：“会根据她

们的脸型和当天的装扮，给她们做

一个合适的编发，目前效果都很满

意。”

为什么愿意到夜校
教成人课

刚参加完北京国际音乐节，

杨蚕回到上海，又马不停蹄投入到

“2023沪台金秋音乐会”的准备中，

本职工作的间隙，杨蚕坚持每周一

到市民夜校，她开了一堂小提琴演

奏入门课程，今年是第三届，也是

第一次由线上转到线下。这样的日

常，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每天忙

到飞起来”。

杨蚕是上海交响乐团小提琴演

奏家，3 岁开始学琴，6 岁获全国小

提琴比赛第二名，9 岁考入上海音乐

学院附小，之后一直奔着专业的路

子培养发展，还未毕业就提前被上

海交响乐团锁定。

如此的履历，如此的繁忙程度，

也无怪杨蚕的同事们怀着疑惑问：

“你为什么到夜校去教成人课？难

道给得很多？”

不多，真不多。40 多元一节课

的单价，对于抢到课程的学生们来

说，无疑是“捡漏”价，市场上音

乐学习课程一向都是昂贵且有门槛

的，小提琴又是公认最难学的乐器

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杨蚕为什么愿

意付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到夜校教

课？这离不开她此前多年的音乐普

及历程。

“我一直在群艺馆定期举办公

益性室内乐导赏音乐会，每次音乐

会结束后，观众都特别热情，有些

观众会留下来互相交流探讨，有人

说杨老师您拉得这么好，我也想学。”

对于青少年的教学，杨蚕一直在做，

但对于成人，她也吃不准效果，“当

时市民夜校做得特别好，我觉得这

个平台特别棒，正好就借着这个契

机尝试做了线上课，没想到报名的

人很多”。

线上授课，杨蚕也绝不敷衍。

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线上和

线下的教学侧重点不同。线上讲述

可以更加全面，配合 PPT 里的图片

和文本，让学员对基本姿势和动作

分解一目了然，先讲解完再上手。

第一节课，杨蚕会介绍小提琴

的基本构造，如何保养、调音、擦

松香，拉出声音来。她惊喜地发现，

成人学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起青

少年更高，“青少年一开始学琴，

主要是模仿，在音乐的感受度上更

好；但成人善于思考，因为是自己

主动想学，他们还会自己下苦功课

下练，这种学习的热情让教学效果

好于预期”。

为了纠正每一个学生的姿势，

杨蚕成了校内有名的“拖堂王”。

“因为线上课不能手把手地纠正，

只能通过‘往左点’‘往右点’‘角

度不对’之类的语言去调整，我也

希望做到对每一位学员公平，所以

基本上每个学员我都要连线，花费

的时间就长了。”杨蚕不好意思地

解释了自己的“外号”。

下图：李艳为其他学

员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