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最近学习了吗？面对这个“扎心”问题，或许有
人要说：“我又不是学生，干嘛还要学习！”殊不知，学习
并不只是学生的专属，更不再是某个阶段的特定任务，
而是可以贯穿人一生的美好体验。

4 月 26 日，2024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全国总开
幕式举行，“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倡议不仅引
起了众多热爱学习的人的共鸣，也唤醒了那些已久离
课堂和书本的人们。

其实，在我国积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学习型大国的背景下，只要你怀揣着学习的热忱，
便可发现处处皆是学问，时刻皆能求知。

近期，“青年夜校”在年轻人中异军突起，上海曾有
超过 65 万人同时在线争抢近万个课程名额的盛况，宁
夏也出现夜校钢琴课几秒钟就被一抢而空的景象，“白
天工作、晚上学习”已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新潮流。在老
年大学，众多“银发族”找到了“重返十八岁”的青春密
码，普拉提、短视频制作、旅游英语、保健按摩、婴幼儿
护理等特色课程，满足了不同老年人的学习需求，更引
领他们与当下的新鲜事物“接轨”，激发老年生活的热
情与活力。此外，网络学习平台、社交媒体等为学习提
供了更多可能性。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
抖音等平台上分享公开课，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国

内顶级学府的教学资源。线上学习，不仅突破了地域
和时间的限制，还降低了学习成本，实现更多人成为名
校“旁听生”的梦想。

老年大学课程的花样翻新、青年夜校的一课难求、
线上课程的触手可及……以上种种现象都是这个时代
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热潮的生动写照。为何我们如此
热衷于学习？原因在于，学习不单是提升个人竞争力
的核心所在，更是塑造丰富多彩人生的秘诀。正如孔
子所言，“学而不已，阖棺乃止”，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一
门人生必修课。

终身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保持终身学习，就能

不断挖掘出新的乐趣，开拓新的视野，丰富新的人生体
验，正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终
身学习更是一种精神追求。相比汲取知识、增长才干，
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培养一种不断探索、永
不停歇的精神内核，激励我们怀抱积极心态，勇敢直面
生活的云卷云舒、潮起潮落。

当然，终身学习并非盲目地追求课程种类的“囤
积”和知识数量的“堆砌”。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以兴趣
为出发点，快乐学习、身心获益。“学海无涯苦作舟”，

“乐”亦能作舟，如此“一棹春风一叶舟”，才能在知识的海
洋里“万顷波中得自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终身学习者。

我 永 远 不 会 停 止 生 长
马 丽

记者手记

“一头是因为年龄进不去的老年大学，一头是已经毕
业离开的大学，年轻人想要继续学习能去哪里？”4月28日，参
加“青年夜校”陶艺课程的38岁银行职员薛莹莹问记者。

近日，由银川市团委主办、银川市青少年宫联合推
出的“青年夜校”火爆异常，部分课程甚至出现了一课难求
的情况。

薛莹莹是“青年夜校”的第一批学员，也是一名 8岁孩
子的母亲，之所以会选择来到夜校学习，是为了孩子，也是
为了自己的艺术梦。

“我的孩子在少年宫学习黏土课程，自己学习陶艺，这
样能跟孩子多一些共同语言。”薛莹莹告诉记者，目前社会
上很多成人培训班都是以考试培训或体育健身类为主，针
对成人的艺术类课程并不多，且费用较高。她从小就对艺
术有着浓厚兴趣，但在学生时代没有机会学习艺术是她一
直遗憾的事情，借着孩子在少年宫学习的机会，让她也有
机会学习夜校的艺术课程，这让她倍感开心。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学员们之所以会“抢”报夜校课
程，主要是兴趣、放松身心和陪伴孩子三个方面原因。

“我喜欢唱歌，学会吉他我就能边弹边唱了！”正在上
吉他课的李沛铭还报了声乐课，作为从小喜欢音乐，但没
有机会学习的她，是青年夜校给了她再一次的“童年”。在
课程设置方面，银川市青少年宫金凤宫充分考虑年轻人的
需求，由银川市团委率先在全区发布了2024年青年夜校开设
课程意见征集令，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有近万名20—45岁
的青年线上线下参与课程规划设置，找到广大青年的兴趣
点，针对性地开设课程。

“自己平时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一直是两点一线，也
没有什么业余生活，这里的学习让我身心得到了放松，也
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今年 37岁的医务工作者徐丽目前已

在夜校学习 4节课，对于夜校老师的讲授和学校的环境她都非常满意。徐
丽告诉记者，在她这个年龄段，工作、家庭等多方面的事情让她很少有真正
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通过夜校的学习让她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面对夜校课程是否会给自己的生活增添压力时，他们的回答是否定
的。采访过程中学员们纷纷表示，除了学习，来到夜校更多得到的是一种
放松。

“如果没有夜校的课程，回家其实刷刷手机也就过去了。”今年 30岁的
律师王劲翮说，夜校的学习更多是自我满足的过程，生活本就应该是充实
而丰富的，如果只有工作，便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记者观察到，许多夜校的学员同时还是少年宫的学生家长。“与其孩子
上课的时候在门口等待，不如自己也来学习。”一位报名夜校课程的学生家
长说，报名夜校，更多的是希望与自己的孩子“共同成长”。据青少年宫教
务人员俞超介绍，在夜校早期的宣传工作中，少年宫的学生家长们通过转
发朋友圈的方式共同参与了宣传，有很多学生家长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成为
了少年宫的“学生”。

据了解，“青年夜校”的服务方面最典型的是把一部分课程安排在了白
天。除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外，一些青年，由于工作原因，需要上夜班，只
有白天有时间；还有的待业青年，想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技能；有的是全职
宝妈，需要考虑孩子上学及晚上辅导作业的时间，综合这部分青年人的诉
求，青少年宫在设置课程的时候，人性化地开设了部分白天课程。下一步，
青少年宫还会开设夜间课程，适当调整课程内容、授课方式，以便更好地满
足青年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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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早上好！”每天早晨八点半是宁夏老
年大学门口最热闹的时候，学员们个个精神饱满、神
采奕奕，与门口保安热情打招呼后，络绎不绝地进入
校园，重拾“背上书包上学堂”的乐趣。

老年大学里学什么？琴棋书画还是诗酒花茶？
翻开宁夏老年大学的课表，周一到周五，每个教室课
程都排得满满当当。如今，老年人学习内容不止传统
雅趣，课程丰富程度超乎想象，智能手机应用与手机
摄影、短视频抖音制作、旗袍走秀、烘焙烹饪……各类
潮流款课程令人羡慕。

打开电脑，点击鼠标，在剪映中将多张照片组合
成一个短视频，陈阿姨边看课堂笔记，边进行着操作，
这是宁夏老年大学的火爆课程之一——短视频抖音
制作课堂。

56 岁的陈阿姨是东北人，退休后随女儿来到银
川，谈起最爱上的课滔滔不绝：“我喜欢旅游，以前做
视频做得不好，在这里学剪映后，现在做视频质量明
显高多了，我以后还要拍微电影呢！”陈阿姨本学期一
共报了 6门课，除了周一，其他工作日都来上课。“因为
康养保健系的课程是新成立的，没有限制，我就多报了
3门，这些课程我都喜欢，还有一些喜欢的课程我都没报
上呢，等着以后继续抢课。”陈阿姨兴奋地说。

像陈阿姨这样“不着急毕业”的学生，在宁夏老年
大学还有很多。据该校组宣科科长王丽介绍，宁夏老
年大学成立于 1984年，校本部设有 7个系和 1个艺术
团，87个专业，330个教学班，校本部在册学员 1.2万人
次。“我们学校最受欢迎的是舞体系、综合系的课程，
都是‘秒光课’，因为我们前期会有调查问卷，课程设
置都是根据老年人的需求考虑的，所以都很受欢迎。”
王丽说。

对于老年人来说，使用专业软件制作视频，学习起来会不会有
困难呢？班上的刘阿姨解答了这一困惑，“学校很多课程包括普及、
初级、中级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选择适合的班级，而且课程
进度不是很快，学习起来也能跟上。短视频这两年这么流行，我们
退休了至少也要了解一下，紧跟时代潮流，如果能跟年轻人玩在一
起更好。”

同一时间的民族舞课堂上，身穿民族风服装，头顶时尚卷发，张
娅梅穿着舞蹈鞋，跳得很专注。看着她灵巧连贯的动作，很难想象
她已经67岁了。

“以前就很喜欢跳舞吗？”“对，以前退休了经常和朋友一起去跳
广场舞，但广场舞没有专业老师指导，来老年大学学习舞蹈后，动
作、手势都标准了不少，进步非常快。”已经学习民族舞一年半的张
娅梅一脸自信地说。

兴趣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在老年大学有人通过舞蹈收获了
自信，也有人通过朗诵发掘了个人特长，从学员成长为老师。

今年 63岁的魏伟身材矫健，看上去有着与年龄不符的精气神。
2014年他进入宁夏老年大学学习朗诵，5年后，他通过努力考入学校
朗诵队，多次参加比赛并获奖，如今他还去别的老年大学当起了老
师。“在老年大学，我完成了年轻时候想做但没做的事，发掘了自己
的特长，并且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实现自己的价值，感觉自己的心态
越来越年轻了。”魏伟道出了“银发族”爱上老年大学的共同心声。

老
年
大
学
：
银
发
族
最
爱
上
啥
课

本
报
见
习
记
者

李
雅
蓉

4月 26日 17时，刚刚下班的翟云飞来不及回家，在小会议室打开了手机
上的口语学习软件Cambly，“滴”声过后，外教在屏幕另一头热情地问候：“今
天过得如何？”。寒暄间，她很快就完成了语言系统的“切换”，从“工作脑袋”进
入了口语练习模式。

今年 27岁的翟云飞是一家外企的应用工程师，“3个月前，由于工作安排，
需要我全程用英语主持一场会议。我尽力准备了，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从那之
后我就决心好好练习英语口语。”她说，3个月来，经过每周 3次的线上课练习，
工作场景下的英语交流不再让她焦虑了。

数字化浪潮的推动，将信息和知识都浓缩汇集在移动设备中，线上学习
逐渐成为现代人追求知识的必备选项。2024年 4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 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在线教育普及率也逐年
提升。

“中国大学MOOC（慕课）是我的宝藏App。”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
学大二学生周艺璇告诉记者，她日常会在慕课平台上搜索感兴趣的课程进行
系统化学习。“慕课平台上有很多名校名师的课程，像六级英语、法理学、卡通
设计等，课程质量高且免费。有的完成学习后还能领取认证证书，学习动力很
足。”周艺璇说。

“中国大学MOOC”App的评论区里，好评不胜枚举。“我非计算机专业学
生，竟然也入门了 python语言。”“我快五十岁的人了，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成
都中医药大学的课程，帮我打开了学习中药学的大门。”……智研瞻产业研究
院发布的《2023—2027年中国慕课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中显
示，截至 2022年，我国慕课行业用户规模达到 9.79亿人次，产业规模预计将在
2029年突破千亿元。

除了专门的学习软件和网站，自媒体的发展也让知识传播更灵活。现如
今，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最常见的知识载体。

“我没有去老年大学，但我几乎每天都会上‘B站大学’。”李晓丽说，她今
年 55岁，刚退休不久的她经常会在“哔哩哔哩”App上搜索书法和园艺花卉相
关视频。“我不太喜欢人多热闹的环境，现在这样的学习方式非常适合我。”每
天跟着“陈建忠书法课堂”练习一小时书法是她现在的日常。除此之外，她也
会在遇到困惑时打开小红书搜索求助。李晓丽说：“这些软件能随时帮我答疑
解惑，感觉学不尽的知识就装在我口袋里。”

线上学习打破了传统课程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我在会议室、车里、家中
都上过口语课，这份‘便捷性’在我看来是不可替代的。”翟云飞说，相比于线下
课程，在线学习的成本更低，内容可选性更强。但同时也有一定的缺陷，对周
艺璇而言，线上学习更多是对实际课程内容的补充。“自主学习特别考验耐心，
对我的自控力是一种挑战。”

随着 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应用，线上学习平台将实现更加快速、稳
定的网络连接，和更加智能、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微博教育垂类内容运营工作
人员说，“网络的信息推送和传播让更多具有相同标签的网民聚合，形成‘学习
社区’，营造线上学习氛围。”

线上阅读、直播课程、科普视频……形式多样、内容多元、更新迅速的知识
内容像是汇聚在移动设备中的“精神食粮”，源源不断地为网民提供养分。“也
许以后连屏幕都不需要了，老师能通过投影直接站在我面前做指导呢。”对未
来线上学习的可能性，李晓丽充满了期待。

云上学习，随时随地
本报见习记者 王 娜

“青年夜校”吉他老师周晓瑞给学员讲解曲谱。 宁夏老年大学学员们在书写篆书。 宁夏老年大学，短视频抖音制作班学员在交流学习。
本版图片均本报记者 付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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