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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烁

接收通知、完成作业、在线学习、按
时打卡……如今，不少家长和学生的手
机里，都装着若干教育APP。然而，随着
这类应用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过多过
滥、平台垄断、有害信息传播等问题。

近年来，有关部门针对教育 APP 乱
象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了“互
动作业”“同学帮”等 10 余个违法违规平
台，下架了两百余款严重危害青少年身
心健康的应用。现实中，教育 APP 等移
动互联网产品具有跨地域的显著特点，
单靠区域性的分散治理难以形成合力，
因此，加强对教育 APP 发展的统筹指导
和监管成为共识。前不久，教育部等八
部门印发《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
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正是要
加强教育 APP 治理，为在线教育有序健
康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要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
立足于开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国
际交流合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
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移动
互联时代，教育 APP 是“互联网+教育”
的重要载体，是学校教学、学生学习的
有益帮手。在应用过程中，对于运营发
展不规范、履行安全责任不到位等问
题，亟待进一步厘清边界、规范管理，更
好保障用户权益。比如，对于应用软件
的商业行为，《意见》提出“强制的不商
业，商业的不强制”，即作为教学、管理
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 APP，不得向
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植入商
业广告和游戏，而推荐使用的教育 APP
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不得与教学管理行
为绑定，不得与学分、成绩和评优挂钩。

也应看到，在线教育是互联网时代
的新业态，已成为我国数字产业和教育
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据预测，2019 年
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超过 2600 亿
元，中小学生在线教育用户将达到 8000
万人，发展潜力巨大。为防止“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意
见》提出，对作为新兴产业的教育APP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教
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不设置准入许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在严守底线的前提下为新业态留足发展空间。这充分体现
了“放管服”改革精神。同时，对具有良好信用记录的教育
APP 减少检查次数，对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教育APP 增加检
查次数，让守信者万事皆顺，失信者时时不安，强化了正向激
励。随着相关举措落细落实，教育APP的发展必将迎来新的
机遇，打开新的天地。

教育 APP 的发展，事关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切身利
益。以《意见》出台为契机，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坚持政府、
市场、社会同向同行，我们就能以协同治理做大教育 APP 规
范管理的同心圆，让“互联网+教育”创造更多可能，激发更
大动能。

教育部近期发布关于一流本科
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经过三年左右
时间，建成万门左右国家级和万门左
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完成 4000 门
左右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4000门左
右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6000门左右
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1500 门左右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一流课程、1000门左右国家级社会实

践一流课程认定工作。
10月初，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发布

政策，支持互联网企业与在线教育机
构深度合作，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在线
教育机构，支持互联网企业与在线教
育机构充分挖掘新兴教育需求，此次
教育要求完成 4000 门左右国家级线
上一流课程正好和此前政策相呼应。

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为各行

业的发展趋势。教育作为提升全民
素质，决定国家未来的根基，形成“线
上+线下”的双赛道发展模式已成为
人们的共识，并有线上教育领跑的趋
势。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份，
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高达 2.32 亿
人，仅仅去年销售额就已达 365亿美
元。有机构预测，2019年中国在线教

育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3000 亿元，预
计到 2022 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
模将超过 5400 亿元。天眼查数据显
示，从事在线教育行业的相关企业超
22万家。近十年来，在线教育企业呈
爆发式增长，今年以来新增企业数量
已赶超去年，已将传统线下教育牢牢
甩在身后，相关在线教育企业有望持
续受益。

“开学一个月就要开始冲刺了吗？”
在广州一家培训机构语文四年级家长群
里有家长吐槽：线下班推广的在线课程
已经收了期中复习班的钱。群里还有家
长反映，有机构已开始期末复习班招
生。还有不少家长反映从上学期开始，
各教育机构拼命开课外班，不断提前收
费。

2018年国家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校外培训机
构应该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财务与资产管
理的规定，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
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
月的费用。现实中，在线教育机构有没
有严格执行线下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规
定呢？不少机构按一学期或学年收费，
有用户担心会否产生退费难的问题呢？

行业进入爆发期
9月30日，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调，要构
建扶持在线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
线上线下教育融通，培育优质在线教育
资源，加强在线教育人才培养等。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今，在线教
育相关政策文件共发布过 10份，尤其近
几年发布更为密集。政策鼓励在线教育
发展的同时也不断规范在线教育行业的
发展秩序。政策福利持续释放，也催生
了一大批在线教育平台。截至目前，尚
德机构、精锐教育、21世纪教育、英语流
利说、51talk、朴新教育、跟谁学、新东方
在线等在线教育公司成功上市。

10月 1日，网易有道在美提交招股
书，如顺利 IPO（首次公开募股），网易有
道将是网易系中第一家独立上市的公

司。而在今年Q1财报电话会议中，网易
首席执行官丁磊再次重提网易会加大对
在线教育的投资。10月8日，在线青少儿
英语品牌VIPKID正式确认腾讯领投其E
轮融资。VIPKID是国内少数获得有马化
腾、马云背景的投资机构同时投资的平
台，截至目前，VIPKID 共发生了 8 轮融
资，融资总额超58亿元。

部分在线教育企业连年亏损
记者粗略统计发现，与行业火热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线教育行业大约
70%的企业处在连年亏损的尴尬境地。7
月 25日，好未来发布的 2020财年第一季
度财报显示，好未来上市九年来出现首
次亏损，一季度归属于公司的净亏损达
到730万美元。财报发布之后，当天股价
下跌了 11.38%。网易有道招股书也显
示，网易有道 2019年上半年亏损 1.68亿
元，2018年全年亏损2.09亿元。

业内人士透露，在线教育首先是获
客难。新东方在线纵然一直有母集团公
司新东方以线下向线上引流，获客成本
依旧居高不下。据悉，该公司单个付费
用户获客成本已从 2018财年的 55元提
高1.51倍至138元。

此外，在“免费至上”的互联网时代，
信息、数据、资料的流通便捷，再加上人
们的版权意识以及知识付费的意识薄
弱，致使在线教育流量变现困难且周期
拉长。好未来在2020财年一季度的营业
成本及费用同比增长了34.8%，达到6.48
亿 美 元 。 其 中 ，营 业 成 本 同 比 增 长
21.4%，主要是因教师薪酬和租赁成本增
长所致；另外，销售费用同比大增64.4%，
至 1.55 亿美元；管理费用也大幅增长
40.3%，至1.76亿美元。

在线教育平台合规化
成为重要“课题”

随着各项在线教育政策逐步落地，
合规化成为在线教育平台的重要“课
题”。像一些家长反映和担忧的情况，一
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资深人士认
为，从去年开始教育部连续出台的一系
列监管政策，对某些教育平台的多个培
优课程造成影响，其主打的“奥数班”已
经不再作为业务重点，在监管的趋严之
下，一些教育平台原有的课程模式难以
持续；然而随着《指导意见》的出台，对正
在高速增长的线上课程造成巨大的冲
击，其收费模式的限制、其教师资质的要
求都会增加运营成本，对其在线业务的
现金流造成压力。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线下校外培训
机构将半年课程改成短期班或者课外
班，分多次收费。但有家长吐槽，实行三
个月收费后，价格较之以前半年或一年
一交有所上涨，且三个月就有一次涨价

“机会”。记者上网查询几款知名的线上

培训机构。如沪江网校的“1对 1首席名
师制胜雅思”，154课时有效期 180天，收
费达到 1.6万元。多家司考培训机构如
今也推出了多款线上课程，其中多款是
为期一年的“冲刺班”及“提高班”，价格
从6000元至3万元不等。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
商分析师陈礼腾表示，互联网技术使得教
育资源最大效用，以高效、强互动等特点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但是从行业来看，
在线教育平台的处境不太乐观。在线教育
行业发展尚未成熟，前期的持续投入再加
上在线教育公司盈利周期长，教研、产品、
技术、营销等都要持续投入，导致目前在线
教育企业大多处于烧钱阶段，主要依靠融
资获取资金。而从2018年四季度开始，资
本对于教育行业热度有所下降。数据显
示，2019年上半年在线教育行业发生了约
170起融资，相比2018年上半年融资数量
缩水近半。因此，何时能实现盈利，对于在
线教育平台而言，仍然是个大问题。

（广州日报 倪明）

早在几年前，互联网上就出现了
智能乐器、视频录播教学、O2O模式的
老师上门教课、音乐笔记等几种形式
的音乐教育，但当时大部分都在探索
阶段。

经过几年竞争，有很多现在在市
面上都已不见了踪影。这其中最典型
的恐怕要属星空琴行的轰然倒下。

当时有观点认为：这种线下 O2O
的模式，成本并不低，根本行不通。

在线钢琴陪练前景广阔？

在大浪淘沙后，近几年依托互联
网技术成长起来的陪练生意却愈发火
热。其中不得不提的是钢琴陪练。

根据中国音乐家协会统计数据显
示，2018 年中国学琴儿童总数达 3000
万，并以每年 10%的速度增长，预计
到 2022 年“在线陪练”市场将达到千
亿规模。并且在线陪练行业正处于起
步阶段，整个市场依旧是一片待开发
蓝海。

资 本 自 然 不 会 错 过 这 块“ 大 蛋
糕”。根据公开融资数据统计，从 2016
年至今已经有超过 25家投资机构入局
在线钢琴教育赛道，包括腾讯、金沙江
创投、高榕资本、真格基金、IDG 资本
等知名投资机构。

一时间 VIP 陪练、快陪练、小叶子
音乐教育、美悦钢琴、Finger、趣陪练等
机构纷纷上线，甚至连 K12 领域的掌
门一对一也跨界推出掌门陪练。

快陪练创始人兼 CEO 陆文勇认
为，在线钢琴陪练能够解决传统线下
钢琴陪练成本高、家长陪练效率低、钢
琴主课与陪练难形成闭环的弊端。

细数目前行业中规模较大的机构
VIP陪练、快陪练、小叶子音乐教育等，
在采用在线陪练模式的情况下，各家
也纷纷推出自己的新模式，希求能在
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快陪练采取“双师教学模式”，主
课老师对孩子的练习要求可以对接给
陪练老师，使陪练老师成为主课老师
的线上“助教”；陪练老师也可以将孩
子在陪练过程中的练习效果、表现反
馈给主课老师。

而在VIP陪练平台上，陪练的老师
和主课老师仍然是传统“各自独立”的
教学模式。其中陪练教师主要扮演辅
助性角色，在课后帮助琴童及时消化
授课知识。

由于打破了传统线下教学时间和
空间限制，以及城市间教学资源不平
衡问题，标准化产品带来的规模效应
和效率提升，让在线钢琴陪练项目发
展迅猛。

近期 VIP 陪练官方对外公布的月
度业绩数据显示：平台今年 7 月营收
超 1.5 亿元。数据背后也似乎说明了
在线钢琴陪练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经过多轮的混战后，已经步入
行业洗牌的新阶段，而且目前在线音
乐教育也存在获客成本高、消费与付
费分离的痛点，还需要不断再投入，才
能产生正向循环。

业内人士坦言，今天在线钢琴陪
练已经被市场接受了，但这种模式要
变成主流还需要时间。

另外，对于三四线城市一些小机
构来讲，线下仍然是首选。

某三线城市的一家器乐培训机构
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在三四线城市
家长的认知中，像钢琴、音乐培训还需
要手把手教学，所以肯定还是线下面
对面授课更受欢迎。但不可否认的
是，在线教育的兴起，某种程度上切走
了一部分本属于他们的蛋糕。

在线美术教育的未来在哪？

同音乐教育类似，美术教育行业
的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也十分可观。

对于少儿美术培训机构，目前线
下机构普遍通过“直营+加盟”模式联
合扩张，并通过加盟模式下沉三四线
城市，如蕃茄田、夏加儿美术教育、画
时代美术、彩翼儿童美术馆、小央美儿
童美术、MUMA 儿童艺术教育等。该
类机构的美术课程专业度较高，除传
统平面绘画科目外，还拓展细分教育
品类，如陶艺、油画、版画、动画等。

相比线下美术教育，线上美术教
育凭借可以突破地域限制，触达更多
用户。随着少儿美术培训需求不断攀
升，在线化开始在行业内渗透开来。

目前在线少儿美术培训机构有画
啦啦、美术宝、宝贝计画、夏知儿等。
它们在教学模式上选择性更多，互动
方式上有真人课、录播课、AI+真人，班
课选择上也有小班课、大班课、1 对 1

等。
在今年 9月的一场论坛上，美术宝

副总裁马长久表示，通过互联网的方
式，重塑供应链，可以将 1 对 1 价格降
低至班课的一半以下。若能以合理的
价格给出线下无法替代的高质课程，
就很容易受到家长和学员的认可。

但在线少儿美术培训也面临在线
音乐市场相似的问题。

家长对于线上美术教育缺乏认
知；优质教师资源稀缺，尤其是在线 1
对 1 教学对于教师质量和数量都有着
高要求和高需求。

另外据多鲸资本数据显示，传统
美 术 、器 乐 的 在 线 化 认 可 度 低 于
15%。这一数据表明，在艺术培训方
面，目前家长更倾向于线下报班。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名家长，他们
均表示首选线下，理由主要是有线下
教学互动性会更强，这种需要实操、感
知性的培训线下更合适。

对此，夏知儿创始人劳坚群也表
示，在线化教育不会脱离线下独立存
在，单一的线上化美术教育是一个伪
命题，最终还是会回到线下场景、角色
的互动体验，未来三到五年内一定是
线上线下的联动。

熟悉教育领域的投资人张肖磊也
认为，对于教育来说，线下的体验性尤
为重要，因此其建议少儿美术教育机
构还是应以线下为主，仅将在线化作
为一种辅助发展的手段。

（未来网 赵亚超）

在线教育再迎重磅文件

机构预测三年内市场将冲5000亿元

七成企业连年亏损七成企业连年亏损 培训机构能培训机构能“““在线在线在线”””多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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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线教育用户增速迅猛，与网络
外卖、网约车、网络理财应用同属高增长类别；
2018 年底，在线教育类应用用户突破 2 亿，互
联网使用率达 24%；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
的升级，移动端在线教育用户增速尤其亮眼，
近三年平均增速达 19%；预计未来三年在线教
育用户将持续增长，有望冲击 4亿大关。

在学习教育类应用细分类别中，教育工具
类应用覆盖率最高，其中三成以上为语言学习
类工具应用；此外，K12、早教辅导类应用覆盖
率分别名列第二、第三，反应了人们对青少儿
教育的重视度越来越高；综上，结合青少教育
和语言学习的青少儿英语教育成为在线教育
的重要发力点。

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市场规模几年来持
续两位数高速增长，2019年市场规模预计可达
80 亿；随着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留学人口的不
断增多和低龄化趋势，未来两年在线青少儿英
语教育市场规模有望持续增长，2020年有望突
破百亿大关。

“才艺”课线上扎堆“陪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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