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在线教育
师生教学行为和教学条件研究报告

亿欧智库 www.iyiou.com/intelligence

Copyright reserved to EO Intelligence, July 2020

http://www.iyiou.com/intelligence


EO Intelligence 2

⚫ 研究目标：关注广大K12师生在此次疫情期间的在线教育体验，注重师生在过程中

出现发现的各类问题，对于在线教育的满意度水平，以及关于未来师生对于在线教育

应用的看法，发现未来在线教育的趋势，提供可供思考的方向和内容。

⚫ 亿欧：致力于推动新科技、新理念、新政策引入实体经济的科技与产业创新服务平

台。亿欧智库关注前瞻性科技以及科技与不同领域产业结合、实现产业升级的研究，

力求基于对科技的深入理解和对行业的深刻洞察，输出具有影响力和专业度的行业研

究报告、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企业定制化研究和咨询服务

⚫ 研究范围及样本：

✓ 全国超过3900个K12师生样本

✓ 教育行业专家：中小学校校长、电教馆馆长、教育学者

✓ 全国PC电脑代表品牌

✓ 教育行业特色企业

英特尔联合腾讯教育应用平台发布

《中国在线教育师生教学行为和教学条件研究报告》



K12师生的在线教育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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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K12师生高频应用在线教育内容，有助于培养K12师生
的在线教育使用习惯

疫情期间K12师生高频应用在线教育：

⚫ 约64%的教师每周使用在线教育的频率在3天以上，约69%的教师每天使用在线教育频率高于1个小时

⚫ 近89%的学生每周使用在线教育的频率在3天以上，近97%的学生每天使用在线教育频率在1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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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疫情期间K12老师在线教育周频率与天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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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疫情期间K12学生（家长）在线教育频率与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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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为目前在线教育软件重点关注的功能

制作课堂展示作品（PPT、视频等）

参加兴趣爱好课程

辅助查找课程资料

参加课外辅导

完成课程预习及复习

完成课堂及课后作业

学习校内课程

使用过的功能 新增使用的功能

疫情期间K12师生的在线教育使用场景多元，新增使用体验丰
富，为未来在线教育持续增加奠定基础

疫情期间，K12师生使用在线教育的场景多元，不少场景是新增场景体验：

⚫ 老师在疫情期间使用的在线教育功能涵盖教学、学情、备课、家校沟通等多个场景。

⚫ 疫情期间催化了学生积极使用互联网进行课后辅导、课程资源搜索等功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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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K12老师在线教学场景分布情况 亿欧智库：K12学生（家长）在线功能使用情况

组卷和阅卷

课后辅导

课程备课和教案制作

课件设计及制作

与学生或家长保持沟通交流

作业分发与批改

授课

使用的功能 新增使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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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70%的K12师生未来会考虑继续使用在线教育，政策和个
人意愿双向驱动在线教育成为未来K12教育形态的重要构成

在线教育在未来会成为K12校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和老师对于在线教育的态度更加积极：

⚫ 75.83%的K12学生（家长）未来会考虑进行在线教育，约88%的老师未来有可能进行在线教育

⚫ 在线教育在疫情期间得到更广泛的渗透和推广，政策层面将持续推动在线教育的应用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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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75.83%

5.74%

不确定 会 不会

亿欧智库：K12学生（家长）
对于未来是否选择在线教育的态度

亿欧智库：K12老师
未来是否继续进行线上授课

46.29%

41.70%

12.01%

不确定 会 不会

“巩固深化这次线上教育的教学成果 学校正常开学

以后要进一步保护好 、 发挥好教师运用信息技术

开展教育教学的积极性 。 要进一步完善线上教育

教学资源的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 。加快推进线上

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共享缩小城乡教育资源的差

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 深入推进信息技术在教育

教学中的融合应用推进教学模式的变革服务学生自

主学习服务教师改进课堂教学服务全面提高基础教

育质量 加快推进基础教育现代化 。”

吕玉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2020年5月14日



K12师生对在线教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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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的快速普及暴露目前软硬件建设存在的问题，K12师
生提出更高要求，在线教育软硬件供应商应抓住发展机遇

目前的在线教育软硬件提供的服务仍然有提升空间：

⚫ 老师对于在线教育的满意程度集中在7-8分，学生对于在线教育的满意程度集中在8-9分

⚫ 学生对于在线教育的满意程度整体高于老师，目前在线教育软硬件环境仍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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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K12老师对于目前在线教育体验评分 亿欧智库：K12学生对于目前在线教育体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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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的快速普及暴露目前软硬件建设存在的问题，K12师
生提出更高要求，在线教育软硬件供应商应抓住发展机遇

在线教育并不是简单的线上沟通，其不仅要保障双方的交流顺畅，还要求做到信息的充分理解：

⚫实时的反馈和对于学生学习状态的监督水平降低，老师和学生需要增加课后交流沟通

⚫在线上课师生互动性有待提高，需要通过软硬件功能通过触控和操作提高互动程度

⚫已有设备可提供的在线教育体验不足，画面卡顿、音效不畅、信息筛选和视力保护是亟待提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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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K12老师在线教育遇到的问题 亿欧智库：K12学生在线教育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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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结合是在线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老师看中设备与资源结
合在具体教育场景中的“减负提效”

“操作简单”、“降低重复劳动”、“学生学情分析”是老师对于未来在线教育的期待：

⚫ K12老师最关注的功能是在线作业的组织、发布、批改及统计分析；

⚫ K12老师理想中在线教育硬件应该具备的前六大特征为：操作简单、快速响应、教学资源丰富、网络连接顺畅、配备学生管理系统、软

件运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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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K12教师眼中理想教育硬件应具备特征

11.19%

10.88%

10.68%

10.62%

10.52%

10.04%

9.09%

8.36%

8.08%

7.60%

2.77%

0.17%

设备操作简单，容易上手

设备运行速度快，及时响应

搭载的教学资源丰富

网络连接顺畅不卡顿

配备学生管理系统

各类软件稳定，兼容性好

配备专用教育系统

硬件兼容性高

可以支持AI、大数据等功能运行

拥有触摸屏

外形时尚

其他

10.21%

9.86%

9.80%

9.47%

9.10%

8.91%

8.87%

8.74%

8.51%

8.28%

8.03%

0.22%

在线作业组织、发布、批改及统计分析

设备操作简单，容易上手

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

配备学生管理系统

网络连接顺畅不卡顿

可以个性化推送教学资源

可以提供电子白板、智能实录等服务

可以帮助老师进行教学能力提升

可以进行在线备课和在线会议

可以提供在线文档共享

拥有AI智能助手辅助教育教学环节

其他

亿欧智库：K12老师眼中理想的在线教育平台应该具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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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结合是在线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学生（家长）看中设备
与资源结合实现的“智能”与“个性”

“个性化”、“智能化”、“健康绿色”是学生（家长）对于未来在线教育的期待：

⚫ K12学生（家长）最关注的功能是学习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个性化程度；

⚫ K12学生（家长）理想中在线教育硬件设备应该具备的前三大特征为：快速响应，各类软件运行稳定，拥有护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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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K12学生（家长）眼中理想的在线教育平台应该具有的功能

22.45%

20.48%

20.33%

19.76%

16.72%

0.25%

能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库

家长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能够个性化的为学生推送学习资源

可以一站式进行所有课程内容的学习

可以为学生提供课外辅导及生涯规划

其他

13.89%

12.98%

10.91%

9.38%

9.29%

8.82%

8.65%

8.29%

8.16%

7.58%

1.99%

0.07%

设备运行速度快，及时响应

各类软件稳定，兼容性好

拥有护眼功能

配备家长监管界面

网络连接顺畅不卡顿

配备专用教育系统可对不良信息进行过滤

搭载的学习资源丰富

拥有触摸屏

硬件兼容性高

可以为孩子推荐个性化学习资源

外形时尚

其他

亿欧智库：K12学生（家长）眼中理想教育硬件应具备特征



K12在线教育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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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常态化促使K12教育进一步重构，学生和老师重新思
考新模式下学习方法和教学行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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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鸿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导致老师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信息化素养的意愿有所增强，真正

的把学生放在首位的老师要考虑到学生，要转变过去传统的教学思维模式，进而利

用线上资源来组织网课教学，针对性的找优质资源提供给学生学习，要想方设法去

提高教学效果。

梅杰

广铁一中外国语小学 执行校长

短期来看，疫情期间老师的信息化素养均有一定提升，长期来看，广泛的、优质的教师资源以及教育资源的在线分享会形成一个常态，从而引导教学模式从当前的单一授课模式往合作授

课模式转变，而且可能会打破班级分工，可能采取大单元的，跨班级、走班化的灵活的方式来进行教学。

张治

上海市电教馆馆长

通过使用更好的资源，教师的角色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从讲述者变成一个学习的组织者，

服务者；当学生一直习惯于从网上来看的时候，会导致教学流程的再造，翻转课堂的教

学方式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蒋鸣和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二级教授

实施技术支持的学生个性化学习，深度学习归根结底要靠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教师不仅仅

要掌握技术操作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掌握信息技术环境下设计、实施和评价教学的能力。

吴洪平
尚学教育总经理

技术赋能教育行业，一是平台可以支撑教育资源的共创与分享，为师生提供更加丰富多

样的资源；二是平台的应用与功能模块要足够智能便利，支持教师不同的教学流程与教

学风格；三是对学生学习数据的统计与反馈更有效率，对学情的把握更加精准；四是可

为教育管理者、家长等提供可供参考的决策提供依据等。

陈冬华
学乐云创始人/董事长

真正要做到因才施教的话，离不开平台，离不开大数据，但是，大数据也好，平台也好，

前提是要数据的采集，大家要使用平台才会产生数据。

杨昭涛

前任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副局长、成都市泡桐树小学总校校长

家长需要学会如何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掌握指导孩子高效学习的技巧；家长要学会

跟孩子、老师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进行友爱的相处；家长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

要将工作生活当中的其他负面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要保持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

教师角色发生重构

教师素养亟待提升
教育专业化技术赋能

教学思维模式转变

在线教育生态构建

新技术应用需要夯实基础
家长承担“班主任”部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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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厂商发现在线教育新趋势，提前布局与灵活应对均有商机，
各品牌构建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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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教培机构的转型，带来教师端和学生端设备的需求增加，在性能和稳

定性方面要求提高，另外对配套设施的需求会更多样化，家庭打印机、摄

像头、麦克风，以及AR/VR设备的需求都会出现。

IT需求提升带来对教育整体解决方案的需求增加，在线学习类APP的用户规模和使

用频次提升也带来对后端基础IT设施的刚性需求。

教师端和学生端设备需求

后端基础IT设施刚性需求

用户数据中心建设硬件机会

PC设备的
生产力价值凸显

在目前所有的智能设备对比中，个人电脑是最能发挥出生产力价值的工具，

也最适合学生使用。目前PC设备的能力最为全面平衡，屏幕大、交互性强，

PC机更方便于家长对学生听课进行管理，避免学生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游戏娱

乐，确保学生专注于课堂。PC机可规范学生端坐在屏幕前学习，可避免学生

使用移动设备时躺、趴等非正常姿势，保持眼睛与屏幕间的适当距离。

更
快
更
稳

PC设备相较于手机、平板电脑、电
视等设备，性能优势明显，运行速
度更快，系统更稳定。

PC尽管在便捷性上不如手机和平板电脑，但后者屏幕小
长时间观看对眼睛伤害大，特别是对于处于发育期的学生。
电视属于家庭娱乐终端，屏幕够大，但移动性和交互性差。

更
大
更
专

定义专业
教育硬件设备

硬件设备应该从用户体验和易用性角度来研发更符合教育市场需求的产品：

未来将围绕在线教育的新需求提供专业硬件服务：

1、专为学生设计的双操作系统非常重要，主系统为市面通用的

Windows，支持几乎全部主流软件的安装和使用，学生系统采用定制化，

主打安全绿色无打扰，全程保障孩子学习，为家长提供安心。

2、惠普将更加积极探索专业的家庭在线教育场景一体化解决方案。

使用更加简单，直观的形
态，比如2in1带触控，带
高效指纹/人脸识别的产品

性能上能够更加快速，高效
接入网络和教育软件，类似
于国外的Chromebook

安全上让家长/学生更
加放心，规避病毒，
恶意软件等的攻击。

在线教育为硬件市场
带来的新增长

在线教育平台普遍在公有云架构下搭建，而部分个性化教学内容

更适合在用户的自有IT环境中进行搭建和发布，由此带来用户数

据中心建设的硬件机会。

还可以培养孩子使用更高级功能的能力。同时，目前的PC设备已支持双系统，学生系统保证在学

习过程中不受到娱乐信息的干扰，方便家长管控，是对生产力的最好保障。目前国内的PC渗透率

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联想认为在数字化时代PC设备的生产力价值会不断凸显。

1、设备在硬件层面应该做到充分考虑使用者的人机工学需求，包含对健康，对视

力的保护。培养类似于" 书本笔纸" 的正确使用习惯。

2、硬件设备转变成大数据化的端设备，端设备能有效的让用户的数据在全社会的

大数据中进行有效的分享、分析、再加工，这样能为用户提供更精准的教育资源，

使用户的学习效率能够有效提升。

PC销量同比增长近50%

在线教育用户规模总体增长近82%



K12在线教育三个“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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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老师在线教育评价集中在" 一般" 水平，小学、高中老师评
价较高，初中老师评价最"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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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的影响下，大多数老师特别是学校内的老师是“ 被动” 、“ 快速” 的学习在线教育相关设施设备操作、软件功能使用、查找和使用

数字化教育资源等。在线教育在帮助老师打开教学数字化大门的同时，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 不同年级的老师对于在线教育的评价各个分数段占比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初中阶段老师评价在6分以上的比例整体低于小学和高中阶段。

亿欧智库：K12阶段老师在线教育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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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线教育满意度先增后减，老师越久越满意，K12老师和
学生对于在线教育的" 嗨点" 存在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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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研的结果上来看，学生对于在线教育的满意度水平随每周上课频次与每天上课的时长，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老师的评价随着每周上

课频次与每天上课时长的不同“逐渐提升”。

⚫ 高频使用会增加老师对在线教育的接受程度，K12老师需要持续尝试在线模式，才能更好的理解在线教育的优势

⚫ 随着在线授课时长的增加，老师的满意度更高。而学生方面，每天上课时长对学生满意度的影响成波动式

亿欧智库：每周上课频次对学生和老师满意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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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每天上课时长对学生和老师满意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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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各年龄段学生学习要求各有不同，学习终端选择诉求变化
明显，超50%的学生都会选择大屏设备作为学习终端

18

根据K12学生（家长）未来购买学习设备的情况发现，随着K12学生年龄的增加，其未来选择电子设备时越倾向于笔记本电脑。在小学阶段，

32.55%的学生未来会选择平板电脑，43.06%的学生未来会选择笔记本电脑。而在高中阶段，选择平板电脑的比例降至18.43%，而笔记本电

脑的比例升至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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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K12学生（家长）未来会选择的设备分布情况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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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全面启动，教育市场格局正在被重塑，

行业洗牌和行业机会浮现，软硬件市场迎来新机遇

疫情催化K12师生全面触网，政策指导和个人意愿推动未来在线教育成为K12教育常态化构成，线上线下融合成为

未来K12教育的重要方向，在线教育的认可度得到广泛提升。

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在线教育发力打破壁垒，推动教育公平、教育资源普惠，有待产业各方共同努力。

用户体验、产品功能、场景应用等多方要素推动在线教育产业新格局重塑，教育产业多方参与者需要联手打造集

高性能、广交互、身心健康、资源平等的专业教育设备，创造在线教育新生态。

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的教育终端呼之欲出， 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个性化”、“智能化”

的教育将惠及每一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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