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已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
热门领域之一，越来越多的教育
企业开始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
并以此来颠覆传统的课堂学习。
业内人士认为，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解决中国教育资源匮乏、
分布不平衡的问题。

教育与AI融合发展
2017年 7月 20日，国务院发

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下称“规划”）。该《规划》提出，
到2030年我国要成为世界主要人
工智能创新中心。

当人工智能的风口来临，嗅
到气息的除了资本，还有一大批
的科技或教育企业。人工智能龙
头企业科大讯飞近几年布局了教
育行业，并将其在人工智能方面
的优势嫁接到教育领域。

而作为全球领先的终身学习
平台，学堂在线一直把技术驱动
作为公司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
云技术开发的学堂在线平台，可
以接入各种外部在线评测系统，
为学校和各类合作机构提供一站
式综合服务。学堂在线还积极把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应

用到在线教育领域，并开发了自
己的机器人助教等产品。

学堂在线总裁李超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如今的学习者一
方面已经在使用全新的技术手段
和工具，远不同于20年前；另一方
面，他们所面对的是通过互联网
逐渐变平的世界，大量信息不对
称被打破。李超认为，“AI、深度
学习将数据的价值挖掘、放大、精
炼，这些技术和理念引领、推动的
第二次信息化浪潮，必将冲击传
统的工业化批量生产学习者的模
式。传统的学习内容、方法和体
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国内,一大批教育创业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发起了对传统行业
的挑战。这些公司所倡导的智适
应教育，立足于人工智能，能够非
常精准地把握每个学生的用户画
像，从而给他们做出较好的教学
路径规划。

除了最近因人机大战而声名
远播的乂乂学教育外，学霸君、猿辅
导、流利说等教育企业也都纷纷
顺应形势，转型智适应教育。

上海乂乂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栗浩洋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学生通过
跟着乂乂学教育的教学机器人进行
学习，90%以上的学生成绩都有显

著提升，20%的学生分数提高超过
20分。”

通过这场“AI式革命”，栗浩
洋发现了传统的“千人一面”教学
方式的弊病。他举例道：“比如说
一个知识点在课堂中的平均学习
时间是45分钟，但在我们这里最
快的孩子7分多钟就能学完，最慢
的92分钟。每个学生学完一个知
识点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
过去老师们‘一刀切’的学习方
法，没有办法给学生提供这种适
应性的效果。”

栗浩洋认为，这种“AI 式革
命”的智适应教育是真正的因材
施教，彻底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教
无定法、有教无类的大锅饭式教
育模式。

AI教育有待更多探索
2017年或许可以称为中国的

AI元年，创业者蜂拥扎堆人工智
能。每一个创业者似乎都必须用
人工智能才能彰显自己的能力与
实力。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在线教
育领域有了初步的应用，如图像
识别、自适应学习、智能助教等。
但李超认为，其和教育的结合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围绕人工智能

开发的内容还不够。不过，可以
肯定的是，人工智能将带来更广
泛的连接以及高度的智能化信息
处理与应用，让学习变得更有效、
更简单。

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
趋势已然明朗，然而，每一个新事
物的成长及被广泛接纳也需要时
间。栗浩洋认为，目前“AI”教育
最大的困难是认知度的问题，就
是家长对人工智能教育的认知度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另外，研发壁垒也是制约人
工智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问
题。栗浩洋谈到，全球人工智能
人才非常少，而人工智能教育这
个细分领域的人才就更少，懂教
学的资深教育专家中，愿意学习
和理解人工智能的也非常少，他
们之间的这种磨合难度是非常大
的。“我们要把这些特级教师、教
学专家的思路、原理等抽离出来，
用‘AI’的表现方式和学生能够接
纳的形式去进行体现和转换，以
达到一个最优解法。”

重度垂直成切入口
过去10年，教育培训产业在

中国市场迎来一轮发展的井喷
期，但主要是以大企业、大资本驱

动。而目前“大市场，小公司”的
行业现状较为明显。

教育培训行业有自身的发展
路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CEO
周成刚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教育企业应注重差异化经营
和创新。周成刚认为，一般情况
下，较多的教育同行都会在跟随
的基础上加入差异化元素，也就
是跟随加创新的路径。这不仅会
大大提升成功概率，也会带来更
大的胜出机会。

目前，有很多中小教育企业
通过找到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模
式，取得了突围和破局。业内人
士认为，对于中小教育企业来说，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重度
垂直是最佳的市场切入口，最容
易做出口碑来。未来，随着品牌
知名度的提升，企业才能从单一
领域顺利扩展到其他领域。

栗浩洋告诉记者，“当时在整
个K12领域里，在六岁到十八岁之
间，乂乂学教育只选了初一、初二、初
三这三个年龄段，并且只选了英语
这一个科目。乂乂学教育花了三年
时间去深挖、深攻，直到把英语打
通之后才开始扩充到其他的科目，
考虑其他的年级。前三年的这种
累积给乂乂学教育带来了良好的市
场口碑、学班率及融资。”

随着居民消费力提高、教育
资源供应不足及二胎政策的放
开，教育培训市场的需求大幅增
长。科技进步和资本的涌入，让
在线教育成为教育培训业的新风
口。但同时，市场鱼龙混杂、师资
匮乏等问题也逐渐暴露。

科技进步及资本涌入
在线教育站上风口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的在线
教育公司已吸引了1.44亿用户，
中国的在线教育市场正以20%的
年增长速度发展，到2019年将达
到2700亿元。中国未来有望成为
世界最具活力的在线教育市场之
一。

VIPKID 创始人及CEO米雯
娟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线教育突破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
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
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跨越
因地域等方面造成的教育资源不
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
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未来，教育行业的培训模
式会紧跟教育信息化前进的步伐
而变化，会逐渐改变传统教育里

“以教师为中心”的现象，摆脱填
鸭式教育，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双
向、良性互动，形成全新的教学关
系和教学方式。

OKAY智慧教育创始人及首
席执行官贾云海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中国教育培训业的品
牌化格局将会形成，各个大品牌
不断将标准化和专业化的运营模
式向全国推广。在国际教育集团
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的同时，中国
的教育机构也要走向国际大舞
台。

整个行业正处在传统线下培
训向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双
师教学模式升级的阶段，CourseIn
有教未来CEO刘锴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前
几年，在线教育与线下培训机构
之间不再存在明显的风水岭。

“之前整个行业都在争夺客
户，而在下半场，竞争的焦点将转
向上游优质资源的抢夺，因为掌
握了源头就等于掌握了终端客
户。位于头部的几家在线教育品
牌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中
心，就是为了抢占在上游的话语

权。”刘锴表示。

师资匮乏
制约教育企业发展
尽管教育行业显现出巨大的

蓝海，但目前中国的教育培训业
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教育培训
机构已有近万家，但已形成大规
模的教育机构屈指可数。

贾云海分析，教育机构发展
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人才缺乏、教
学科研力量的薄弱、教师培训体
系不系统不完善，单靠目前现有
的行业资源，是很难规模化地解
决所有问题，使整个行业生产价
值的能力得到提升的。

在米雯娟看来，目前市场混
乱、鱼龙混杂，由于行业门槛相
对较低，教育培训公司、平台众
多，在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下，
出现了“李鬼”多、资质缺、维权
难等问题；师资匮乏：师资力量
是培训行业存在较大争议的一
环，特别是少儿英语教育上，富
有本土特色尤其是充分了解企
业培训需求的教师非常缺少，甚
至很多英语培训机构的教师都
没有相关资质，授课质量和稳定
性难以保证。

“有些培训机构课程照搬照抄
国外的教材，没有自主开发的中心
课程，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课程
与中国儿童‘水土不服’，导致学习
效果差。此外，很多在线教育机构
后续服务跟不上，采取一次性缴纳
学费，当学员缴纳学费后培训服务
跟不上，导致了大量的投诉事件发
生。”米雯娟补充道。

大变革时代，掌握产业上游
的优质供应链成为抢占先机的关
键因素。刘锴认为，整个教育培
训行业上游优质资源的供给不
足，成为产业升级的最大瓶颈。

新技术应用
势在必行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教育

行业亟待创新突破，除了对现有
模式的改变、市场环境的肃清，新
技术的应用成为核心竞争力因素
之一。

漂漂娱乐CEO程梓航表示，
未来教育培训行业将呈现更加细
分化、专业化的特点，实现精准教
育。

以OKAY智慧教育为例，通
过对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技术的运用，“以教学专用终端+

学习专用终端+云盒网络解决方
案+智慧教育平台”覆盖课堂教
学、课后自学全场景。

贾云海认为，“一刀切”式的
教学方法没办法精准满足这些不
同的学生个性，也无法实现教学
效率的最大化，目前人工智能和
云计算技术能够为每一个个体定
制完全适应其特点的教学内容、
进度和方法，这极大提高了教学
过程的生产力。

VIPKID英语将大数据、人工
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融入
教学当中，针对学习过程中孩子
的薄弱点或者表现突出的知识
点，有针对性地输出反馈。通过
VR、AR技术，VIPKID的课堂可以
在孩子学习过程中即时呈现相应
的动画或场景。通过人脸识别、
情绪识别等技术抓取孩子在学习
过程中的瞳孔和表情变化，计算
分析用户的视线关注情况，分析
促成用户专注度形成与知识习得
的关键因素。

贾云海表示，教育机构想要
获得整体实力的大幅度提升，必
须紧跟教育现代化发展步伐，充
分使用人工智能、云计算这些技
术进行改革创新，打造核心竞争
力，提升整体教育生产力水平。

教育产业迎来“AI式革命”
如何突围与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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