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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在线优势 凸显教育本色

狂奔的在线教育亟待降降温温
本报记者 刘 峣

寒假将至，北京家长雪莹明显地感觉到身边的网课广告比往常多了不少。
“上下班路上，地铁和公交站的广告牌很多都是在线教育；刷手机时，网课广告时不时地跳出

来；休息时看看综艺节目，主持人口播的赞助商还是有网课平台。”雪莹说，在众多广告无孔不入
的“入侵”下，自己也在手机上下载了好几个APP，为孩子假期充电做起了准备。

雪莹的焦虑颇具共性。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在线教育市场发展驶入快车道。随着在线教育平台
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大量资本蜂拥而至，在线教育俨然成为互联网领域的又一新风口。

在线教育如何发挥“在线”优势、凸显“教育”本色？在互联网思维和资本力量的助推下，狂
奔的在线教育面临着不少新问题。

近日，一名广告中的“老师”在网络上引
发热议——在 4家知名在线教育机构的视频广
告中出现了同一名“资深教师”。反复“横
跳”在广告中的“老师”，一会儿是有 40年教
龄的英语老师，一会儿是教了一辈子数学的名
师。但经调查发现，这名被广告商“重复利
用”的“老师”，其真实身份是演员。

在线教育广告“吃相难看”背后，是行
业规模膨胀、竞争加剧的写照。2020 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线教育发展按下快进
键。截至去年 3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
达 4.23 亿。疫情防控、“停课不停学”期间，
多个在线教育应用的日活跃用户数达到千万
以上。

风口的机遇吸引了资本的大量涌入。数据
显示，2020年中国基础教育在线行业融资额超

过500亿元，超过了此前10年的融资总和，多
家在线教育机构融资金额屡创新高。有研究机
构预测，到2022年，K12 （基础教育阶段） 在
线教育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500亿元。

与资本奔涌并行的，则是在线教育机构在
销售和营销方面的巨大投入。从斥巨资冠名晚
会和综艺，到铺天盖地投放线下广告，众多在
线教育机构使出浑身解数，在风口之上抢夺位
置，以期吸引用户、叫响品牌。

一名在线教育创业者表示，用户增速和平
均获客成本是评价在线教育类企业的重要标
准。“不过，随着行业内的头部企业‘烧钱’
加剧、获客成本增加，中小机构的生存越来越
艰难。”

多家在线教育头部企业2020年三季度财报
显示，尽管平台的用户数量和营收迅速增长，

但由于在去年暑假期间的高额营销支出，企业
反倒陷入亏损状态。近期，随着寒假的到来，
在线教育企业的营销大战再度进入白热化，

“20 元 20 课时”“免费体验直播课”等低价的
“入门级”课程仍令人目不暇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
在线教育广告频频露脸的背后，是在线教育和
培训机构本身性质与特征的变化。随着在线教
育机构被市场所逼寻求投资，在线教育的教育
性越来越弱、资本性越来越强。“过于以资为
本，必然淡化自身的教育特性。”

“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认为在线教育是一
个可以跑通的商业模式。它突然成为了老百姓
的刚需，但却不是一个可以独立成长的商业模
式。”在评价在线教育时，新东方教育科技集
团创始人俞敏洪曾作此判断。

在线教育在疫情期间功不可没，但随着线
下教育常态化的恢复，进入“烧钱模式”的在
线教育能否保持“初心”、保证教学品质？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消费者投诉平台
的分析显示，自去年以来，教育培训服务投
诉增多。其中在线教育领域，用户的投诉多
集中在诱导消费者办理贷款付费且退款难、
虚假宣传和承诺、收费不合理、协议条款不
清晰等方面。

一些平台擅自修改课程类型和时长，导致
课程缩水；多家在线教育机构遭遇经营危机，
家长退费困难重重、求告无门；一些在线教育
机构系统不稳定、服务能力不足、师资力量良

莠不齐，教师“无证上岗”的问题依然存在
……专家表示，不断融资烧钱、低价获客的经
营策略，使很多在线教育平台的师资水准、教
学质量和学习服务难以得到保证。一旦出现资
金链断裂，可能造成家长预交的高额费用无法
退回，长此以往会损害行业的整体形象和发展
前景。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日前发
布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我国网络课程教学目
前处于“适应性冲突”阶段——网课开设率与
参与度较高，但教学效果仍待进一步提升。课
题组负责人表示，疫情期间大规模的教育信息
化普及试验中，网课教育为弥合教育不公平提

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对各级教育机构治
理能力提出全新挑战。

在线教育要赢得未来，更要把好质量关，
回归教书育人、启迪智慧的本职功能和核心竞
争力。专家指出，无论融资规模有多大，在线
教育机构都不能背离教育的初衷，要把精力放
到教学研发上，守住服务的质量底线，为用户
提供有价值的产品。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表示，在线教
育平台既要满足真实的消费需求，也要关注和
防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发生，应当设立合
理的行业标准、行为守则，推进在线教育行业
规范发展。

疫情之下，在线教育临危受命。在科技的支撑下，在线教育
打通了现实的阻隔，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挑战，也让用户
需求得到充分释放。而在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已从应急变成了
习惯和常态，更要自立自强。

储朝晖认为，在线教育机构要守住课程与教育产品的品质底
线。在融资面前，在线教育企业应基于自身的体量与业务量，确
保风险可控，坚守教育品质，在教学过程中守住“以人为本”的
底线。

一段时间来，部分在线教育平台利用网课推广网游、交友信
息，甚至散布色情、暴力、诈骗信息，危害广大学生特别是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在此前的多部门专项整治中，已有多个在线平台
遭到网信部门查处，其中不乏网易、爱奇艺等互联网巨头旗下的
教育平台及频道。

作为“互联网+”的新兴行业，在线教育的监管范围和内容众
多。网课内容、广告营销、收费退费、师资管理等问题，都是易

“爆雷”、影响大而又难监管的领域。
对此，专家表示，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加强联动，对在

线教育行业进行指导和调控，防止无序的资本厮杀，鼓励指导在
线教育回归教育初心。

对于在线教育的下一步发展，教育部明确，将进一步加强对
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研究，深入总结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编制教
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出台推
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引导与激励在线
教育发展。

对于在线教育平台的管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强化日常监管，动态更新黑白名单，建立监督举报平
台，广泛接受各方监督。严查严处培训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引导
培训机构规范经营。

同时，有专家指出，在线教育无序发展的种种乱象，也应从
社会对教育的评价体系中寻找根源。很多在线教育机构的主要功
能和卖点就是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而大量资金涌入也是看到了
这样的市场机会，

储朝晖表示，只有改变较为单一、以考试分数为主的评价体
系，才能真正改变当下在线教育的乱象和盲目竞争。从家长和学
生角度看，如何用在线教育，要根据孩子的成长发展是否需要、
是否合适和对孩子是否有利来决定。

莫因资本涌入淡化教育属性

守住质量底线才能长远发展

加强监管引导行业规范经营

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创新高
5年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快速提升，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公民科学素质发展进入新阶

段……中国科协近日发布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比2015年的6.20%提高了4.36个

百分点，圆满完成了“十三五”规划提出的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的目标任务。

科学素质助推科技强国建设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
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
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
断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副部长宋玉荣
说，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提升科学素
质，对于公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
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10%，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奠定了坚实的公民科学素质基础，
也标志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已跨入新
发展阶段，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加快现
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科普研
究所所长王挺说。

121城科学素质水平破10%

“十三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科技
教育与培训体系，科学教育纳入基础教育
的各个阶段；大力发展科普基础设施，现
代科技馆体系初步建成；发展壮大科普人
才队伍，持续增加科普投入……中国科协
科普部部长白希说，这些措施都有效提升
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调查结果显示，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全部达到
或超过“十三五”预期发展目标，我国公
民科学素质发展已整体进入新阶段。

从城市看，在 4 个直辖市和 333 个地
市级行政区划的城市中，有 121 个城市的
科学素质水平超过 10%，其中上海、北京
和深圳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均超过 20%。
这 121 个城市具备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基
础，成为我国未来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的中

坚力量。
从区域看，东部地区公民科学素质水

平持续领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
大城市群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不同分类人群科学素质水平均
有大幅提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备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了 13.75% 和
6.45%。男性公民和女性公民具备科学素
质的比例分别为 13.12%和 8.82%，比 2015
年分别提高了 4.08和 5.44个百分点，男女
差距缩小了1.3个百分点。

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

“我国科学素质水平快速提升的同
时，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依然存在。”王挺说。

2020年东部和西部地区公民科学素质
水平差距为4.83个百分点，比2015年进一
步拉大。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差距依然明显，达7.3个百分点。

中老年群体、低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
素质水平也仍然较低。接受调查的60岁至
69 岁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为 3.52%，小学及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人 群 的 科 学 素 质 水 平 为
2.11%，均低于 5%。亟须完善终身学习体
系，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素质薄弱群体的教
育传播和普及工作力度。

“现阶段我国科学素质建设存在的问
题包括科学精神弘扬不够，科学理性的社
会氛围不够浓厚；科普有效供给不足、基
层基础薄弱；落实‘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尚未形成，组织领
导、条件保障等有待加强。”白希分析。

他说，下一步，中国科协将推动制订
并 实 施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 年）》，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营造崇尚创新的社
会氛围，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据新华社电 记者温竞华）

新华社发

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内举办的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内举办的 20202020 Robo GeRobo Ge--
niusnius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挑战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挑战赛上上，，参赛选手操控机器人参赛选手操控机器人
完成比赛任务完成比赛任务。。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陈钟昊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