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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中国有许多大中小

学生无法参加线下课程。线下机构、中小学和高校无法以传统的方式继续授课，不得不转投各

类在线程序。得益于疫情的影响，中国的在线教育市场实现大幅增长，也加速了外语教学的革

新。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将来在线教育无法彻底取代传统的线下教育形式，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它已被证实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未来学习手段。人们在数字时代如何学习外语？如何打造面向未

来的长效机制？哪些教学手段已经过时？又有哪些手段可以被继续沿用？本研究从上述问题出

发，旨在以外语教学为重点，结合最新的发展动向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呈现中国在线和线下教

育市场的全貌。 

研究共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中国在线和线下教育市场的现状。除统计数据外，还

将介绍领先创业企业和线下外语教育机构的教学技术和方式，探究其创新理念、技术和商业模

式。 

第二部分研究中国政府对教育市场的影响，重点聚焦对在线教育市场的扩大和发展起着决定性

作用的政策法规。 

最后，本文将介绍教学技术、教学理念和整个教育市场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新冠疫情的影响，

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读法获取相关信息。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我们以面谈或书面访谈的形

式，采访了中国创业企业代表和来自高校的相关专家。此外，我们还在更大范围内面向上述领

域人士发起了两次调研。文献列表、采访对象和职务清单及采访大纲详见附件。 

来自德国创业领域的受访对象提供了诸多有用的信息，帮助我们了解最新的市场状况和外语学

习的未来发展方向。专家和行业代表的经验和认识，大部分都在本研究中得到了体现。调研的

结果以表格形式详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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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的市场现状 
2.1. 中国在线和线下教育市场概况及相关数据 

互联网在近些年来的飞速发展，为许多传统行业带去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教

育信息化2.0行动的背景之下，传统的外语课程逐渐向数字化课程切换，并已经进入增长轨道。

此外，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许多人开始选择差异化、个性化和具有舒适性的在线课程，以巩

固自身的竞争优势。 

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3220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2510亿人民币上涨28%。
1 中国

在线教育产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和高用户覆盖率 

o 截至2018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8.29亿 

o 仅一年便新增5663万人 

o 互联网渗透率达到59.6% 2 

o 据艾媒咨询（2018）预测，到2020年3
： 

- 中国在线教育用户数将达到3.09亿 

- 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达到4538亿元 

• 灵活和个性化 

o 在线教育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o 它可以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o 教育资源分布相对平均 

• 高性价比 

o 与传统的线下教育相比，在线教育能降低时间成本（上下课时间，课间休息），

节约教室租金 

o 每门课程的学生人数不受限制 

o 企业和大学可不受地点限制，为众多用户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中国的现行教育政策将英语列为必修课，所以英语也成为了中国使用最为频繁的外语。某些高

中提供日语、俄语、德语、法语或西班牙语作为选修课。
4此外，一些外国语学校开设语言类

专业。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表明，八大外国语学校平均开设35个语种专业。中国至少有

                                                           
1 艾瑞咨询(2020): 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数据发布报告，第4页。 
2 中国互联网协会 (2019):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3 艾媒咨询(2018): 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2019-2020)。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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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亿人在学习至少一门外语。艾瑞咨询调查了不同语种的受欢迎程度，结果显示：英语最受

成人学习者欢迎，学习人数占84%；日语排在第二位，学习人数占5.8%，其次为法语（3.1%）、

韩语（2.8%）和德语（1.7%）。 

 

图1： 艾瑞咨询 (2018): 中国成人在线外语教育行业白皮书，第37页。 

 

2.2. 各类教学理念、服务商、主流数字平台和教学方式概述 

受中国教育行业数字化的影响，市场上遵循“互联网+教育”理念的在线外语教学平台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传统服务商也仍在教育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根据最新市场研究的估

测，2020年在线教育领域的市场份额为10.41%,其中在线外语教育占13.3%。
5 

 
图2：德勤 (2018):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第3页。 

 
 

为了更好地把握各服务商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下文将以表格形式，根据财务状况和市场份

额分类介绍市场上的重要服务商以及由中国德国商会所精选的创新创业企业。 

 
                                                           
5 德勤 (2018):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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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企业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在教育信息化领域投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在线教育企业开始扩展

自己的业务范围。沪江网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13种语言教学之外，又自主开发了多个在

线学习产品。此外，无忧英语、Tutor ABC等公司开始往线下渗透。一些企业还开发了自己的

教学技术，如平安好学便独家研发了DCGS动态课程系统，并积极进行商业和技术领域的自主探

索。 

 
另外，阿卡索和无忧英语等企业同时为成人和青少年开设英语课程，以减少在单一市场下遭遇

剧烈波动和利润受损的可能。 

随着在线教育领域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开始进入市场，其中不乏魔力耳朵和小站

教育等已经取得成功的公司。这一趋势也在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上有所体现。在这份专业

的排名榜单上，前二十大教育企业中就包括十家中国独角兽企业（市值100万美元以上的创业

企业），其中七家与外语教育相关（猿辅导，VIPKID，作业帮，麦奇教育科技，掌门1对1,一

起教育和作业盒子）。在上述七家企业中，VIPKID和麦奇教育科技专注于外语教育。
6所有七

家企业的服务均由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驱动。 

 

企业名称 核心竞争力 目标群体 
业务范围 

Edugo.ai 基于人工智能的学

习管理系统 

中国教师 集成视频课程系统 

人工智能视频会议 

人工智能笔记 

记录教学习惯 

多邻国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英语、西班牙

语、法语、意

大利语、日语

和韩语学习者 

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游戏化功能（将典型游戏

元素用于游戏外场景） 

 

Hello Talk 多功能学习社区 150种语言学习者 翻译、截屏、发音纠正等语言

学习辅助功能 

 

                                                           
6 胡润财富报告(2020):苏州高新区·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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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客VR 虚拟现实全景视频课程 

移动课程APP 

智慧课堂 

 

大中小学、政府机

关、企业 

 

虚拟现实教材， 

个性化、自主设计的教

学方案 

松鼠AI 自适应学习系

统， 

人工智能教师 

 

K12阶段英语教师 个性化学习方案，

真人教师&人工智能

教师 

 
麦奇教育科技 大数据分析 

自然语言处理 

DCGS动态课程系统 

K12阶段英语教师，

成人 
100%母语者教学，国际

化学习内容 

作业盒子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适应学

习系统 

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质量评

估 

 

K12阶段英语教师 游戏化功能， 

实时互动 

超级汉语 人工智能学习系统 汉语水平考试备考

者，企业 

游戏化功能，精确的语言

水平分级 

表1：中国德国商会网络中的创新创业企业  
 

 
面向未成年人的服务商7 

 

企业名
称 

成立年
份 

融资进
展 

融资额

（人民

币） 

核心技术 教学方式 

伴鱼英

语 

201 

5年 

C轮 8.2亿 人工智能学习行为

评估，增强现实互

动 

由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和加拿大的外籍教师授课 

使用国外原版教材 

学习行为评估 

 
 

                                                           
7 精选的这五家企业位列桔子IT排名前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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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英

语 
2014年 B轮 6800万元

以上 

人工智能+真人教师 

智能学习系统 

来自北美的教师一对二教

学，结合学校教材，游戏

化功能 

叽里呱

啦 
2014年 B轮 6800万元

以上 

人工智能互动 自主研发的学习角色“呱

呱” 

将人工智能与儿歌、动

画、游戏化功能相结合 

与儿歌、图画书和艺术相

关的附加课程 

成长兔 2016年 B轮 1.5亿 人工智能互动 全真游戏和教学资料 

中国辅导教师 

发音纠正 

微信学习社区 

 
杜丫丫 2017年 A轮 5500万 人工智能课堂 

人工智能互动 

北美教师 

三师模式：人工智能教师+

真人教师+辅导教师 

微信学习社区 

 
表2：IT桔子排名中的前五大面向未成年人服务商（A至E轮融资之间） 

 
 

K12教育服务商8 
 

企业名
称 

成立年
份 

融资进
展 

融资额

（人民

币） 

核心技术 教学方式 

                                                           
8 以下五家企业位列中科院排行榜前五名。信息来源：中国科学院（2020年）：2020 年中国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市场报告，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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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力耳

朵 

2016年 A轮 1.2亿 人工智能互动， 

人工智能语音评估 

北美师资 

游戏化功能 

线上线下教材相结合 

对原版教材进行加工 

自主研发的学习角色“波

尼” 

 

久趣英

语 
2015年 战略投

资 

1亿元以上 人工智能面部过滤

和互动 

 

北美师资 

人工智能学习行为记

录 

人工智能互动 

附加的科学课程 

 
阿卡索 2013年 C+轮 1亿 人工智能评估和

口语训练功能，

WebRTC 网络 

英语国家教师 

H5页面，动态PPT 

原版教材 

三师模式：教师+辅导教师+

课程规划师 

一对一教学模式 

 
鲸鱼外

教 

2016年 B轮 1亿 人工智能：教师匹

配+课堂质量评估 

符合剑桥国际教育标准

的师资 

ELA教学理念 

原版教材 

长期教师+学习伙伴+学

习方案 

 
Gogokid 2018年 天使轮 / 智能学习系

统，由人工智

能制订个性化

学习方案 

 

北美师资 

结合中美教学体系 

一对一教学模式 

中国辅导教师 

 
表3：中科院排名中的前五大K12教育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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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服务商9 
 

企业名
称 

成立年
份 

融资进
展 

融资额

（人民

币） 

核心技术 教学方式 

小站教

育 

2010年 C轮 5.76亿 VEPT综合语言

测试体系 

LMS学业管理

系统 

资助研发的电

子词典和考试

辅导教师 

自动记录语言

测试过程 

一对一模式 

个性化学习方案 

指课网 2012年 B+轮 2亿 面向教师和学生的

管理系统 

雅思、托福、GMAT考试辅导 

外籍教师修改文字 

根据实际考试中问题出现的

频繁程度安排练习 

阿卡索 2013年 C+轮 1亿 面部和声音识别，

自主开发的WebRTC

（互联网实时通

信）技术，实时通

信教室 

英语国家教师 

原版教材 

25分钟短课 

个性化学习方案 

一对一教学模式 

三对一辅导模式 

                                                           
9 以下五家企业位列艾瑞咨询《中国成人在线外语教育行业白皮书》第19页排行榜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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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满

分 

2011年 被好未

来收购 

/ 实时视频 

可在多个学习设

备上同步学习进

度 

自主开发的电子

词典和考试辅导

体系 

 

考试辅导 

学习社区 

可下载的视频 

留学申请辅导 

 

Hi Talk 2017年 股 权 融

资 

/ 通过人工智能评

估制订学习计划 

实时课堂 

 

虚拟现实学习场景中的可

选角色 

一对一实时教学模式 

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 

反转课堂 

表4：艾瑞咨询排行榜中的前五大成人教育服务商 
 

2.3. 数字教学方式在教育机构和大中小学的应用 

2.3.1. 传统数字教学方式 

线下外语教学可分为学校（大中小学）教学和外语培训机构教学。学生的外语技能得不到足够

的实战演练，听说读写技能水平不一，是外语教学的沉疴顽疾。但随着现代技术开始融入课堂，

这一状况正逐渐有所改观。无论是大中小学还是线下语言培训机构，都早已开始引入多媒体功

能（如PPT课件、音乐、视频等）。来自高校的21位受访者普遍认为，新媒体也是线下教学场

景的重要手段。超过85%的受访者有使用新媒体的经历，三分之二的时候放着曾使用过在线教

学平台（APP，发音训练平台等）。 

 
2.3.2. 新数字教学方式 

培训机构和语言学校多采用营利导向的市场策略，这使得它们能在不同的教学策略之间灵活切

换。因此，一些线下教学机构也以十分灵活的方式，登陆线上教学平台。目前，各大高校也正

积极面对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个性化的教育服务，推进差异化的教学方式。10 

 

在线课程 

高校教师对数字化转型普遍持积极态度。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已经有在线授课经历，

授课形式主要为直播或直播+录播（约76%）。另外，80%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在未来推广在线学

                                                           
10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0): 论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兼论从传统大学到“数字化大学”的颠覆

性创新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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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individualisierte Bildung, 
ausgewogene Ressourcen) - SU 

 
 

0%9% 

45% 
46% 

Sehr unwichtig 

Relativ unwichtig 

Normal 

Relativ wichtig 

Sehr wichtig 35% 

24% 37% 

40%% 

AI (individualisierte Bildung, 
ausgewogene Ressourcen) - FL 

Sehr unwichtig 

Relativ unwichtig 

Normal 

Relativ wichtig 

Sehr wichtig 

习模式。下表为21位高校受访者的在线教学经历分布统计。 

 
表5：中国德国商会调查结果 

人工智能+教育 

人工智能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科研课题，并在近年来的教育服务中投入使用。
112017年，中

国政府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12，将人工智能与几乎所有生活领域联系在一起，其中也

包括教育。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投入总额超过10亿美元，中国的投资额在其中名列前

茅。
13 

就技术突破（如人工智能）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我们有针对性地采访了22位创业企业（数字学

习平台服务商）代表和21位高校专家（以线下教学为重点），以听取他们对在线上课程中使用

各类技术手段的意见。以下是就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大数据等问题采访创业企业代表（简写

为SU）和高校专家（简写为FL）的调查结果： 

 

                                                           
11 中国互联网协会 (2019): 2019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12 国务院 (2017):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13 Chawla, Vishal (2019): How China Is Revolutionizing Education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zentsatz der Verteilung von 
Online-Unterrichtsform 

 
 

19% 

 
48% 

 
28% 

5% 

Liveübertra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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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übertragung + 
Aufzeichchnung 

Keine Erfahrung mit Online- 
Unterr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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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kkumulation von 
Benutzerdaten, Klassifizierung von 

Labels) - SU 
 

 
04%%8% 

38% 
 

50% 

Sehr unwichtig 

Relativ unwichtig 

Normal 

Relativ wichtig 

Sehr wichtig 

Big Data (Akkumulation von 
Benutzerdaten, Klassifizierung von 

Labels) - FL 
 

 
4%4% 

25% 
27% 

 
40% 

Sehr unwichtig 

Relativ unwichtig 

Normal 

Relativ wichtig 

Sehr wichtig 

 
 

  
 

表6：中国德国商会调查结果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创业企业还是外语教师都十分重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大数据等

新技术。但相比高校专家，受访的创业企业认为现代科技具有更高的价值。双方都认为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很重要”或“相当重要”。 

 

2.4. 创新理念 
 
 

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摒弃纯粹的学习语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例如，一些机构针对成人开设了英

语+传播学、会计等职业技能的培训课程。外语教育巨头沪江网校2017年创立Hitalk，该公司

要求其外籍顾问除具备英语教学资质外，还具有管理、市场营销、IT等不同职业背景。从而帮

助其客户学习“有用的英语”，提升课程内容的“实用性”。例如，学员可以与外籍教师用英

语探讨工作相关的话题和行业案例，以在提升专业英语能力的同时，积累工作交流经验。 

此外，专注于青少年在线教育的叽里呱啦和久趣英语除语言课程外，还开发了英语授课的日常

VR/AR 
(Eintauchen in die Praxis) - FL 

 
 

22% 05%% 

41% 

32% 

Sehr unwichtig 

Relativ unwichtig 

Normal 

Relativ wichtig 

Sehr wichtig 

VR/AR 
(Eintauchen in die Praxis) - SU 

 
 

23% 
0% 

23% 

 
 

54% 

Sehr unwichtig 

Relativ unwichtig 

Normal 

Relativ wichtig 

Sehr wich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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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艺术和数学课程，以实现对孩子的全方面教育，及早培养其广泛的兴趣。 

 

技术突破 

现代技术是大多数外语教育领域领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其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也需要

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多数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或大数据技术，其中多家企业开发了智能学习系

统。此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浸入式的实战环境）、图像识别技术（识别同类题库）、

语音识别技术（口语判别，发音纠正）和其他新技术也被投入到教育领域。 

多邻国是这一领域的知名品牌之一。这家服务商借助对教育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工智能技术，

专注于游戏化功能和个性化学习的开发。算法论、图像理论和数理统计论等基础计算理论与其

他领域的现代理论的结合，构成了该公司在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核心技术。
14 

 
 

人工智能在教

育领域的应用

分类 

基础人工智能技术 中国企业 国外企业 

智适应学习 结合智适应学习技术去打造出一个

虚拟的老师，不仅能够渗透整个教

学过程，而且支持个性化教学，每

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去学

习，有助于提升学习效率和积极性  

 

义学教育-松鼠

AI 

一起作业 

英语流利说 

作业盒子 

无忧英语  

今日头条 

IBM Watson 

Knewton 

DreamBox Learning 

Renaissance Learning 

Cognitive Learning 

Duolingo 

人机对话 智能源处理以及搜索技术 易听说 LightSail Edution 

双师课堂 图像识别技术 盒子鱼英语 Cerego 

语音测评 基于智能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的技

术 大拿科技 
 

Wonder 

智能语言处理的应

用 

基于语言处理的技术，能够构建一

些语法框架等 
大疆 

先声教育 

Robokind ‘Millo’ 

Sphero 

图3： 德勤 (2019):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第3页。 
 
 

                                                           
14 德勤 (2019):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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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业模式– OMO 

现在，OMO（线上对线下）商业模式被许多教育企业视作将在线课程和线下课程相结合的理想

形式。许多在线企业通过进军线下教育领域成功提升了品牌曝光度，而许多线下机构也开始进

入线上市场的探索。新东方这类教育巨头已经实现了线下线上的融合。另一个案例是无忧英语。

一方面，这家企业鼓励线下语言学校将其教学产品上传到无忧英语主页；另一方面，它也在线

下开设了多家门店。无忧英语总经理黄佳佳先生认为，开设体验店可以消除学员对线上英语学

习的误解，提升其信任度。此外，英语学习还能起到一定的社交作用。无忧英语体验店希望能

起到俱乐部或社区的作用，成为英语爱好者交流的理想场所。
15 

  

                                                           

15 一财 (2014): 51Talk 布局首家线下体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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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影响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陈礼腾认为，在其他行业资本遇冷，融资大幅缩水的背景下，在

线教育行业依旧能保持较高的融资频率，这也与政策的支持息息相关。
16中国政府制定了直至

2035年的一揽子目标，并为实现目标制定了详细的规划。例如，到2020年，大幅提升在线教育

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

到2022年，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实现深度融合，在线教育质量不断提升，资源和服务标准体系

全面建立，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7下表列举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促进方案。 

 
 

文件名 年
份 发布单位 

主题和相关内容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
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
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2020
年 

国家发改委 OMO教育模式发展：将线上线下教育相

结合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春季学期 

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

通知 

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促进教育公平，优化在线课程：推进在线课程
全面铺开，使得边缘地区学校有机会试用在线
教学平台和服务。推广和宣传疫情所造成的延
期开学期间在线教学的成功典型。 
 

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

议 

2020
年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提供面向青少年在线课程的网站必须对内容承
担主体责任，从严审核课程内容，确保方向正
确。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专项行动 

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版权局 

该专项行动旨在彻底解决教育领域的非法盗版
问题，破坏非法传播在线课程的黑色产业链。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国务院 教育公平：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保

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促进优质资源

共享。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201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互联网+教育培训：实现所有学校接入互联

网，普及无线校园设备和智能设备，打造全

面平台，将信息技术全面融入教育。 

                                                           
16 搜狐 (2020): 2019 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3468 亿元“独角兽”12 家、“千里马”24 家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9 年度中国

生活服务电商市场数据报告(教育行业白皮书)。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9): 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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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013

号（教育类006号）提

案答复的函 

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加强非通用语种人才教育：推进非通用语种

学习和基础教学改革。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

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

见 

2018

年 

国务院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潜在安全隐患、资质

不全、超前授课等问题，出台四项特别举

措，以确立标准规范，对校外培训机构从法

律层面进行审查和等级，规范培训行为，加

强监管。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2017版） 

201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引入第二外语课程：学校自主选择第一外

语，并创造第二外语的学习条件。可选课程

包括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和西班

牙语。 

表7：中国教育领域九项相关政策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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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受

影响 

4. 发展和未来趋势 

4.1. 新冠疫情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趋势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

式。教学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获取知识的渠道变得更为灵活而多样。在这种千载难逢

的条件之下，在线教育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中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在这里，数字学习早已成

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但当前的卫生状况也对中国互联网的数字学习潜能提出了考验： 

• 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及其所带来的长期后果，中国大部分中小学、高校和其他教育机

构开始转入线上教学。中国教育部与20多家教育平台合作，提供了24000多门免费的在

线课程。
18 

• 中国政府与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和大型科技企业合作，确保在线教育平台可供5000万

学生同时使用。19 

• 此外，其他一些平台也响应政府倡议，提供免费的教育内容。 

新冠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受到极大关注。目前，众多的在线课程可供中国学生选择，帮助其尽

可能利用好“停课”时间。无论是教授外语的大中小学还时提供外语课程的民办企业，都受到

了这些变化的影响。几乎所有线下教育机构都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一些企业由于不堪负债或

缺少现金流而从市场上消失。从下表不难看出，几乎所有受访的教育机构都受到了疫情的负面

影响。 

  

 
表8：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2020): 疫情期间培训教育行业状况调研报告 

 

                                                           
18 Shi Jiayi (2020): Classes go online during coronavirus outbreak. 
19 Jee, Charlotte (2020): China’s students will now study online because coronavirus has shut schools. 

线下教育机构疫情期间经验状况反馈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受到极大负
面影响，濒
临破产 

受到极大负
面影响，业
务暂停 

 
受到极大负面影
响，但仍然保留
业务  

 
受影响程

度中等，

运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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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线教育机构在疫情期间业绩大增。最新数据显示，其在线用户数增长四倍，而平

均成本同时下降四倍。一些在线外语培训企业也将额外获得的高收入用于公益目的，如提供免

费课程或开放平台供用户免费访问。部分案例如下： 

   
 

  
表9：五家企业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代表性举措 

 

但另一个趋势也值得关注：前途出国总裁孙涛指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的国际学生面临

巨大挑战。从长远角度看，人们将会更为慎重地对待出国发展。
20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的调查，

48%的中国受访者计划推迟学业，4%的受访者已经放弃学业。
21
这一趋势将在一段时间内降低外

语学习的必要性。但教育部国际司（港澳台办）负责人认为，疫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将是暂时

的。
22 

 
4.2. 市场趋势——两项预测 

 
技术发展 

人口基数众多、教育资源不足、教育地位重要等因素，将极大地加速自适应学习系统的发

展。
23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运用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育

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发展，主要归功于以数据为中心的再配置体系。 

其中包括： 

•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是人工智能系统前进的驱动力。由此衍生的自适应和智能学

习体系、聊天机器人等功能，有助于丰富在线教育的教学内容。目前，人工智能在外

                                                           
20 新东方 (2020): 中国留学白皮书，第11页。 
21 QS (2020): How COVID-19 is impacting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ross the globe，第3页。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疫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将是暂时的。 
23 德勤 (2019):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第31页。 

 
 

 
流利说提欧共价值超过1200
万人民币的在线英语课程。 

 

早道网校提供免费的非通用
语种课程，并为将日语作为
高考外语的中学毕业生提供
价值5400万人民币的课程。 

平安好学授权将自主研发的
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学校和线
下培训机构，并为医护人员
子女提供价值2400万人民币

的在线英语课程。  

 
 

沪江网校支持教师学习
将CC Talk用于课程直

播的方法。 

 
 

小站教育提供了价值550万
人民币的免费外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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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培训领域还面临一些发展瓶颈，如不同外语教学平台的算法技术还有细微差异。根

据德勤咨询（2019）的报告，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在未来还将继续深入，并和语义识别、

图像识别、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机器学习、神经科学、区块链等现代科技产生联

系。
24 

• 大数据：通过分析大量用户数据并将其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企业和学校可根据得到

的分析结果和反馈优化自己的教学项目，提升教学质量。25 大数据技术给人工智能在

外语培训领域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启示。现在，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根据学习者的语言使

用制订教学体系并提供学习行为评估功能。这将促使技术企业在未来更加重视数据的

个性化。 

• 虚拟现实：目前，虚拟现实技术还处于发展初期。随着5G网络的逐步普及和画质分辨

率的提高，虚拟现实技术有望在接下来的1-2年里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26 在外语学习

中，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可较早地建立语言与实际运用场景的联系。该技术可建立典

型的生活场景，使得用户在频繁地互动中巩固和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此外，虚拟现

实技术可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确保师生之间的互动。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在多

家外语培训企业中的实际运用，还局限于动画和面部过滤。它主要针对未成年人和孩

子，而不是企业客户。 

 

OMO模式 

在新冠疫情的驱动之下，中国政府继续全力支持线上线下的教育融合。目前的线下教育企业正

在朝着OMO模式积极转型。为了扩展市场和巩固市场份额，在线教育领域也在不断进行OMO模式

的探索。OMO模式可以弥补纯线上或线下教育的短板，并将两者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尽管如此，各类线上线下教育形式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空间。27 一种模式的成与败，必

须经过时间的考验。但可以预见的是，大部分B2C和一小部分现有的OMO商业模式仍将继续存在

一段时间。28 

 

                                                           
24 前瞻产业研究院 (2019): 2019 年中国AI+教育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发展不可逆。 
25 德勤 (2019):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第5/35页。 
26 中国联通(2019): 5G+智慧教育典型应用场景白皮书，第13页。 
27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毕马威(2020): 教育连锁企业 OMO 模式的挑战和机遇，第4页。 
28 Bugle X (2020): 在线教育 2.0：流量大战胜负已分，线下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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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总体来看，中国外语教学的数字化转型前景光明：一方面，国家加大投入，大力扶持教育信息

化，促使教育技术不断发展，提升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使得在线课程有

了无比重要的意义。所有教师和学生都不可避免地接触在线教学形式，探索以最佳的方式将其

加以利用。现在，在线教育领域得到了迅猛发展；未来，其在商业模式、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

创新领域还大有可为。 

外语教育领域的在线企业收获了大量的新用户和学员。与此同时，它们也聚焦在线教学方式，

在使用最新技术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当线下课程因新冠疫情而受阻时，有着多年线下外

语教学经验的大中小学和语言学校也被迫转战线上。在剧烈的变革面前，许多机构终于意识到

了在线课程的优点和缺陷。不少机构发现，如果仅专注线下课程，将很难在数字时代的教育市

场上立足。只有不断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融合在线教学手段，才能在未来得以生存。中国德国

商会的调查显示，人们普遍对在线教育感到乐观。我们可以由此预见，线下教育机构未来也将

更为频繁地使用在线教学方式。 

总而言之，外语教育正处于变局之中，科技在教育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为优化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式提供了必要支持。在线教育机构利用了互联网的优势，将其与创新技术紧密结

合。但一些线下教育机构和大中小学虽然对在线课程持积极态度，但在将现代技术融入课堂方

面，还亟需弥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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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研究主要通过研究参考文献和阅读关于中国外语学习的最新文章获取信息。为了对市场结构

和最新发展获得更直观的了解，我们在报告撰写过程中还进行了五场访谈，并通过两份专门调

查问卷对43名专家进行了调查。参与调查的主要有中德创业企业代表和来自高校、教育机构和

培训机构的专家。以下表格包括： 

1) 访谈内容概述，包括受访对象的背景和专长 

2) 两份问卷中的问题清单。其中第一份问卷面向创业企业家和员工，第二份问卷面向高校、

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 

 

访谈概况 
 
 
 

访谈概况 

代号 职位 公司/机构/高

校 
专业领域 访谈内容 重要观点 

A 学习内容运

营负责人 
创业企业（一

对一在线英语

学习，专注于

语音方面） 

专注于一对一英

语学习模式、语

言学习社区、互

动交流、人工高

智能支持下的语

伴配对 

创业企业及其核心竞争

力介绍，数字时代外语

学习的影响，在线教育

规定的影响，外语学习

领域的技术创新，新冠

疫情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数字外语

学习的最大优势所在。 

在硬件基础设施和师生情感交流

方便还有改进空间。 

新产品：语伴交流室（语伴在一

个虚拟空间中进行交流，互相纠

正发音） 
B 

商业开发经

理 

远程语言翻译

领域创业企业 
专注于远程同传

和交替传译 
介绍其核心竞争力，数

字时代语言翻译的影

响，外语学习领域的技

术革命，新冠疫情对外

语学习的影响 

  

在线教育的潜能：人工智能技

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增强现

实/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能够打

造更多的学习场景。 

新冠疫情加速了技术在教育领

域的使用，也使得在线教育产

品的用户数量大幅增长。预计

众多的用户在疫情过后仍将继

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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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闻发言人 人工智能+教
育领域的创业
企业 

运用人工智能技
术，明确学习者
的知识结构，将
个性化的学习方
式运用到不同学
科学习之中 

创业企业及其核心竞争
力介绍，数字时代外语
学习的影响，在线教育
规定的影响，外语学习
领域的技术创新，新冠
疫情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人工智能刷新了不同知识结构之
间的关系。系统只需要借助10个
问题，就能大致了解学习者的知
识结构。改进建议：除个性化的
学习方法之外，培养创新思考也
十分重要。 
 

D 教授、系主

任 

北京外国语

大学 

研究方向：人工

智能+教育，

“未来教师”个

性化培训系统 

 

在线教学体会，师生

互动，数字时代外语

学习的影响，外语学

习领域的技术创新，

新冠疫情对外语学习

的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虚拟现

实等技术的发展，教育行业进入

一个新的纪元。在可以预见的未

来，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高校

和中小学将引入OMO模式，从线

上和线下教育的优势中受益。 

 

E 教授 北京外国语

大学 

研究方向：中德

同声传译和交替

传译的教学与研

究 

在线教学体会，师生

互动，数字时代外语

学习的影响，外语学

习领域的技术创新，

新冠疫情对外语学习

的影响 

 

在线教育的劣势：师生之间

缺少互动，对网络要求高，

学生课堂参与不足。 

教师的角色也和技术革命一

样重要。 

疫情“迫使”许多高校和中

小学教师使用在线平台，并

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收效。这

也是数字时代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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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一（针对创业企业） 
1. 您的企业属于哪个类别？（单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教育领域的创业企业 12 54.55% 

教育领域的其他企业 10 45.45% 

其他 0 0% 

受访人数 22  

 

2. 您的企业通过哪些媒介发布外语学习课程？（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电脑、笔记本 13 59.09% 

手机、移动电话 17 77.27% 

在线平台或网站 12 54.55% 

其他 0 0% 

受访人数 22  

 
3. 什么是您客户的主要目标？（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入学考试或分级考试 11 50% 

工作需要或语言提升 17 77.27% 

兴趣 9 40.91% 

其他 2 9.09% 

受访人数 22  

 
4. 您认为目前哪个年龄段的人群最需要在线外语学习课程？（单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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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岁 0 0% 

6-13岁 3 13.64% 

14-20岁 6 27.27% 

21-39岁 13 59.09% 

40-60岁 0 0% 

60岁以上 0 0% 

受访人数 22  

 
5. 您认为哪个年龄段的人群未来最需要在线外语学习课程？（单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0-5 岁 0 0% 

6-13岁 3 13.64% 

14-20岁 7 31.82% 

21-39岁 12 54.55% 

40-60岁 0 0% 

60岁以上 0 0% 

受访人数 22  

 
6. 您认为平台技术和教学内容哪个更重要？（单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平台技术 0 0% 

教学内容 3 13.64% 

两者一样重要 19 86.36% 

受访人数 22  

 
7. 与线下课程相比，您认为线上课程的优势何在？（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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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统计 比例 

 

评价及时 
 

6 
 

 

27.27% 

 

寓学于乐 
 

5 
 

 

22.73% 

 

费用低廉 
 

13 
 

 

59.09% 

 

个性化课程 
 

14 
 

 

63.64% 

 

环境限制少 
 

16 
 

  

72.73% 

 

教育资源相对平均 
 

13 
 

 

59.09% 

 

及时、全面的课程反馈 

 

 
7 

 

 

31.82% 

 

更好的课堂和媒体呈现 
 

10 
 

 

45.45% 

其他： 0 0% 

受访人数 22  

 
8. 与线下课程相比，您认为线上课程的劣势何在？（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课程效率低 
 

7 
 

 

31.82% 

 

对网络信号要求高 
 

6 
 

 

27.27% 

 

学生各自为战，缺少互动 
 

16 
 

  

72.73% 

对设备的使用和处理能力要求较高 

 

 
6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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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监督（翘课，不专心听讲，作弊，不及时完成作
业） 

 
16 

 
  

72.73% 

 

其他 
 

1 
 

 

4.55% 

受访人数 22  

 
9. 您如何评价在线课程中的师生互动质量？ 

选项 很差 较差 正常 较好 很好 

统计 0(0%) 2(9.09%) 9(40.91%) 10(45.45%) 1(4.55%) 

 
10. 您认为教师在未来的在线学习中需要承担多少工作份额？ 

选项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统计 0(0%) 3(13.64%) 9(40.91%) 8(36.36%) 2(9.09%) 

 
11. 请评价以下技术对于在线课程的重要性。 

 

选项 根本不重

要 
相对不

重要 
一般 

相对重

要 
很重

要 

人工智能（个性化教育，资
源平衡） 

 
0(0%) 

 
0(0%) 

 
2(9.09%) 

 
10(45.45%) 

 
10(45.45%)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浸入式
学习实践） 

 
0(0%) 

 
0(0%) 

 
5(22.73%) 

 
12(54.55%) 

 
5(22.73%) 

大数据（用户数据积聚，标
签分类） 

 

 

0(0%) 

 

1(4.55%) 

 

2(9.09%) 

 

13(59.09%) 

 

6(27.27%) 

图像识别(识别同类题库) 

 
 

0(0%) 
 

0(0%) 
 

6(27.27%) 
 

10(45.45%) 
 

6(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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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口语评价，发音
纠正） 

 

 
0(0%) 

 
0(0%) 

 
2(9.09%) 

 
9(40.91%) 

 
11(50%) 

互动在线直播（课堂互

动，及时反馈） 

 

 
0(0%) 

 
0(0%) 

 
2(9.09%) 

 
7(31.82%) 

 
13(59.09%) 

统计 0(0%) 1(0.76%) 19(14.39%) 61(46.21%) 51(38.64%) 

 
 
 

12. 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未来会在哪些方面对在线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学生能力评价 
 

13 
 

 

59.09% 

 

个性化课程 
 

18 
 

 

81.82% 

 

学习反馈体系 
 

13 
 

 

59.09% 

强化在线课程监督（人脸识别，行为监督） 

 

 
14 

 

 

63.64% 

其他 0 0% 

受访人数 22  

 
13. 您认为还可以用哪些方式实现未来在线学习用户数的增长？（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降低课程费用 9 40.91% 

优化奖励机制 8 36.36% 

优化互动体验 18 81.82% 

优化寓学于乐的方式 6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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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个性化适应能力 20 90.91% 

整合更多学习功能 14 63.64% 

其他 0 0% 

受访人数 22  

 
14. 受疫情影响，是否有更多用户在2020年上半年使用贵公司的平台进行外语学习？（单

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是 22 100% 

否 0 0% 

受访人数 22  

 
15. 请给出您的预测：与疫情开始前相比，贵公司平台的用户数量将如何变化？（单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上升 18 81.82% 

持平 1 4.55% 

下降 3 13.64% 

受访人数 22  

 
 
 

除以上问卷内容外，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开放性问题，邀请您参与访谈。 

若您有意和我们进行短暂而有趣的交谈，或还想与我们分享与外语学习相关的体会，请在此留

下您的联系方式（邮箱、电话或微信）。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期待与您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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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二（针对高校） 
1. 您是否有在线授课经历？（单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是 17 80.95% 

否 4 19.05% 

受访人数 21  

 
2. 您的在线课程以何种方式进行？（单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在线直播 10 47.62% 

录播 1 4.76% 

直播与录播相结合 6 28.57% 

还没有参与在线课程 4 19.05% 

其他 0 0% 

受访人数 21  

 

3. 您认为平台技术和教学内容哪个更重要？（单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平台技术 1 4.76% 

   教学内容 5 23.81% 

两者一样重要 15 71.43% 

受访人数 21  

 
 

4. 您在线下课堂中使用哪些数字手段？（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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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词典 6 
 

 
28.57% 

新媒体线下课堂辅助工具（音频、视频、PPT等） 
18 

 

  
85.71% 

教学手段的在线交流（在线课程，数据库

等） 
14 

 

 
66.67% 

在线学习平台或软件（听力APP，口语练习

平台等） 
12 

 

 
57.14% 

其他 0 0% 

受访人数 21  

 
 

5. 与线下课程相比，您认为线上课程的优势何在？（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评价及时 6 
 

 
28.57% 

 

寓学于乐 5 
 

 
23.81% 

 

费用低廉 
16 

 

 
76.19% 

 

个性化课程 4 
 

 
19.05% 

 

环境限制少 
14 

 

 
66.67% 

 

教育资源相对平均 10 
 

 
47.62% 

 

及时、全面的课程反馈 

 

5 
 

 
23.81% 

 

更好的课堂和媒体呈现 6 
 

 
28.57% 

其他 1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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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数 21  

 
 

6. 与线下课程相比，您认为线上课程的劣势何在？（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课程效率低 6 
 

 
28.57% 

 

对网络信号要求高 15 
 

  
71.43% 

 

学生各自为战，缺少互动 18 
 

  
85.71% 

对设备的使用和处理能力要求较高 

 
7 

 

 
33.33% 

缺乏监督（翘课，不专心听讲，作弊，不及时完成

作业） 
 

18 
 

  
85.71% 

其他 0 0% 

受访人数 21  

 

7. 您如何评价在线课程中的师生活动质量？ 
 

选项 很差 较差 正常 较好 很好 

统计 0(0%) 2(9.52%) 15(71.43%) 4(19.05%) 0(0%) 

 

8. 您认为教师在未来的在线学习中有多重要？ 
 

选项 根本不重要 相对不重要 一般 
相对

重要 
很重要 

统计 2(9.52%) 1(4.76%) 6(28.57%) 8(38.1%) 4(19.05%) 

 

9. 请评价以下技术对于在线课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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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根本不重

要 
相对不

重要 
一般 

相对

重要 
很重要 

人工智能（个性化教育，资
源平衡） 1(4.76%) 0(0%) 6(28.57%) 9(42.86%) 5(23.81%)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浸入
式学习实践） 0(0%) 1(4.76%) 9(42.86%) 7(33.33%) 4(19.05%) 

大数据（用户数据积聚，标
签分类） 

 

 
1(4.76%) 

 
0(0%) 

 
6(28.57%) 

 
9(42.86%) 

 
5(23.81%) 

图像识别(识别同类题库) 

 

 
1(4.76%) 

 
0(0%) 

 
11(52.38%) 

 
5(23.81%) 

 
4(19.05%) 

语音识别（口语评价，发音
纠正） 

 

 
1(4.76%) 

 
0(0%) 

 
8(38.1%) 

 
5(23.81%) 

 
7(33.33%) 

互动在线直播（课堂互

动，及时反馈） 

 

 
0(0%) 

 
0(0%) 

 
5(23.81%) 

 
8(38.1%) 

 
8(38.1%) 

 
 

10. 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未来会在哪些方面对在线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学生能力评价 9 
 

 
42.86% 

 

个性化课程 16 
 

 
76.19% 

 

学习反馈体系 10 
 

 
47.62% 

强化在线课程监督（人脸识别，行为监督） 

 
14 

 

 
66.67% 

其他 2 
 

 
9.52% 

受访人数 21  

 

11. 您未来是否会更为频繁地使用在线课程？（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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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统计 比例 

是 17 80.95% 

否 4 19.05% 

受访人数 21  

 
 

12. 您认为未来的高校是否会被数字化所主导？（单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是 14 66.67% 

否 7 33.33% 

受访人数 21  

 

13. 在新冠疫情期间，您获得了哪些在线教学方面的支持？（多选） 
 

选项 统计 比例 

免费使用软件（钉钉，腾讯会议等） 13 
 

 
61.9% 

免费下载许可（知网等） 6 
 

 
28.57% 

国家支持（请具体说明支持类型） 
3 

 

 
14.29% 

其他渠道的支持 13 
 

 
61.9% 

未获支持 1 
 

 
4.76% 

受访人数 21  

 

除以上问卷内容外，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开放性问题，邀请您参与访谈。 

若您有意和我们进行短暂而有趣的交谈，或还想与我们分享与外语学习相关的体会，请在此留

下您的联系方式（邮箱、电话或微信）。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期待与您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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