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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大力推动信息化教育改

革，作为移动学习重要的信息载体，教育类 APP 不断被开发

并应用于当前在线教学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培训中。中小学的

教育培训有超出 3000 多亿的市场，并且正以每年 30% 的速

度急速增长，每年参加各类培训的青少年儿童超过 1 亿人次。

目前，中国现有 2 亿多的中小学生。在大中城市，90% 以上

小学生在课后接受各种各样的辅导。中小学教育需求占据了

当前教育市场的半壁江山，针对这一行业需求热点，大量的

教育 APP 得以迅速开发并投入应用。中小学教育 APP 有着

庞大的用户规模。然而，与之不匹配的是对教育 APP 引入中

小学课堂的实践研究却较少。论文综述了教育 APP 在中学教

育中的应用与市场现状，浅议了教育 APP 在中学教育中教与

学应用脱节的可能原因，以期为将教育 APP 带入中学课堂教

学实践、有效使用教育 APP 提供一些参考。

2 教育 APP 定义、分类及中学教育 APP 定位

APP 是 Application 的缩写，通常指移动终端手机、平

板电脑等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教育 APP 主要是指与教育

相关的 APP，广义上指能够帮助学习者学习的应用程序，即

使 APP 本身不包含学习内容的应用程序 [1]。目前学者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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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分类的主要依据是功能划分、学习理论划分、认知目标

划分、内容划分、学科领域划分、使用年龄划分等。例如，

西方学者莫兰依据功能将教育 APP 划分为学习游戏类、交互

参考应用类、计划管理工具、数据统计工具与特殊应用教育

工具等 [2]。柳佳玲依据教育目标将其分为学科教育系列、创

意学习系列、艺术与创作系列、效率工作系列与脑力开发系

列 [3]。李玲依据学科领域将教育APP划分为阅读类、工具书类、

游戏类、早教类、考试类、提醒类与通讯类 [4]。根据上述分

类标准，中学教育 APP 的分类定位应属于交互参考应用类、

学科教育系列、阅读类以及考试类。

3 中学教育 APP 应用现状

不同于大学与幼儿教育，中学阶段教学目标以应试为硬

指标，将教育 APP 应用于中学实践的研究少，在中学里将教

育 APP 带进课堂实践案例也较少。目前比较成功的应用如盛

清利用“摘错本”APP 在学生学习中的应用 [5]；田晓娟利用

思维导图在特定情景教学中，提高了效率并提供严谨的思维

方式 [6]；张葳利用微信平台增强师生互动，整合课堂内外资

源进行教学 [7]；盘俊春利用 CS 扫描全能王协助教师快速记

录和管理资料 [8]；何耀华利用微信学习平台制订了学习评价

体系和内容等 [9]。这些中学一线教师利用教育 APP 主要通过

实施画面共享、实施互动或者资源共享等方式进行辅助教学。

当前，教育 APP 在中学阶段的应用主体比较单一，缺乏系

统的教学设计与内容整合。一方面，由于中国教育 APP 的设

计与开发普遍着力于单一功能的强化，相对于其他国家教育

APP 的整体系统设计比较欠缺；另一方面，由于中学阶段教

学任务繁重，传统的课堂讲授仍是重要的教学方式。教师缺

乏精力和动力去学习掌握新颖的信息化教学手段并应用于教

学设计，更多的是利用信息化工具辅助教学，延伸课堂教学

以及减轻部分教学工作的重复频率。这些都限制了教育 APP

在中学教学中的实践研究与应用。

4 中学教育 APP 市场情况分析

根据易观千帆数据中心更新至 2020 年 3 月末的统计数

据表明，教育领域学习类 APP 共一千多个，且此数值还在不

断提升，活跃用户约 4.5 亿，占全网数字用户比例的 44%，

这表明使用者有将近一半使用的是教育类 APP 的。疫情之下，

在线教育异常火热。据资料显示，在云教育风口下，各类老

牌网校和互联网巨头乃至传统线下教培机构纷纷投入在线教

育，并采取开设免费课程的形式招揽生源。在线教育头部厂

商形成明显的用户规模优势，行业马太效应日趋明显 [10]。

由于行业巨头在学习类教育 APP 占据头部地位，其开发

的教育APP多属于功能性、模块化学习APP。为保障用户规模，

基本囊括了中小学阶段的受众，尤以小学阶段的课后辅导学

习为侧重，在市场占有率、用户规模等数据统计方面将中小

学教育 APP 归为一类。其中最受欢迎的中小学教育 APP“作

业帮”，是目前唯一 1 个亿级用户应用，占比极少，不足 1%；

千万级用户应用 12 个，占比 1%，针对中学生的有“小猿搜

题”、“腾讯课堂”等；百万级用户应用 130 个，占比 10%

左右。例如，熟知的“学而思网校”“小猿口算”“好分

数”“一起作业中学学生端”等。十万级用户应用有 417 家，

占比 34%；不足十万用户规模的 APP 数量最多，达 687 家，

占比 55% 左右，但是行业渗透率不足，处于被淘汰的边缘 [11]。

截止 2020 年 3 月，教育领域头部 APP 共有 30 家（活跃

用户规模 TOP30），其中排名前 10 的中小学教育有 6 家，职

业教育有 3 家，外语学习有 1 家。综上，中小学教育市场仍

然是最具潜力的行业细分领域。在由传统教学向在线教学转

变的过程中，中小学依然走在教育改革的前列，这由中小学

类教育 APP 的市场占有率与用户规模可以看出。然而，这里

也可以看到，受欢迎的中小学教育 APP 是课后作业与辅导类

的 APP，具有丰富教辅资源与优秀教培师资力量的产品更受

学生和家长的青睐。从教育 APP 的市场情况分析结果也解释

了一个现象，教育 APP 在教学实践与研究较少，在教学行为

中教的可资利用的优秀 APP 相对较少或者功能单一，而在学

的方面市场给与了更高的关注度。

5 中学教育 APP 目前存在的问题

中学教育类 APP 大致可分为网校视频类、作业答疑类、

真题题库类、实时辅导类四类 [12]。

目前网校视频类发展是最迅速的一类 APP。通过与移动

手机端融合，产生方便快捷、受众广、免费教育、便于用户

系统学习知识的优点。此类 APP 最大的劣势就是互动性差、

学习效果不佳，不能与教师进行互动，不能解决使用过程中

出现的疑问，且无法督促学生学习，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理想。

作业答疑类 APP 受众率最高，为学生提供解答沟通，提

供学习思路。具有在线寻求帮助能快速及时解决问题、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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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极强的特点。但此类 APP 可能导致学生过度依赖，不主动

思考，最终将此类 APP 沦为了抄作业的工具。

中小学题库类 APP 提供各类真题和精编模拟题给用户，

由专家把关答案和解析，质量有保障。优势在于基于移动互

联网，学生可随时随地进行做题，APP 会自动生成错题库供

学生反复演练。而不足之处在于题目创新性不高，成为纸质

试题册的在线形式，对学生不能形成持久的吸引力。

实时辅导类 APP 通过搭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桥梁，使得

教师能直接连接到学生，进而使教师能随时随地解决学生的

难题。成为了互联网思维和教育的最佳结合模式 [13]。此类教

育 APP 的劣势在于需要花费较高的费用，而且教学效果取决

于辅导教师的个人水平和学生的自主性。

6 结语

随着近几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

移动网络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生人手一台移动设备成为

了可能，教育 APP 必将成为信息化教育模式下的教学利器。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迫使面对面形式的教育随时可能暂停，在

线教育平台瞬间兴起。在教育部的鼓励下，城市学生或者偏

远山村的适龄学生，普遍完成了教育的在线化。然而，教育

市场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主导教育 APP 开发应用的行业巨

头热衷于投入能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教辅类 APP，顶层设计

的优质课堂教学类 APP 欠缺，加之一线教师课堂教学应用教

育 APP 的内需动力不足等致使当前教育 APP 的应用缺乏系

统性、实用性。今后，应在上述不足方面深化信息化教育模

式改革，这需要多方参与者的协调改善，以期真正实现中国

教育信息化 2.0 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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