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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传承创新起新程

风劲帆满正当时

从校方需求来看，教育行业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任务艰巨且意义重大，而教育智能硬件体现了平衡规模化教育与个

性化教育的核心价值，时代发展对各种类型的教育智能硬件赋予了更高的期待。从家长需求来看，在疫情持续影响，消费降级的社会

背景下，据调研数据显示，在教育智能硬件用户中，近30%的用户认为其未来在教育智能硬件方面的支出会保持在教育总支出的20~

30%，持乐观积极态度。此为“风劲”。

“双减”政策影响下，教育智能硬件已成为各大教育企业转型破局的重要方向，传统教培机构、传统硬件厂商和互联网等科技公司纷

纷入局，发展态势火热。在时代背景推动和厂商积极实践下，新的教育智能硬件品类不断涌现，功能日趋丰富，生态日渐完善，商业

模式也不断演化。此为“帆满”。

教育智能硬件中占据主导地位且历久弥新的品类当属“学生平板”和“儿童智能手表”，新兴品类在功能、形态、材质、价值内核等

方面对传统品类进行传承创新，从而掀开新的发展历程。

传承体现在对传统硬件品类价值内核的发扬借鉴。相比于学生平板，儿童智能手表功能更加聚焦、价格更低，且轻便易携带。错题打

印机、扫描笔、电子单词卡等传承了这一特性，寻找到更多的刚需痛点，作为兼具刚需、便携、低价特点的单功能品类，接二连三地

持续崛起。此为“传承”。

创新首先体现在传统品类的形态功能创新，在疫情、政策、技术发展的叠加影响下，学生平板在屏幕上做到更大，更适用于网课；在

材质上采用类纸屏更加护眼；配件上搭配智慧眼以实现更好的交互体验；功能上借助AI技术以更接近因材施教的核心理念。创新还体

现为全新的品类形态。如智能作业灯，从桌面场景切入，通过多摄像头实现作业批改和视频交互；如智能钢琴，通过跟灯学习、声音

识别打造软硬一体的智能钢琴，降低学琴门槛。此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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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摘要

分品类来看：学生平板在供需双方推动下呈爆发式增长；智能作业灯因盈利模式不清晰陷入进退两难境
地；新品类扫描笔呈现出对旧品类点读笔的功能延伸与替代趋势；技术发展与成本降低使智能手写笔的
规模化应用成为可能；错题打印机等便携式单功能产品兼具刚需、便携、低价的特点，成为市场黑马。
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看：国内产品以学科类为主，重视内容与效率，产品开发逻辑以需求驱动为主，
国外产品以素质类为主，重视交互体验，产品开发逻辑以技术驱动为主。
从产品成长来看：教育智能硬件呈现”从产品力到渠道力到模式力到生态力”的产品成长路径。

SMS

聊供给

自主学习场景：提升学习准确性、积极性、合理性，形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是重点需求，学生平板、点
读笔、扫描笔等多品类相互配合，可为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智慧作业场景：科学布置、有效监督、提升效率、精准讲解是核心需求，在留、写、批、讲作业的不同
环节中，纸笔书写、扫描仪、错题打印机等各自发挥作用；
教学互动场景：线下追求“锦上添花”，线上期望还原传统场景。教育智能硬件作为终端主要解决信息
展示、直播上课问题，教学互动的核心仍在于丰富的软件应用工具。配供需

行业发展趋势：1）产品功能：硬件或成为标配，综合类与单功能产品将长期并存；2）人机交互：输
入无感化、输出多感交互是符合教育规律的趋势；3）教育内容：编程、音乐、体育等素质教育类硬
件或迎来利好。
企业运营建议： 1）营销推广：注重用户教育，增强产品体验，提升用户价值；2）产品功能：更大
程度的解放家长，成为孩子成长的伙伴。探前景

瞰全景

政策因素：“双减”政策下优质教育需求不变，教育服务供给端转换升级，利好教育智能硬件；
技术因素：教培基础与电子元器件实力推进教育智能硬件发展，物联网与教育数字化转型大势拉动教育
智能硬件需求；
社会因素：疫情影响下居民消费降级，但家长的教育智能硬件消费预期仍乐观；
市场规模：2022年，预计消费级教育智能硬件市场规模达431亿，未来综合类与单功能类教育智能硬件
渐成势均力敌之势。

摸需求

孩子在学习方面的诸多痛点，是家长对教育智能硬件需求上升的驱动力之一：1）孩子上网课时注意
力不集中、长时间看电子产品、习惯不好；2）孩子写作业/预习复习时学习效率不高、姿势习惯不好；
3）孩子在整理错题时对错题相关知识点掌握不足、无法有效归纳；4）孩子在朗读背诵中英文词语/
文章时发音不准确、难以理解长难；5）孩子在课外学习/阅读时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6）在给孩
子讲故事时难以声情并茂的讲述故事、缺乏故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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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全景：行业概览

聊供给：品类洞察

摸需求：用户洞察

配供需：典型应用

探前景：趋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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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全景：行业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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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能硬件的概念分类
教与学过程中使用的各类功能与连接智能化的信息交互终端
“教育”指的是“所属领域”，教育智能硬件是由消费电子领域延伸到教育领域，并作用于教学过程的产品；
“智能”指的是“能力特征”，首先要求功能的智能化，即传统教育硬件的智能化升级。其次要求连接的智能化，即可通
过无线、蓝牙等与其他硬件相连；
“硬件”指的是“产品形态”，即可直观感知和操作的智能终端，是信息资源的载体、信息交互的媒介。
由此，“教育智能硬件”指的是教与学过程中使用的各类功能与连接智能化的信息交互终端。按使用主体可分为教师用智
能硬件和学生用智能硬件，按领域可分为消费级和机构级。本报告对多种类型产品都有涉及，其中以学生使用的消费级教
育智能硬件为重点研究对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教育智能硬件概念定义

教育 指的是“所属领域”，由消费电子领域
延伸到教育领域，作用于教学过程

智能
指的是“能力特征”：1、功能的智能
化，传统教育硬件的智能化升级。2、
连接的智能化，可通过无线、蓝牙等与
其他硬件相连

硬件
指的是“产品形态”，可直观感知和操
作的智能终端，信息资源的载体，信息
交互的媒介

教育智能硬件：教与学过程中使用的各类功能与连接
智能化的信息交互终端

教育智能硬件类型划分

教师用产品 学生用产品

按
主
体
分

消费级硬件机构级硬件

按
领
域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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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能硬件的本质内涵
教育智能硬件本质是教学介质的革新升级
从狭义上理解，教育是知识和文化的传承，而对教育智能硬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不仅是信息和内容，其价值同样体现在
教学介质的属性及由此带来的可能性和教学变革。脱离数字技术的影响，从传统的教育场景来看，在师生之间充当教学介
质的主要是黑板、书、本三类，“黑板”主要作为老师的展示介质，“书”主要作为知识内容的载体，“本”主要作为学
生练习的介质。现有教育智能硬件基本上可以视为是对这三类教学介质的革新升级，其价值路径首先体现在教学介质的升
级，其次是教学资源的整合，最后是教学效率的提升。举例来说，如交互白板首先是黑板的数字化升级，其次是课件、教
学工具的资源整合，最后是对师生课堂互动效率的提升。又如扫描笔首先是词典的数字化形态，其次是多版本词典、英语
教材的资源整合，最后是学生查词翻译、发音练习效率的提升。

黑板：老师展示介质 书：知识内容载体 本：学生练习介质

智能手写
笔

智能手写笔

扫
描
笔

单
词
卡

点
读
笔

早
教
机

学生平板 作业灯 学生PC

交互白板

智能手
写笔、

错题打
印机

智能手写笔

教育机器人 教育电子纸

智能钢琴

扫描仪

教育智能硬件本质上是教学介质的革新升级

注释：箭头代表信息的流向，在不同教育智能硬件的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单向和双向两种信息流向形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教学介质的升级 教学资源的整合 教学效率的提升价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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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政策驱动
“双减”政策下优质教育需求不变，教育服务供给端转换升级
“双减”政策下，学科内容培训受到严格限制，但学生和家长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不变，由此引发了教育服务供给方的转变，
体现在教育服务模式和教育内容两个方面。在教育服务模式上，“双减”政策以后，大班课、双师课程、1V1课程等学科
内容培训难以为继，相比之下，教育智能硬件具有高效整合资源、提高学习效率的优势，其工具属性得到进一步凸显，可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长和学生的教育焦虑。在教育内容上，“双减”政策影响下，素质教育的推广和发展得到进一步的重
视。素质教育涵盖德、智、体、美、劳等多个维度，有着综合性及灵活性较强的特点，通过教育智能硬件进行多感交互更
有利于学生综合素养和动手能力的提升，教育智能硬件的合理应用成为推动素质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教育智能硬件对素质教育的加持

2022年《教育部工作要点》 深化各阶段的教育评价改革，强调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编程机器人

智能钢琴

儿童智能手表

智能劳动工具

VR/AR设备· 思想品德

· 智识水平

· 身心健康

· 艺术素养

· 社会实践

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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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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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的
广
泛
需
求

教
育
智
能
硬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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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体验感知
深入理解内化

多感交互编程
程序智能检查

运动数据查看
运动智能提醒

智能练琴辅导
练琴数据分析

劳动知识搜索
劳动流程优化

政
策
支
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
营利性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
同时对作业总量、学习时长、
学习时段等做出严格规定

教育部《关于做好2022年
暑期校外培训治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

在暑期广泛动员街道、居委会、
社区等力量，对学科类培训机
构开展拉网式巡查检查

2021.07

2022.06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十四五”发展规划
(2021—2025年)》

大力发展应用教育技术装备创
新学习环境、感知学情特征、
拓展学习方式、优化学习评价

教育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

撑体系的指导意见》

有条件的地方普及符合技术标
准和学习需要的个人学习终端

2022.01

2021.07

学科内容培训受限制，硬件工具属性凸显

各地要积极完善基于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
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模式

2021年《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6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