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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火热的学科培训后，素质教育快速崛起。

政策维度，素质教育符合国家政策引导的儿童能力和素养培养方向，受到政策鼓励。

供给维度，互联网巨头、传统培训机构、新兴公司都开始进入素质教育赛道，新内容、新供给出现。

科技维度，技术在教育领域持续渗透，尤其疫情影响下行业线上化率大幅提升，用户的思维禁锢也被打开，线上教

育产业链更加完善，线上的授课及服务能力成为必需品。但素质教育大部分品类又天然依赖线下场景，预计线上线下融合

的教育OMO模式将成为素质教育发展新趋势，并发生进一步的进化。

行业竞争维度，随着新机构大量涌入及资金和技术投入，行业将掀起整合潮，市场将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素质教育进入了大浪淘沙的新阶段，面临新的宏观环境和更激烈的行业竞争。但由于素质教育行业细分领域极多且

进入门槛低，导致行业十分分散。现有研究中，多针对素质教育某一细分领域，鲜有针对素质教育整体进行深入研究的行

业报告。基于上述背景，本报告对新时代下的素质教育行业进行复盘与梳理，总结素质教育行业面临的外部变化，展望素

质教育行业发展趋势，以期为企业家、创业者、投资人及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参与者的决策提供参考。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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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业现状

1999年起的高考扩招政策和高考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影响下，我国青少年学科培训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高等教育人才供给增加、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新生代家长教育理念和消费水平升级，素

质教育迎来发展新阶段。

外部环境和市场竞争变化

外部环境变化：政策规范下的新挑战和新机遇：行业合规成本提升，但同时行业发展更加良性，

利好规范经营和具有优质教育理念的机构；家长代际变迁下的素质教育理念升级：除关注显性技

能外，新生代家长更加重视子女底层思维和品格的塑造；社会发展、脑科学研究持续推进驱动下

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变革；科技进步、疫情冲击下的创新与嬗变。

市场竞争变化：玩家涌入、科技渗透、资本加持、竞争加剧，教育行业进入精细化运营时代，行

业进入格局重塑窗口期。

重点细分领域

从已有市场看，艺术教育、语言培训刚需性强，且已形成较大市场，是众多新进入者喜欢布局的

重要品类。此外，STEAM教育、数学思维培训作为近几年的热门品类也保持高速增长。

从发展趋势看，儿童底层素养和面向未来的能力的培养愈加重要，社会化素养培养、儿童财商教

育等领域值得关注。

趋势展望

教育直接以优质内容变现，无法实现“羊毛出在狗身上”的盈利模式，良好的商业模式一定是UE

为正，素质教育机构正普遍通过扩科提升UE模型健康度，建立一站式学习平台；竞争优势维度，

随着素质教育行业走向规范和成熟，具有优质的教育理念以及优秀的产品体验和效果的优秀公司

将脱颖而出，并获得长期的品牌竞争优势。
来源：艾瑞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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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重点细分领域分析 3

素质教育发展背景与现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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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行业发展展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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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发展背景
伴随政策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教育理念转变而兴起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1999年起的高考扩招政策和高考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影响下，我国青少年学科培训行业迅速发展起来。随着高等教育人才

供给增加、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新生代家长教育理念和消费水平升级，素质教育迎来发展新阶段。

1999-2015年 2016年至今（尤其2018年以来）

P（政策）

全民教育，更多的人才 人力资源强国，更高质量的人才

高考扩招，录取率骤升
（1）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发布成为素质教育领
域的标志性事件，政策维度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养
（2）教育部提出，2022年美育将全面纳入中考

E（经济）

高速发展 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1）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对创新能力更
加注重
（2）201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迎来教育消费升级

S（教育理念）

分数导向 全面发展

考取名校，提升阶层 注重文化课成绩的同时，更加注重全面发展

T（科技）

科技较少在教育领域渗透 科技开始深度赋能教育

线下授课为主 直播视频技术、AI、VR/AR渗透，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教培行业 K12学科培训高速发展 素质教育热潮兴起

素质教育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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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谈素质教育时究竟在讨论什么
通过核心素养的培训，从而让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素质教育诞生自中国教育产业在1980年代关于教育改革的大讨论过程中，是一个相当有中国时代特色的教育概念；而在近

40年的不断演变中，它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其实已经远远超出它诞生时承担的历史任务。

理论上，“素质教育”概念更接近于国家政策引导中国教育产业发展的“理念和方向”：通过科学而系统的教育方式，实

现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从而达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让中国学生具备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为实现中国新一代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和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实践中，所有面向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培训层面的教育形态，均可称之为素质教育，其相关的教育理念、教育理论、教学方

法、课程体系、硬件软件和配套服务等各个层面均可属于素质教育的范畴。

中国“素质教育”概念理解

教育理念

教育理论

课程体系

教学模式

硬件软件

配套服务

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 学会学习

健康生活 责任担当 实践创新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培养

良好的品质

……

优化知识结构、

丰富社会实践、

强化能力培养

提高学习、实

践和创新能力

……

促进身心健康、

体魄强健、意

志坚强

……

培养学生良好

的审美情趣和

人文素养

……

培养学生热爱

劳动、热爱劳

动人民的情感

……

德 智 体 美 劳

面向中国学生进行的核心素养培训的教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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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与相关概念关系解析
素质教育是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教育理念，其培训
方法对传统应试教育方式能起到积极影响和补充改善的作用
核心素养是学生有待培养的自身素质维度，而素质教育培训则是提升核心素养的方式方法，从理念和目标方向来看，素质

教育和国际上流行的“全人教育”理念是一致的。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国民教育和国家人才选拔实践来看，素质教育的培

训目标与当代应试教育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并不冲突——学生素养和能力的达标也是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基础，素质教

育理念下的培训方法，对传统教育方式能够起到积极影响和补充改善的作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素质教育与相关概念关系解析

核心素养

全人教育

应试教育

素质
教育

核心素养一词源于经合组织（OECD)2003年《核心素养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中”Key

Competencies”的表述；《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

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素质教育是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教育理念，素质教育培训则是提升核心素养的方式方法

全人教育是1970年代北美兴起的一种的教育思潮，后来传播到亚洲、大洋洲等地区。以人文主义

心理学和强调情感取向的教育为思想资源，主张抛弃传统上对课程和智能的强调，转而强调人智

力、情感、社会、身体、创造力、直觉、审美和精神潜能等各方面的整体发展。

作为教育理念和办学指导思想，素质教育和全人教育的终极方向是一致的，强调人的整体发展

应试教育在中国一般指将应对考试作为唯一教育目标的传统教育方式，由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其教育方法对智育发展的过分强调和对全面发展的相对忽略，而长期处于被批判的境地。然而从

国家人才选拔实践来看，中考、高考、国考等考试是国家人才选拔的必要形式，应试教育的问题

在于教育方法，而不在于考试本身。

素质教育理念下的培训方法更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传统教育方式能够起到积极影响和补充改

善的作用，学生素养提升也能够为取得好成绩打好坚实基础，两种方式的最终目标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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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核心素养？-国际组织/国家地区

1997年12月经合组织（ OECD ）启动了“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三大类别、九

项素养、彼此相互关联的核心素养体系。在此框架下，学生应该形成的核心素养被概括为三大方向：互动地使用工具、自

主行动和在社会异质团体中互动。这一项目对于世界各国建立核心素养模型影响深远，随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在本

国本地区的教育领域当中建立学生核心素养模型，以此来指导其教育实践，推进教育目标的贯彻与落实，促进教育质量的

提高。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辛涛、姜宇、刘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总第235期)。

国家、地区和国
际组织

人与工具 人与自己 人与社会

经合组织
互动地使用语言、符号和文本；互动地使用知识和信息；
互动地使用（新）技术

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团队合作；管理与解决冲突
在复杂的大环境中行动；形成并执行个人计划或生活
规划；保护及维护权利、利益、限制与需求

欧盟
母语交流；外语交流；数学素养；科学技术素养；信息
素养

主动与创新意识；学会学习 社交和公民素养；文化意识与表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学会求知 学会发展；学会改变 学会做事；学会共处

国际文凭组织 知识技能
思维能力；身心全面发展；敢于冒险；反思能力；探
究能力

交流能力；富有同情心；心胸开阔；有原则性

世界银行 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个人能力；情感能力 交流能力；社交能力；心理动力技能

美国 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信息技术素养
创造力与创新能力；批判思维与问题解决；主动性与
自我导向

沟通交流与合作能力；灵活性与适应性；社会与跨文
化技能；生产力与社会义务； 领导与责任心

芬兰
信息素养与交际；技术与个体 （对环境、健康和可持续
的未来的责任感）

成长为人；安全与交通 文化认同与国际化；公民与企业家意识

英国 运用数学；信息通讯 改进学习的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沟通交流能力；合作能力

德国 独立学习能力；使用技术的基本知识与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对自己活动陈述解释的能力
团队合作与工作能力；金钱管理能力；对节约原则的
掌握

法国
掌握法语；掌握数学和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基本的人文
文化知识；掌握一门外语；掌握常用信息通讯技术

拥有独立自主和主动进取的精神 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公民意识

澳大利亚
运用数学概念及技巧的能力；运用科技的能力；沟通观
念与信息的能力

与他人合作及在团体中工作的能力
收集、分析与组织信息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能
力；计划及组织活动的能力

新西兰 运用语言、文字符号的能力； 交流能力 自主管理能力；思维能力 参与和贡献能力

中国台湾地区
沟通、表达和分享；欣赏、表现、审美及创新；运用科
技及资讯

了解自我与发展潜能；主动探索和研究；独立思考与
问题解决；规划、组织与执行；生涯规划与终身学习

尊重关怀与团队合作；文化学习与国际理解

OECD：人与工具、人与自己、人与社会

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的核心素养模型搭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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