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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挥之不去的疫情阴影、在线教育公司的竞争冲击对传统地面教育公司造成了沉重打击，一时间，融合了线上的时间、

空间优势和地面的体验、效果优势的OMO模式似乎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众多大型公司也纷纷宣布加大OMO战略投入和

业务布局，浪潮汹涌。

新东方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将OMO作为核心战略，并已在大多数现有城市和25个新的周边卫星城市推行OMO

课程；好未来也在不断改进自身的OMO模式，表示目前的OMO是过渡期，将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不断探索服务学

生的最佳方式；精锐教育、学大教育、卓越教育等等均宣布了加大OMO投入的决心。

OMO的本质是什么？增加在线的能力究竟会为教育机构带来哪些不同？被寄予厚望的教育OMO是否为万应灵

药？OMO有哪些机遇和风险？是否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应该转型OMO？OMO是否为教育行业的终极业态？OMO的

发展趋势如何……

本篇报告将带着以上疑问，并结合行业专家经验、艾瑞的观察和积累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教育机构及

产业链参与方提供更多视角看待OMO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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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OMO概念

教育OMO缘起于新零售。通信网的大规模商用促进了电商的发展，进而带动行业分工细化和基

础设施完善，并进一步催生出更高效率的新零售业态，教育行业亦类似。OMO是伴随直播互动

技术进步、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企业需要寻找更有效率的经营方式而产生的新业态，其表象是

前端获客、教学、服务环节的线上线下融合；本质是数据驱动的、线上线下互为延伸的更高效的

运营模式。

教育OMO价值

短期价值：短期内互联网核心功能体现在改变课程的交付方式、增加“教室”容量和扩大触达范

围；但同样带来相应问题：在线教育效果和体验不如线下课堂，结果线上“教室”容量提升的同

时服务越来越重，规模经济效应被削弱，同时获客成本高企，短期来看，在线教育对于教育机构

商业模式的改善效果不够显著，地面教育机构嫁接线上能力更多是锦上添花而难以达到雪中送炭

效果。

长期价值：随着科技不断纵深至教学核心环节和“教”与“育”的拆分重组，依托科技完成兼具

规模化和个性化的“教”的过程，老师主要发挥引导作用的OMO模式将具有巨大的商业和社会

价值，但持续的科技和研发投入很可能将小规模企业拒之门外。

教育OMO发展趋势

多业态并存的行业格局：全国性教育品牌、区域品牌、名师工作室等机构并存；（本地）网校、

社区学习中心、线下校区等业态并存，但“纯线下”教培机构未来将不复存在；

促进教学资源普惠的深层价值：政策推动，公立校、社会机构协作，通过OMO+智适应促进教学

资源普惠，校外培训机构将更多发挥“育”的功能；

市场机会：音视频解决方案、营销管理系统、教学内容等市场快速发展，平台型公司有望产生。

来源：艾瑞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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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体现为获客OMO、教学OMO、服务OMO

什么是教育OMO？
表象：前端获客、教学、服务环节的线上线下融合；
本质：数据驱动的、线上线下互为延伸的更高效的运营模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OMO是伴随技术进步、新的流量红利消退、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行业竞争加剧，企业需要寻找更有效率的经营方式而

产生的新业态。技术进步为更有效率的获客、教学、服务和运营管理方式的实现提供可能；流量红利消退、行业竞争加剧

推动产业链相关方寻找更适合自身的商业模式和更精细化的运营管理方式；而疫情的偶然因素进一步让OMO按下快进键。

OMO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公认定义，我们认为，OMO表象是前端获客、教学、服务环节的线上线下融合，而若要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融合” 而非简单的物理“相加”，需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整个运营流程和组

织体系的重构，更接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概念。

营销 转化 授课 服务 教研 师训 管理

地推、户外广告、
线下活动等

offline

online

搜索、信息流、
冠名广告、公众
号及视频号

线下体验店、线
下试听课、线下
顾问

线上试听课/引流
课、社群裂变、
线上顾问

纯面授课

纯在线课

线下练习、测评、
答疑

线上自主练习、
测评、在线答疑

电子化、标签化、
数据化的教学、
教辅资源

非标准化、传
承度低的纸质
教研

线上的内容体系、
授课技巧等资源；
不同班型老师授
课技巧

线下教师培训
为主

业务管理、教学
管理、服务及数
据闭环

经验化管理为主

教育OMO辨析

后端数字化转型、组织转型的支撑与赋能

OMO

• 线上机构以线下门店/体验店为
流量入口，线上运营转化

• 线下机构通过短视频、社群运
营、线上轻课等做获客转化

• 线下双师
• 线下主课和线上轻课结合
• 周中、周末线上线下配合
• 线上课和线下答疑结合

教研：结合线上数据反应的学习情况为学生定制个性
化服务；教师培训：线上培训+线下培训，培养教师同
时具备线上线下教学能力；管理：实时、全面监测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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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OMO发展背景：科技因素（1/2）
云服务为OMO实现普及奠定基础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云服务兴起后，教育主体可将强技术型工作“外包”

IaaS IaaS
服
务
器

存
储

网
络

PaaS IaaS
大
数
据

人工
智能 IM

其他
中间件

SaaS IaaSCRM
系统

直播
授课

管理
运营
系统

伴随云服务发展，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SaaS（软件即服务）、ISV（独立软件开发商）和一

般的企业客户开始进行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每个企业都专注于自己的所长开展业务。

在教育行业，云服务兴起前，若教育主体想开展线上课程，需要从头部署自己的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并建设自己的

AI和大数据能力，再在此基础上开发相应的直播授课系统，只有大型教育公司才可能具备相应的能力。但现在，大量的

PaaS和SaaS服务涌现，教育主体可以将强技术型工作通过采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外包，只需“拧一下水龙头”

即可获取相应服务，其自身只专注于更擅长的教学过程即可。云服务的发展推动了教培产业链的分工细化，为教育OMO

的发展提供了底层基础设施支持。

云服务兴起前

需要采购硬件建
设自己的数据中
心，并进行技术
研发

只有大型机构具
备相应能力

强技术型工作可
以根据需求进行
全部和部分的外
采

产业链分工细化
支持下，小机构
可以轻松的具备
线上能力

云服务兴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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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OMO发展背景：科技因素（2/2）
管理到教学，职业培训、K12到素质教育，科技全面纵深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校外校内

软件/内容

AI互动课线下双师课堂

AR/VR教学
直播课

智适应学习引擎

智适应学习引擎
（测评、规划学习路径、推送学习内容）

互动课件

词典笔等智能硬件

儿童智能屏

软硬件交互机器人

智慧钢琴
鱼眼摄像头

光学折射镜头

交互智能平板

互动教学白板

智慧黑板

教
学
环
节

作业批改

组卷阅卷

口语测评

虚拟仿真实训

VR硬件

拍照搜题

学情分析

作业布置

分层排课

练
习
、
测
评

数
字
环
境
、
管
理

家校沟通

电子班牌

无接触考勤

校园安全

绩效薪酬管理

备授课系统

办学云管家

智能营销
系统

教师发展管理

走班排课

传屏工具

远程互动
工具

硬件

共识逐步形成、技术设施不断完善，科技纵深至教育的各个场景

疫情外生冲击，共识形成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政策推动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监管：教育部/局对教育科技的支持

公立校、教师：对教育科技更加认可

教培机构：意识到教育科技的重要性

资本和创业者：对教育科技认可度提升

产业链：技术、直播平台、师资等体系的完善

家长、学生：对教育科技有更深认知

大数据 云服务 5G    物联网

AI       AR/VR

智能教育。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

新型教育体系。开展智能校园建设，推动人工智能

在教学、管理、资源建设等全流程应用。开发立体

综合教学场、基于大数据智能的在线学习教育平台。

开发智能教育助理，建立智能、快速、全面的教育

分析系统。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提供

精准推送的教育服务，实现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定

制化。

答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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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OMO发展背景：行业发展因素
在线教育从“消费互联网”步入“产业互联网”，互联网+

教育从流量逻辑进入到融合与赋能逻辑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新流量来源的出现和流量池的形成，并推动商业模式的改进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移动互联网浪潮下，

消费互联网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而来，随着流量红利见底，产业互联网走上舞台。

在教育领域，早期依靠社区、工具APP积累了大量流量，流量端势能形成，随着直播打通了变现端的模式，在线教育商业

模式跑通并快速发展起来。但随着资本催化、创业者大量涌现，在线教育的流量红利也面临枯竭，结果就是流量成本越来

越高。同样，在线教育也面临着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转型，从原来依靠流量红利的流量逻辑进入到依靠

数字化、智能化提升生产力的融合与赋能逻辑，也即教育OMO的本质要义。

在线教育的流量逻辑 教育OMO的融合与赋能逻辑

流量端
早期依靠社区、工具
APP，形成流量池形成

变现端
直播打通变现渠道，商
业模式跑通

数据 云服务 直播技术 AI底层能力

在线教育 教育OMO

纯线上教育公司为实施
主体

线上线下为两个独立部分

互联网主要用于获取流量、
服务交付

头部在线教育公司在管
理、运营、教研教学初
步实现数据化和智能化

线下机构更可能成为主
要OMO实施主体

线上线下融为一体

线上线下、直播/录播、大
班/小班/1v1的灵活切换

数字化贯穿教研教学、管
理、营销、服务等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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