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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2021中国教育智能硬件趋势洞察报告》课题组。

海内外巨头互联网企业普遍采用了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切入教育智能硬件赛道，具体来看，
行业发展趋势表现为以下三点：
趋势一：以极致性价比的爆款单品破局，定义细分品类，占领用户心智；
趋势二：课内外与校内外场景无缝衔接，实现家校全面覆盖的多端联动；
趋势三：构建数据驱动型教育生态闭环，交付软硬一体智能化解决方案。

概念界定：教育智能硬件的核心体现在“学生群体”、“传感互联”、“智能交互”；
驱动因素：政策利好、市场常态化发展、技术支撑能力强共同驱动行业发展；
市场规模：预计3年后行业规模达近千亿，新兴品类引领教育智能硬件未来增长；
商业模式：从功能驱动到内容驱动再到服务驱动，从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

教育智能硬件已迈入了教育功能集成化和多样化的发展阶段。学生平板是用户渗透率和
使用率最高的教育智能硬件；智能作业灯是成长最快的教育智能硬件，虽诞生较晚，但
用户渗透率和使用率已排第二；智能教育本作为最新兴的教育功能集成式教育智能硬件，
也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在家庭场景中，课桌是孩子的核心学习场景，客厅是孩子主要的休闲娱乐场景；在校园
场景中，只有少量消费级智能硬件可入校，起到安全监控及教育辅导作用；在外出场景
中，如去辅导班和外出游玩时，教育智能硬件主要起到安全监控和沟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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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
三大关键词：“学生群体”、“传感互联”、“智能交互”
教育智能硬件是一种针对教、学群体开发的能够实现传感互联与智能交互的硬件终端产品，主要包括两大类：“教育硬件

的功能迭代”与“智能硬件的场景延伸”。前者特指在网络与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加持下，专门用于教育用途的硬件产

品逐渐具备了智能化的功能属性，实现在原有场景中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后者特指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新一代智

能硬件，针对教、学群体进行软、硬件的特制化，以满足教育场景应用的需要。本报告主要关注以学生为使用主体，以学

生或家长为消费主体的消费级教育智能硬件，不包含机构级教育智能硬件（如学校采买的学生终端机、电子学生证、交互

式一体机等）。

来源：《2021中国教育智能硬件趋势洞察报告》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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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1/3）
政策：响应个性化与泛在化教育要求，教育智能硬件发展利好
2016年，工信部发布《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提出要深入挖掘教育等领域智能硬件应用需

求，加强教育等领域智能化提升，为教育智能硬件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调。2018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

划》，提出要构建“个性化”的教育体系和“泛在化”的学习环境，推动新技术支持下教育的生态重构，为教育智能硬件

的发展明确了方向。个性化教学的前提条件是获取足够多的用户数据，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软件和算法，实现对用户学情的

深入分析以及学习路径的个性化设计。教育智能硬件作为重要的数据采集终端，成为了教育数据采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

环。同时，可穿戴与便携式的教育智能硬件还具有穿越场景的能力，进而实现对用户数据的全方位采集。多种教育硬件发

挥联动效应，可以覆盖到更多地学习场景，通过构建泛在化学习环境，打造一体化教育生态。

《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

构建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

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构建智慧学习支持环境，探索泛在、灵活、智能的教

育教学新环境建设与应用模式。教育信息化具有突破

时空展制、快速复制传播、呈现手段丰富的独特优势，

必将成为构建泛在学习环境、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有

力支撑。

智能硬件政策：定基调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深入挖掘教育、医疗、工业等领域智能硬件应用需求，加

强重点领域智能化提升，推动智能硬件产品的集成应用和

推广。

支持智能硬件企业面向教育需求，在远程教育、智能教室、

虚拟课堂、在线学习等领域应用智能硬件技术，提升教育

智能化水平。

教育信息化政策：明方向

来源：《2021中国教育智能硬件趋势洞察报告》课题组。

中国教育智能硬件的政策基调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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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2/3）
市场：在线教育步入常态化发展阶段，加速学习工具更新换代
根据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3.42亿，较疫情之前增长了1.09亿，

行业发展态势良好，进入常态化发展阶段。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学习与办公同步迁移到线上，学生的网络课程和家

长的居家办公都进一步激活了家庭对硬件设备的使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避免家长和学生对电脑和平板的使用冲突，

学生专属电脑和专属平板购置需求旺盛。随着教育硬件设备的推广以及更多教育环节逐步实现线上化，教、学、测、评、

练各个环节的交付场景都发生了变化，传统学习工具为适应用户学习场景的变化，需要不断迭代功能与提升性能，学习工

具更新换代速度加快。

来源：CNNIC数据，《2021中国教育智能硬件趋势洞察报告》课题组绘制。 来源：《2021中国教育智能硬件趋势洞察报告》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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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3/3）
技术：软硬一体特性凸显，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成重要参与方

供应链相对成熟：我国已成为电子元器件第一大生产国，形成了世界上产销规模最大、门类较为齐全、产业链基本完整的电子元
器件工业体系，企业数量有数万家，基本上可以覆盖现有的市场需求。

5G建设稳步推进：到2020年底，据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已累计开通5G基站71.8万个，三大运营商共有5G套餐用户数3.22亿，

同时，2021年三大运营商5G开支预算总计达1847亿元，势头强劲。

底层技术环境

产业链支撑

边缘计算优势凸显：5G推动下边缘计算场景更加丰富，人机交互响应更快，体验逐渐优化。如边缘计算的优势可以满足在线互

动课堂的多样需求，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人机交互体验

随着国家政策对个性化与泛在化教育的要求逐步明确，对教育软硬件协同能力，教育生态建设要求也进一步提高。从底层

技术环境来看，随着5G、 Wi-Fi 6等技术快速发展，数据传输带宽和速度将进一步大幅提升，由此保障教育等上层应用的

流畅；从产业链支撑来看，我国已成为电子元器件第一大生产国，基本可以满足各种教育硬件的市场需求；从人机交互体

验来看，5G推动下边缘计算场景更加丰富，人机交互响应更快，能够为教育提供更好的体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软、

硬件产品融合发展之势不可阻挡，教育智能硬件打通多重场景、广泛连结生态的能力显著增强，具有强技术能力储备的系

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将成为重要参与方。

中国教育智能硬件的技术驱动因素

来源：工信部信息，《2021中国教育智能硬件趋势洞察报告》课题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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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
预计3年后近千亿，新兴品类引领教育智能硬件未来增长
围绕教育需求的学习平板与围绕安全需求的儿童智能手表，是当前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赛道竞争格局清晰，随着互联网

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入局学生平板赛道，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提升。点读笔是教育智能笔的主要组成部分，数字化

内容迭代驱动智能化产品迭代，增长相对稳定；扫描笔近三年的发展迅速，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赋予了扫描笔更高的行业

天花板，未来市场规模有望超过点读笔。在教育需求驱动下，智能作业灯与带屏智能音箱等智能家居产品向教育场景不断

衍生，交互应用更加丰富，近年来增长表现突出；围绕课桌场景的新型教育PC赢得了部分消费群体的认可，赛道增长潜力

巨大。
2018-2024年中国教育智能硬件的市场规模

注释：传统品类的发展时间长，迭代版本多的品类，主要包括学生平板、点读笔、早教机和教育电子纸；新兴品类的发展时间短，创新程度高的品类，主要包括教育PC、扫描笔、书
写笔、智能作业灯、带屏智能音箱、错题打印机。
来源：艾瑞数据， 《2021中国教育智能硬件趋势洞察报告》课题组分析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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