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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的营销策略

马洪亮  韩梓实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00

摘要：疫情的突来，让线上教育的普及得以加速。学校里面的课程从原来的传统课堂发生了改变，经过老师们的精

心准备和打磨，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在线教育课堂，在线教育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全民式的大众化。而在线教育在一

线城市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小城市，普遍为优质教育家庭的远程教育方案。后疫情时代，主做在线教育的培训机构如

何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发挥营销效率，这离不开在线教育的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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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认识在线教育的基本模式开始，便可挖掘

出在线教育相对于线下教育等教育辅助形式的优势。而

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在线教育的营销

策略，稳定的营销利润会为在线教育的市场带来一片曙

光，使在线教育得到健康的利好发展。

一、在线教育的基本形式
直播课堂——大众广媒。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

展，各大直播平台用户持续飙升。直播一词热度深入人

心，教育行业利用好直播这一路径，开发教育直播软件，

教育直播端口小程序等形式为教育行业营销带来新的商

业模式。直播课堂是一种以媒介为平台，实现教学内容

实时传输的形式。这种教学方案对于受众而言有很多好

处，想提升自己，又不想走很远的路，通过使用直播式

的教育形式，增长知识，学习文化，实现了随时随地学

习的课堂教学新体验。

录播慕课——教育资源。录播慕课是对教育资源补

充的最基本形式之一。很多学校在线下课堂结束之后为

学生补充一些线上教育的录播慕课资源。将品类多样的

视频资源与课程经过精加工的方式制作为方便使用的教

育资源素材库。学生们可以随时找到自己需要的学习内

容。这种方式对于自制力强的学习者而言，是比较合适

的。同时录播慕课节省了课程资源的时间成本，一次慕

课，在很长时间内都可以运用也可以灵活的进行板块的

更新。

碎片学习——灵活课堂。碎片学习是可以通过线上

进行的，如一些在线教育的刷题题库。通过碎片化的形

式实现了学习的移动化。利用移动电话，再加上一些简

单实用的在线教育商品，很好的为学习者带来知识的普

及与传播，也做好了学习服务，更容易被学习者所接受。

手机上的软件为载体，学习者可以通过一些在线教育模

式实现更为贴身便捷的微教育。随着人们现代生活方式

的改变，在线教育更符合生活和学习特点，通过这种线

上的学习，很多人获得了知识和能力的提升，为知识学

习带来的新的体验。

二、在线教育的优势
（一）时效性

在线教育没有时间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任何时间和

地点都可以进行学习。学习的时间和地点可以灵活的掌

握。在线教育可以实现无需等待和下载，快速高效获得

想要学习的知识内容。在服务器云端已经可以实现实时

的交互和更新，利于学习者快速和及时的进行学习，没

有任何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同时在线教育实现快放慢

放等功能，更有利于学习者更好地把握学习的时间，将

时间可以更加合理和充分的利用，提高学习的基础效率，

为学习者带来时间管理和学习规划等方面的方便。

（二）个体性

在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更为个性化的学

习体验。对于学习慢的学习者而言，可以通过反复的重

复学习与观看，对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和巩固，从

而提高学习的整体效果。在实际的学习中，对于一些存

在难点的知识可以通过个性化的反复学习，加强对知识

的掌握和理解。不光是在学习过程中，在学习之后也可

以通过反复的方式进行知识的学习，从而达到温故而知

新的效果，这样可以减少在传统课堂中知识容易遗忘的

事件的发生。除了对知识的学习个体性之外，在学习者

个人的需求、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多方面进行考量，

从而优化学习过程中的针对性。很多线上教育通过开展

一对一的线上教育，把学习者的学习针对性放在最首要

的地位，对知识进行针对化的教学与分解，更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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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线教育的个体性。

（三）合作性

在线教育通过丰富的交互式和协作式的智能学习方

案，可以实现学习者与其他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在

线教育的合作性主要通过问题讨论的形式进行呈现，通

过很多学习者分享自己见解和体会，学习者们通过集思

广益更好的时间问题的解决。通过学习者之间知识的碰

撞，也更有利于个人知识体系的丰满与更新。不仅如此，

对于一些课时费用比较高的名师而言，在线课程的费用

也是相对于更低一些，相当于线下教学费用的 3 成左右，

但是学习效果方面差别并不是特别大。线上教育的学习

者通过一种合作形式减少了学习成本。通过线上教育不

仅节省了路程费用，对于一些教学资源和设施的费用也

是在节省，更少的成本让学习者学习到最想拥有的知识。

三、在线教育的营销策略
（一）爆款研发，精品巨惠

在线教育的课程一定要建立在有爆款课程的基础之

上，所谓的爆款课程就是受众广、普适度高的课程，这

种课程会让对应的学习者在短时间内快速心动，产生一

定的购买欲望，从而给在线教育机构带来一定的经济价

值。对于爆款课程的研发有很多方面需要格外的注意，

如课程的核心宗旨是否符合学习者的需求，课程的内容

是否贴近学习者真正想提升的领域，最后是在线教育课

程结束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和一定的价值职能。

在线教育必不可少的还有精品的巨惠课程，这样的

课程给学习者的感觉是物超所值。通过一定的经济支出

带来一系列的经济产能。如何制定精品课程的巨惠方案

是值得关注的，在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科背景下，适当通

过一系列的市场调研活动，洞悉学习之的购买欲望的市

场热门卖点，从卖点打造对应的精品课程。通过市场分

析，判断学习者的经济能力和实际的消费水平，让成本

满足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优惠，从某种意义上达到看

似“薄利多销”的市场效果，从而带来一定的经济产能，

保证线上教育课程产品的持续生存和发展。

（二）小众成团，团购立减

在消费者心理学的研究中，我们得知很多消费者有

一定的盲目从众心理，对于知识的学习者也是如此，他

们扮演着双重的身份，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学习者。

而很多学习者对于一些小众的课程或者是新教育机构的

产生普遍处于不适应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新的线上教

育难以快速发展，小众的线上教育机构社会认可度不够

好。所以要利用好一定的盲目从众心理，适当对学习者

进行充分的介绍和充分的换位思考，从而达到从小众角

度初步积累学习者的效果。

团购一词对于如今这个时代并不陌生，美团、糯米、

拉手、大众、拼多多等这些团购平台通过团购的形式进

行优惠。当然这些形式对于在线教育机构也是有值得借

鉴的地方的。很多在线教育机构已经逐步形成了团购体

系，一方面通过学习者人手来判断优惠的幅度，一方面

通过学习者参与课程的时间控制优惠幅度，甚至有的在

线教育机构进行双方面的把握。通过团购立减的形式帮

助学习者提高购买欲望，产生一系列的经济价值，从而

对小众成团有着利好的影响。

（三）分享得礼，自主推广

高科技的生活时代，人们更喜欢分享，很多人在遇

到有趣的、好玩的、优惠的事情都愿意和身边的家人朋

友们进行分享。而在线教育好的课程内容和体系也是需

要分享的，在分享的同时有一份小礼物可以领取，更是

可以打动一部分受众的内心。礼物的设置是值得深思熟

虑的，对于在线教育而言，很多机构推出了一些分享送

图书或者其他电子版本的学习资料等分享得礼活动，这

种活动是对课程的一种宣传手段，也是对学习者的一种

侧面激励。

当在线教育为学习者带来真正的满意和实惠之后，

学习者对线上教育或进行一定的自主推广。而这种自主

推广类似于线下教育的口碑传递效应。通过这样的形式

为在线教育会得到一定量的经济效益，从而衍生出二次

价值。自主推广过程中应适当为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奖励，

实现推广奖励刺激，帮助学习者内心产生推广满足感，

使得在知识学习之余感受推广在线教育的乐趣。

（四）创新卖点，贴合受众

在线教育好的营销策略离不开卖点的创新，对于一

些有实力的课程，虽然开发普通的卖点是一件非常容易

的事情，但是对于卖点的创新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在

创新卖点的时候，不仅要注重与线下课程的优势对比，

同时还要及时的关注一些同行业在线教育的卖点，实现

横向纵向多方面的一个对比。卖点创新的过程中要把握

好学习者的心理和经济情况，做到以学习者的角度出发，

周到的创新卖点，服务学习者。

在线教育在进行营销的时候一定要贴近受众，比如

说现在很多学习者平时喜欢刷一些抖音快手等新娱乐软

件，在线教育机构在其他平台进行适当的推广后就会带

来一定的客源。而整体的广告设计更要贴合受众，好的

广告设计是打开学习者内心的一扇窗户，从而帮助学习

者了解在线教育课程的同时产生浓烈的兴趣，促进在线

教育学习者的购买欲望。除了广告设计以外，在线教育

客服的语言方式，在线教育的师资等方面都会影响到在

线教育学习者对课程的选择，都是值得关注的。



教育论坛

30

ISSN:2705-0971(Print);2705-0947(Online)

2 卷 1 期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J. 贝克著 . 市场营销百科 [M]. 辽宁教育出版

社 ,1998.

[2] 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J]. 西部教育导刊 ,2019( 第 10 期 ).

[3] 刘东梅 . 在线教育二十年 : 从“教育十互联网”到“互

联网十教育”[J]. 互联网经济 2015,37(7):9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