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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教育弊端与转型 OMO 教育模式的探索 

李博煜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省济南市  250000） 

摘要：基于国内外大环境对教育行业的影响，形成了线上教育大放异彩、线下教育倍受打击的巨大反差。纯线上及纯线下的教
育模式逐渐引起人们思考，OMO（即 Online-Merge-Offline）的成为教育的新场景。本文重在研究传统教育弊端与教企转型 OMO
教育模式的方法，力求创造出符合学生成长需求的新型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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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工厂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发表的一片专栏文

章中提出了，中国将最先迎来 OMO 的时代，早期的 OMO 商业

模式是一种行业平台型商业模式，后来逐步渗透于其他行业。

教育模式中的 OMO 就是指线上教育及线下教育的深度融合，是

符合教育机构长期发展的战略，是一片有待开发的蓝海区域。

但这一方式的确解决了教育 O2O 发展受阻时所遇到的诸多问题

----例如缺乏教育过程和教育数据导致的教师和学生缺少平台

粘性。在当前环境下，拥有 OMO 模式的教育机构瞬间实现了线

上线下的自如切换，因为原本的线上学习就是教学的一部分。

实际上，爱学习教育、京翰教育、精锐教育、新东方、学而思、

智课、USKid 中美双师学堂等教培机构早已率先入局。【1】并且

在现代教培机构的业内人士中，已经树立起这样的一种共识，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 OMO 模式将会是新一轮的风口，传统教培

机构的转型升级也一定会走 OMO 模式。 

一、现存的传统教育模式的发展现状和 O2O 教育模式的弊
端 

（一）受外界环境影响，在线教育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代

表性的里钉钉个人用户已经超过 2 亿，虽不可否认，技术应用

仍是当下下最优的解决办法，但也处处令人堪忧。中考、高考

迫在眉睫，本应进入百日冲总复习的学生被迫转移到了线上。

在教师方面，有些教师缺少网络授课的经验，隔着屏幕无法与

学生进行有效互动，每天教师不但要花大量时间备课，学习各

种 app 还要统计大量的学生健康状况，导致身心疲惫，教学质

量下降，进而影响学校的升学率；学生方面，不够自律成为主

要问题，随着父母陆续开工，家中空无一人，老师隔着屏幕更

是难以实时保证学生的听课质量，其次阶段性的测试也会受到

阻碍，学生无法高效的复习。有些学生家长担忧，长期面对屏

幕最学生健康不利，而对一些贫困家庭而言，家中可能既没有

电脑也没 WiFi，用手机流量看显得极不现实。【2】这使得纯线上

教育的转型迫在眉睫。 

（二）传统的教学课堂，因在空间上受到制约，环境相对

封闭，优质的学习资源基本都是在线下进行流通，速度和时效

上受到限制,缺少资源共享渠道。传统的学校教育关注点往往是

在当下某一学科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缺乏对学生整体素质的

测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规划。并且大多数学校都以考上学为

学生的学习目标，没有一个清晰的人生定位，学生逐渐变成了

大规模教育生产线上的一部学习机器，不再是一个可以多样化

发展的个体。 

（三）O2O 教育模式绝非是可以脱离线下质量把控而单独

存在的一种互联网模式，此模式对教企的线下能力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大多数的 O2O 的教企都希望老师和同学、家长聚集在

自己的平台上，来达到去中介的目的。教育行业更信奉的是口

碑相传，并不会因为线上数据的迅速增长就对某个平台产生好

感，而教企线下能力又是靠用户线上的粘性所决定的。事实上，

大多数 O2O 的教企并不能把控线下服务的质量，它们只是在中

间起到协调作用，所以如何把控线下质量就成了众多 O2O 教企

难以突破的难关，也是其弊端所在。 

二、OMO 教育模式的构建 
要构建 OMO 的教育模式，需要“学生--老师--平台”三

方面共同努力，三管齐下才能创造出最优的结果，避免重蹈 O2O

的覆辙。 

学生处在 OMO 的模式中应把握好机会，更加自律，规划好

选择好自己的人生道路。OMO 模式的实行必定会极大的拓宽一

个学生的受众面和视野，学生将会有更多时间走出课堂，学习

一些综合性技能，提升总体素质，这对于传统的封闭式课堂教

育将是一个极大的改善，对学生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教师方面要积极响应这一模式。教师应充分调动和合理利

用在线学习资源和多媒体技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环节的

价值。然而，在必要板书时，还需要以自身为主，言传身教；

在教学过程中，要对学生们有亲和力，注重与学生们一 起互动，

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考虑好如何有效的监督学生的学习情

况。【3】 

构建基于 OMO 的教育模式，平台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平台

既指线上平台也包含线下的教企平台。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

应该推陈出新，制定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管理方针和政策，都

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切记东施效颦。学校按照自身的教学计

划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对待教师要充分鼓励，调动教师的积

极性；对于在线教育机构而言，想要在 OMO 中获得高速发展，

就需要资源的下沉，教学资源的下沉过程就是学生依照学习需

求而锁定获取优质资源的过程。下移三线之下的市场，做更重

的服务，教育资源本地化等。 

综上，OMO 教育模式响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以其线上教育

模式和线下教育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克服了前两者所处的弊端。

但是在构建 OMO 教育模式中，需要实事求是，根据自身发展制

定计划，为以后 OMO 教育模式顺利开展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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