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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互联网+”概念被提出后，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使用在线教学资源的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

加上全球疫情防控要求等情况，使得在线教学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教育产业进一步向智能化、个性化深

度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信息，以湖南在线教育产业满意度调查为基础，建立湖南在线

教育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层级分析法得出湖南在线教育发展中影响指标的权重，通过SPSS软件分析各指标

得分及综合得分的均值，对函数F总评分值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基于湖南在线教育产业发展现状及不足提

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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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概念的是2012年移动互联网博览会提出

的，通过将互联网技术+传统行业，推动行业发展的新业

态、实现传统行业优化升级转型。在当前融媒体时代背景

下，要求互联网技术与所有行业之间进行深度融合，创造

出各行各业全新的发展面貌。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1]显示，截至2018年底，在所有使用互联网的

用户中有超过8.17亿人是通过手机移动终端上网，占网民

的98.6%；其中注册在线教育平台的用户达2.01亿人，较2

017年增长29.7%，其中96.5%的用户是用手机移动端进行

在线学习（达1.94亿人），较2017年增长63.3%。面对教育

市场这一颠覆性变革，不仅是各大学校，所有传统培训机

构和在线教育机构都在对其教育模式进行重新调整，希望

通过媒体融合进行产业升级，迅速占领在线教育产业市

场。艾媒咨询（iMedia Research）统计数据显示，在线教

育市场规模逐年持续增长，2021年达到4538亿元。由于手

机移动端设备的普及和5G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在线教育

市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应用场景，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1  研究设计 

通过研究湖南在线教育的预调查结果，运用SPSS 23.0

软件统计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的归纳总结，综合运用多元

回归和层级分析法展开深入研究，得出影响湖南在线教育

综合评价的20个指标，经过多组对比分析，最终选取其中1

8个评价指标，按指标相关性，建立湖南在线教育评价指标

综合体系。 
1.1  信息化教学水平 

教师信息素养情况、在线课程开设情况、学科覆盖程

度、学生使用意愿情况、家长支持情况、学校教育技术研

究课题数量、教师开发数字成果情况。 
1.2  在线资源与应用 

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公开示范课情况、个性化学习资

源建设、远程教育信息接收系统应用情况、学生网络互动

学习平台应用情况。 
1.3  基础设施 

学校配套设施、多媒体网络教学、互联网接入与应用。 
1.4  机制保障 

学校机构队伍、学校相关政策与规定、信息化培训情

况。 

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进行，根据“满意”程度分

为5级：5分为“非常满意”，1分为“不满意”，4、3、2

为过度性描述，即为“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此

次回收调查问卷908份。 

2  实证分析 

层级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是运

筹学家T.L.Saaty于1970年代提出的多目标或方案的决策

技术。主要根据影响问题的各项因素两两比较，把专家意

见和分析者的客观判断直接有效结合，将这些因素划分为

不同的层次，再将处于同一层次上的元素两两比较的，判

定其重要性进行定量描述，用相应的权值体现各元素的相

对重要性次序关系。本文通过专家反复的研究与分析，将

湖南在线教育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为4个一级指标，分别

是信息化教学水平、在线资源与应用、基础设施及机制保

障，以及18个二级指标。通过层级分析法模型构建和指标

影响权重分析，得出各级指标影响权重值，并对各级指标

权重值进行排名，得出影响湖南在线教育产业发展相对重

要的指标。专家根据确定的指标体系及各个层级指标，对

各项层级指标重要程度进行分层，而后采用1～9 stalay标

度法得到对比矩阵。 
4 个一级指标分别用( , , , )a b c dC C C C 表示；教师信息素

养情况、在线课程开设情况、学科覆盖程度、学生使用意

愿情况、家长支持情况、学校教育技术研究课题数量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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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开发数字成果情况，分别用 1 2 3 4 5 6 7( , , , , , , )a a a a a a aC C C C C C C
表示；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公开示范课情况、个性化学习

资源建设、远程教育信息接收系统应用情况和学生网络互

动学习平台应用情况，分别用 1 2 3 4 5( , , , , )b b b b bC C C C C 表

示；学校配套设施、多媒体网络教学和互联网接入与应用，

分别用 1 2 3( , , )c c cC C C 表示；学校机构队伍、学校相关政策

与规定和信息化培训情况，分别用 1 2 3( , , )d d dC C C 表示，各

级指标对比矩阵如图 1 所示。 

 
 

（a）一级指标比较矩阵 （b）“信息化教学水平”比较矩阵 

 
  

（c）“在线资源与应用”比较矩阵 （d）“基础设施”比较矩阵 （e）“机制保障”比较矩阵 

图 1  各级指标比较矩阵 

以一级指标的比较矩阵为例，计算所有指标的权重，

可得一级指标比较矩阵如下： 
1 9 / 7 9 / 3 .5 9 / 2 .5

7 / 9 1 7 / 3 .5 7 / 2 .5
3 .5 / 9 3 .5 / 7 1 7 / 5
2 .5 / 9 2 .5 / 7 5 /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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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分析，按行相加得出对应权值矩阵 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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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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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可得： 

0.0001CI  。 
对照通过 matlab 仿真生成的随即一致性指标既表 1

所示，计算得 0.001 0.1CICR
RI

   ，满足一致性检验。验

证可知，其他 18 个指标均满足一致性检验。 

表 1  随机一致性指标表 

N 3 4 5 6 7 8 9 10 
RI 0.5179 0.8627 1.0936 1.2528 1.3391 1.3925 1.4376 1.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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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二级指标的权值，可以得知指标的相对重要

性。即用一级指标权重和二级指标权重的累乘获得。 

综上，以18个指标为自变量建立综合评价函数F，以

层级分析法所得系数为指标权重系数建立湖南在线教育

综合评价模型如下所示： 

1 1 2 2 18 18F k k ... kV V V     

将回收的908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录入SPSS软件，通

过分析得出各指标得分及综合评价F函数的最终值，计算

出相应指标均值和每个调查样本的总评值。从结果可知目

前湖南在线教育产业发展现状的18个指标满意度评价，其

中满意度最高的是指标15即互联网接入与应用为4.518，

说明目前湖南中小学的互联网接入与应用建设基本实现。

结果为4以上的还有2个指标，分别是学校配套设施和多媒

体网络教学，说明全省在基础设施方面完成较好。但指标

值在2.5以下的3个指标分别是家长支持情况、学校教育技

术研究课题数量以及信息化培训情况。说明目前家长支持

力度普遍不高，学校教育技术研究课题数量少以及学校相

关信息化培训不多。通过指标得分得知6个权重值较高的

指标既教师信息素养情况、在线课程开设情况、学科覆盖

程度、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公开示范课情况的满意度情况

一般，说明这几项重点指标建设亟需加强，且对湖南在线

教育产业发展能有较大提升。对F函数总体评价的数据进

行SPSS描述性李克特量化统计分析，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下表2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 

统计值 个案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方差 标准差 平均值 峰度 峰度标准差 偏度 偏度标准差 
F 函数值 908 4.2511 1.9206 .141 .3758 3.3.044 .081 .162 -.419 .081 

 
通过统计可以得出，满意度最低值为1.9206，最高值

为4.2512，由平均值3.3045可知湖南在线教育产业现状总

体满意度仅超出及格水平，基本达到合格，但各项指标数

整体不高，亟待加强建设。 

3  结论及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目前湖南在线教育产业发展仍存在几个

主要问题：首先，教师信息素养整体水平一般，学校对

信息化相关的培训机会较少，教师没有机会提升自我信

息化素养，导致学校相关技术课题研究能力弱，整体水

平不高。其次，学校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力度不够，在线

课程开设主要是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学科，并没有覆

盖所有学科，公开示范课程更新较慢，数量较少。最后，

线上学习的自觉性不够，缺乏在线教学资源使用引导，

从在线教育平台的注册用户率很高，但坚持学习的只有

近1/4，说明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对线上学习的效果和重

视不够。 

针对以上现状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提升策略。学校应

重点加强网络课程资源建设，确保学科全覆盖，每门课程

都有名师公开示范课供学生和教师学习参考。另外，增强

在线课程应用的便捷性、趣味性、互动性、可持续性，让

学生和家长能真正参与使用。此外，学校应建立相应的激

励机制，师资力量是学校教学质量的核心。如果能建立一

套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积极申报相关课题，对有突出成果

的教师予以奖励，不仅能提高教师的工作热情，学校办学

水平也会得到大幅提高。 

湖南在线教育产业通过协调配合线下教育向线上教

学资源共享，未来能带动基础教育更趋智能化、专业化，

通过将线上教育的信息化、智能化，线下教育的人性化和

及时性有机融合，更好地提高优秀教育资源的推广，弥补

资源缺乏地区教学水平，达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解决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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