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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在以“碰撞·演变”为主题的 GET2018 教育科技大会上，好

未来创始人兼 CEO 张邦鑫为观众带来了题为《用爱和科技推动教育进步》的演

讲。在演讲中，张邦鑫首先拆解了教育行业的三组概念和内在的商业模式逻

辑，随后，张邦鑫也表示教育的本质绝对不是科技，应当是“帮助一个学生多

大程度的开拓了他的视野、解决了他的自信、他对学习的信心、他从学习中得

到的成就感”。以下为演讲精选实录： 

  

三组概念 

  

首先，当我们在谈教育的时候，经常有几组概念我们是把它放在一起的，

我想把这几组概念放在一起讨论一下： 

教育和学习。教育，我们通常指的是一种社会对人的约束性的要求，比如

K12 有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说想被教育得接受教育，不想被教育也得接受教



育，它是一个义务，它是社会对某个个体自上而下的要求。而学习是站在个人

的角度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下而上的想学习的需求，所以这不是义务，学

习不是义务，但教育它有义务。 

培训和补习。当我们在 K12 的时候，很多时候培训机构也谈教育，其实教

育和培训又不是一个概念。培训通常指的是偏短期的一种学习，它不是一个体

系的、长期的；补习跟培训又不完全一样，是针对某些知识点不明白的地方进

行的。 

知识付费、付费服务和免费内容。互联网在线教育起来的时候又有一些新

概念，很多教育机构在做，比如工具类的 APP，很多免费的内容、免费的工

具，过去这几年出现了知识付费，还有我们所谓直播、大班、小班、一对一的

直播，这样的付费服务，其实当伙伴们在讨论任何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说我

们在做教育，其实这里面的品类是非常丰富的，大家谈的可能不是同一件事 

。 

东亚国家课外辅导旺盛的思考 

  

有时候我思考一个问题，包括有时候我们去美国参加 GSV，跟别的国家的

人讨论，他们经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它

的课外辅导这么旺盛？”我自己尝试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东南亚这些国家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大，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再加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在西方某种程度来说读书这件事情

能够改变命运几乎是个秘密，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看到

在欧洲、在美国，其实很多人读书学的好不好并不是 重要的，他到路边举

牌，一个人的理想是可以去扫马路，在中国爸妈听说孩子理想是扫马路，可能

会觉得很沮丧。 

再看一个例子，今天的快递员，因为电商、外卖的出现，快递员和送外卖

的快递员他们的月薪水已经是大几千甚至八千一万，但是很多坐办公室的白领

毕业之后进到办公室三五千的比比皆是。从社会的认知来说，多数人如果能找

到一个低两三千块钱的体面的工作，他不愿意去做快递员，这跟我们的传统文

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第二个影响是人口的高密度，亚洲东亚这些国家都是高密度的，人口密度

带来典型的压力， 典型的是今天的成年人，大家背个单词打个卡、阅读打个

卡、运动打个卡，这种事情对我们身边人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有句话叫“你的闺蜜在减肥，隔壁老王在练腰”就是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在美



国和加拿大，尤其到中西部地区看，真的是“千里无人烟”人口密度很低，没

有这种竞争性、压迫感。 

第三个是经济增速带来的，经济增速带来的是人类命运的改变，这一代人

命运的改变，就是一种高强度竞争，成年人的高强度竞争，在成年人世界里的

高强度竞争会把这种压迫感带到家里传递给下一代。所以你会发现欧洲经济相

对来说增速要缓一点，美国要高一点，亚洲要再快一点，中国要再快一点，我

们要画一个曲线的话会发现，经济增速和成年人世界的竞争压力以及和中小学

的竞争压力几乎是线性相关的。印度中小学的学科竞争压力也一样，前不久有

一部电影就是说这个事。 

  

三种成本决定的三种商业模式 

  

当我们在研究客户当前主要行业里的商业模式的时候，我们看客户使用的

教育产品，先不说我们给它什么，先要看客户做这件事情需要付出什么？ 

客户有三个成本：1、经济成本；做一个事情，学习是要花钱的，当然我们

也有免费产品是没有经济成本的。2、时间成本；所有的产品要花一个更大的

成本，比经济成本更大的是时间成本，报个线下辅导班两三千块钱，一学期还

要花四五十小时上课，三十小时在路上，如果还要作业、还要复习的话花的时

间成本是非常大的，所以第 2 个成本比第 1 个成本要大的多。3、机会成本，

是远远大于第一、第二个成本的，要考上好学校或者要成才或者成人，这种是

不可逆的，通常只有一次机会。所以第三个成本是远远大于第一个成本加上第

二个成本的。 

 



当我们研究完这三个成本之后我们就知道，它决定了三个东西，机会成本

决定了刚需产品，我们有些学科类的辅导，这是今天很多公司在做的，包括提

升孩子学习成绩的、培养习惯的、也包括升学的。这样偏刚需的产品，这样的

客户和用户在意的根本不是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这也是今天为什么一对一比

较火的原因。 

时间成本对应的是有用的内容，今天很多内容的付费，不管是分级阅读也

好、轻内容、轻课也好还是很多内容付费、知识付费，像得到、喜马拉雅大量

的都是有用的内容。这样的问题对应的只要你的东西有用，对于客户来说经济

成本不是问题，但是他很在意时间成本。 

还有一类是有趣的内容，如果是有趣的内容客户是考虑经济成本的，如果

你让我高兴一下，其实经济也是成本， 好是免费的。对应这三种内容和产

品，它相应的商业模式也不一样，有趣的内容对应的是广告收入，靠海量的用

户卖广告，而有用的内容对应的商业模式是内容付费，而刚需的产品对应的是

服务收费，这三种产品它就决定了其实是客户的三个成本， 终决定了我们这

个行业目前为止 主要的三种收费模式。分别是广告收费、内容付费和服务收

费。 

这三种产品的基因其实是不一样的，当很多创业者进到这个领域里的时

候，包括很多传统的培训机构，传统做教育的人在面临互联网这一轮冲击的时

候，大家说科技和互联网对教育行业产生冲击的时候，它的不淡定也是因为把

这几个东西混在一起了，有的时候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静下心

来想清楚客户的本质需求、想清楚客户的成本，你知道你的优势是独特的，其

实你是有核心竞争力的，你是完全可以做好的，因为纯互联网的模式和纯服务

的模式还不完全一样。 

  

未来的四个趋势 

  

要看未来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 



 
所有数字化的产品它的价格从长期来说应该趋向于零，这在互联网里面是

个通行的法则，内容可以付费是因为它基于有效的时间和有限的人群，是可以

付费的，但是在很多领域里面会有人把它变成广告付费。 

第二从长期来说，原子化的产品价格也趋向于零，什么意思呢？未来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所有的标准化产品，非 3D 打印的设计类的产品，它的价格也

会降到非常低的价格。今天之所以硬件值钱是因为它凝聚了复杂的人类劳动，

当机器人越来越多的替代产业工人的时候，原材料的价格也越来越贵。理论上

今天的硬件，我们用的杯子、椅子、手机这些东西价格理论上都会趋向于零，

这只是时间问题。它今天之前是人类劳动，因为人类劳动消耗了人的寿命，人

的寿命是有限的，所以它值钱。 

第三个，有一个东西将来它的价格会越来越贵，就是服务。因为服务它的

本质是消耗的人的时间，人的时间是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去上课的时

候、到餐馆的时候，有人给我们端盘子做服务的时候，理论上他就是在消耗他

的生命，为了让你的生命更美好一点，所以这是值钱的。而且因为他是稀缺资

源，他一定会越来越贵，所有的稀缺资源都会越来越贵，即使人类的寿命在增

长，仍然会越来越贵。 

第四，所有的心智价格会越来越贵，所有的创意创造性的产品，因为它消

耗的不只是生命，消耗的是人的灵魂，心智资源一定会越来越贵。 

这四句话解释了刚刚说的三种付费模式，刚刚说了有广告付费、内容付费、服

务付费，其实还有一个未来的教育应该还有创造、创意付费，那么在今天我们

的市场上看到这样的产品是比较少的，未来一定会有而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教育的本质不是科技 

  

所以我个人看法，在科技和教育的互动中，经常有人说科技是本质，互联

网是本质，教育是本质。我认为在这里面作为一个教育从业者应该坚守教育的

初心才不会迷失方向。科技互联网不是洪水猛兽，它们是帮助教育，帮助我们

的教育教学活动能够完善自我，只是不同的时期，过去五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未来也一定不断的是这样，跟教育结合，为教育赋能，而教育的本质不是科

技。 

 

我给大家讲一个当年做家教的故事，为什么会有好未来， 早因为我当时

读研究生的时候做家教，当时小学 6 年级的学生，我教他的小学数学，这个孩

子学的不错，自己本身资质也不错，教了一段时间，数学连续考了三次一百

分，他爸爸介绍了 20 个学生，变成了两个班，这样子才有了学而思，有了好

未来。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我一直教他数学，因为我本身是教数学的老师。 

前不久，他到我们公司找我，现在已经毕业了， 近他找我因为他想考清

华的 MBA，想让我写推荐信，当然他考上了，因此被清华面试录取了。我跟他

聊天很多细节都忘了，但是交流过程当中让我比较震撼的是，他说“张老师我

特别感谢你”。 

因为我比较得意的是讲数学，他说“我印象深刻的是你当时给我讲语文，

成语故事讲的太精彩了，跟我玩成语接龙的游戏。”我觉得很尴尬。他说因为



你讲课天马行空开拓了我的想象力，而我们公司有个价值观叫“务实”。当时

我稍微有点尴尬，我问他“第二深刻的呢？”他说“第二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写

作文，写一个科幻篇，你就问我那个细节，这个到了哪个星球，那个外星人长

什么样？” 

我就完全懵了，因为所有这些细节我都忘了，但是我教这个学生是 16 年

前，这个孩子记得清清楚楚，我很不甘心，我说“还有吗？”他说：“数学教

的也还不错，你挺有耐心的。” 

我说：“还有吗？”“没有了。” 

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内心震撼，我就意识到，其实我们老师跟学生的交流

和沟通根本不是你教给他多少知识，根本不是你用什么手段、方法、高科技、

大数据解决了多少问题。 

更多的是你传递了多少热情，传递了多少能量和爱，你有多在意他，你帮

助他多大程度的开拓了他的视野、解决了他的自信、他对学习的信心、他从学

习中得到的成就感。 

我们把好未来的使命定义为“用科技推动教育进步”。我作为一个理科生

一直以“用科技推动教育进步”作为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好未来有将近五千和

内容和技术研发，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应该是投入比较多的。 

但是当我跟学生交流的时候，那一刻让我震撼的是，即使这么大的投入，

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可能，即使从根本上很难改变教育的本质，这种

人和人之间情感的交流、爱的传递、灵魂和灵魂的交流恐怕不是信息技术、科

技、数据、AI 这些东西能够改变的。 

  

用双师模式助力线下传统培训 

  

刚刚我讲的是偏科技互联网领域，我再讲讲线下传统的培训机构，我们看

到一个趋势：由于培训机构这些年线上线下迅猛的发展，这个产业正在逐步的

走向健康和成熟，我们看到有一种公司逐步的出现，就是横向平台，它会给所

有机构提供某一个或多个领域的水和电。 

比如说信息系统，比如说基于双师的直播课，我们说叫横向的平台连接机

构；好未来也在做这样的事情，目前已经签了几百家培训机构，就是把双师的

主讲老师输出。因为很多地方我们不会去，即使有些地方去了也愿意开放出

来，我们做不了所有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这件事情给地方机构

带来的是什么？纵向的平台，一个区域做的好的机构纵向平台可以连接产品。 



比如一个机构原来是没有外教这个学科的，直接接进来就可以扩科了；一

个英语机构接数学一个学科就变成两个学科，自己配辅导老师就行，一个小学

机构语数外都可以做，没有中学、高中的都可以接我们双师的产品，可以把初

中部、高中部建起来，可以接编程产品，可以变的开全学科，但是教学质量非

常优秀。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这个产业正在从小作坊变的未来所有机构都变的

拥有高品质的方向。 

 

用一个具体的图来看，这是一个“纵向产业链”一个企业里面很多环节，

从品牌、营销、销售、教研、技术、教学、服务、售后大家都的自己做，但是

由于这个行业的变化就开始出现产业分工纵横交错，会有一批企业做横向的开

放平台，把它的教研、教学、技术开放给全国的中小培训机构。这样的公司将

来会非常多，他们的特点定位就是技术和内容公司给行业做输出，当然好未来

也在做这样的开放平台的业务。以前很多机构跟我们是一种竞争关系，以后变

成合作关系了。 

这里的前提是技术的进步。以好未来的双师产品为例，我们的双师是 2013

年 先开始做这件事情的。2013 年做的时候不是线下的双师是线上的双师，

当时内部做这个产品叫海边，做了两三年跑到两万学员，给我们另一个事业部

学而思网校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因为我们内部也是开放竞争的，后来学而思网校改成双师模式后自己成长

比较快，到上个季度的时候，上个季报出来，学而思网校付费人次第一次超过



了学而思培优。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在时间表上， 早的双师小班第一学期的教

学质量续报率 60%、90%。第二学期是 90%多、80%多，到第三学期基本上

双师教学的续报率各种指标、客户满意度指标已经超过了非双师的，所以我们

后续新开的城市基本上全部是双师模式做了。 

 

各个机构可能不一样，我们认为超越期在 2018-2020 年之间，对于好未来

来说这个时间点出现在 2018 年。我们认为未来双师这种模式它的教学品质服

务，小班是相对稳定的，双师相对来说它的产品需要打磨、数据需要迭代、进

化速度更快，它的教学和反馈是会超过小班的，我们当前已经跑出了这样的数

据。 

大概的形态就是一个老师主讲老师给学生上课，辅导老师维护课堂的纪

律，盖小印章做一些服务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总结一句话“互联网重构学

习，人工智能融合教育”。 

双师本质上是把学和习拆开，我们今天的教育跟中医一样是没有分工的，

双师其实就是把学变成课堂上由主讲老师带领，习由辅导老师完成，课前预

习、课后答疑都由辅导老师完成。将来越来越细，学就是主讲老师来，习也会

分的很细，有判作业的、答疑的、培养兴趣的老师等等，两边老师都会不断的

分工，就会像进到一个医院要分科分诊一样的，这是行业的进步，有史以来第

一次这个行业进入到由一个老师变成多个老师，真正能够精准的个性化的开始

专科。 

所以将来一个老师进师范，我理解他应该是修一个专业，像今天的医生，

是骨科还是皮肤科医生，是培养兴趣的老师，鼓励信心的老师，答疑的老师，



还是判作业的，判作业 AI 已经解决了，所以应该是这样分的。今天应该说还没

有到这个时候，未来会到的。 

人工智能会融合教育，教这件事情会以 AI 为主体，人作为辅助，育人这件

事情是以人为主体，AI 为辅助。 

我们大概在一年前开始研发这样一套双师课程，今年寒假跟几百个机构会

上，我们自己已经上过很多期这样的短期班了。在这个课里，上课需要提前把

每个人的座位和人脸识别好，谁是谁先对上，这个课程本质上是个录播课，提

前要把各种可能性准备好。即使这样还是有不足，还有些可能性没有，所以还

需要辅导老师，当某个学生举手的时候很容易通过上面的摄象头知道是谁，比

如点“杨博士”回答，如果举手了回答，如果持续不举手会说为什么不举手，

录很多可能。 

目前能做到平均一两分钟一次互动，做一节课的周期投入是比较大，周期

是比较长的，当然它的好处也很多，学生无感知这是一个录播课。这种课程我

们叫 AI 实时互动课堂，我们测了无数次，学生是感受不到这是直播还是录播

的。这样的课现在使用 好的场景就是用来支教，因为在很多边远山区真的没

有好老师，在大城市大家觉得跟双师没区别，或者司空见惯，它的好处很多：

1、首先不需要接入网络，只要有电就可以上。2、AI 是辅助课堂，教师负责鼓

励人、育人。3、它是释放产能的，当然它真正的作用是停留在教学上，教和

育，AI 很大程度上在有些学科和领域是可以替代的，育是人类智慧，这是机器

智能和人类智慧结合的时代。 

  

科技助力公益发展 

  

我们从去年开始在河南嵩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思源学校，这个学校硬件做

的特别好，但是它的软件确实不行，它的师资力量也比较薄弱，学生基础特别

差。因为有很多学生，大概有两千多人，很多学生进去的时候，在原来的学校

一个学校一个老师，进到初一很多学生 26 个字母认不全，也有一些学生水平

已经很好了。 

我们接这个学校的时候压力很大，派了两个人常驻，用我们的智慧教育和

双师接入这个学校，它的老师和我们老师结合着，我们有两个老师跟他们同吃

同住培训他们的老师，当时结束的时候全县七个学校他们排第七，期中之后第

五，一年以后第三名，知道这个成绩之后我们老师抱头痛哭。科技改变教育的



不平等，提升优秀的教育资源真的是有可能的，并且确实能做到这一点，我们

自己也特别兴奋。 

科技我们认为不是对人的替代。在几百年前的工业革命是把人从繁重的体

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我们不需要跟马、跟汽车比速度，今天我们同样不用跟计

算机比计算能力、比围棋谁下的好，我们应该比创造力、想象力、人类的智

慧。 

所以它会把人不仅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也会把人从重复的脑力劳动中

解脱出来，人类真正第一次有时间有精力思考创造力的事情，才能真正的彰显

人类的光辉。 

因此，我们要看培训机构有四代：1、以运营为核心的培训机构；2、以内

容研发为核心的培训机构；3、以数据为核心的培训机构；4、以智能为核心的

培训机构。很多公司都在往这个方向做，但是我想不管第多少代培训机构，都

应该以关爱为核心的培训机构，这样的公司才能真正有持久生命力的公司。 

所以我想衡量优秀教育的标准，不在于线上还是线下，不在于是真人还是

智能，也不在于是公办还是民办，也不在于校内还是校外，而是在于是否真正

的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有质量的教育，是否真正的立德树人、真心关爱，是否有

教无类、一视同仁，是否因材施、取得实效，是否坚持了教育的初心。 

 



 

 

好未来成立以来一直讲“教不好学生等于偷钱和抢钱”，这句话一直勉励

我们做学而思到今天的好未来，今天我们想真正的再讲两句话——只有科技是

不够的，爱才是教育的本质。做好教育光有爱都不够，要拿出灵魂给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