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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课成启蒙AI课新赛道

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
密不可分

在研讨会现场，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

事长杨东平站在乡村振兴的视野来看待

乡村教育。他认为，在城镇化趋势不可逆

的格局下，没有乡村社会、乡村文化的复

兴，就不存在乡村振兴。整个家庭、社区、

乡村都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所以，乡

村教育的振兴实际上是乡村文化、乡村社

会的事业，只有在这个事业中才能破解乡

村教育的问题。“乡村小学正在慢慢减少，

这一趋势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是不可逆

的。”杨东平谈道。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60.6％，小学在校生城镇化率

86.5％，初中在校生城镇化率75.8％，分别

比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25.9％和

15.2％，这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学生在城市

上学，凸显出城乡之间教育的不均衡。

而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实践，从城市

到乡村，面向学生推行素质教育已经成为

新时期教育的主旋律。杨东平进一步指出，

面向农村学生的素质教育，要为生活而教。

“重点加强对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综合素

质的培养，开展健康教育和创业教育等，以

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将课本知识和乡土

文化有机融合，开展植根乡土的教育、有根

的教育、有机的教育、绿色的教育。”

“我从乡村而来，此心归乡村。”回顾

自己的成长史，新东方创始人、新东方教

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也表示，乡村教

育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密不可分。国家、政

府和民间都可以为乡村教育和乡村振兴

去真正做些事情。从国家层面来看，确保

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让优秀老师到乡村

去工作，都能极大推动乡村教育的繁荣，

从而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而从实现教育均衡的角度来看，俞敏

洪认为，目前中国如果想要实现教育的均

衡和公平，最重要的关注点还是要放在农

村。“我希望新东方提供的教育资源能惠及

到200-300万以上的乡村孩子。”

让学校成为乡村产业链的
重要一环

乡村教育振兴离不开区域生态的营

造，也离不开每一所学校的成长。近年来，

为了给乡村孩子提供更优质、适切的教育，

许多扎根乡村教育一线的校长、老师、公益

人做出了种种努力，他们的实践成为最鲜

活的样本，有助于探索未来乡村教育的种

种可能。

作为乡村学校过程中拥有较为成功办

学经验的校长之一，北京十一学校九渡河

小学校长于海龙认为，学校应该成为乡村

产业链的发展者或者促进者。

相对于其他乡村学校，北京十一学校

九渡河小学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十一

学校在接管九渡河小学后，将原来闲置的

校园空地变成了运动场、游乐场，仓库则改

造成教学用房和活动用房。由于学生的体

育空间设施不足，学校还投入有限的资金

进行操场和篮球场的建设。

校园建设的硬件问题往往好解决，投

入资金基本都可以改善。但是像优质师资

这样的软实力如何打造呢？九渡河小学“别

出心裁”地从周边村里的农民中选拔人才，

并招聘进入校外指导教师库，此外，学校还

把山村里面随处可见的大树、滞销的山货

变成课程资源。

九渡河小学的学习空间和课程资源就

这样围绕着学生的真实生活布置开来。这

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教室、美术教

室，学生们在一个大的学习场里体验课程，

学校还专门给学生设置了森林游乐、户外

表演以及模拟街市空间，让学生体验商学

和经济学的真实场景。

在老师的带领下，九渡河小学的学生

们深入山村，对豆腐制作、木工坊、非遗灯

笼、板栗生产等山村产业进行了全面调研，

绘制了山村产业分布图，并将山村产业最

薄弱的营销等环节研发为学校的课程，通

过课程实施，推动产业完成闭环，使课程成

果成为山村生态链的重要环节，而学生则

在真实的任务驱动下完成学科知识的核心

素养的落地。

乡村儿童心理发展
受关注

甘肃省宕昌县■子坝小学校长刘义

兵在多年陪伴留守儿童的办学经验中发

现，重视并给予孩子情感陪伴，让校园变

成孩子的家，让孩子学会生活的基本技

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让孩子的

心态有明显的改善。其实，以留守儿童为

主的乡村小学数不胜数，虽然学校无法改

变学生的家庭，但可以通过教育帮助留守

儿童形成完整的人格，这是很多学校可以

借鉴的。“我们能做的是改变自己或者是

学生，如带领老师去关心留守儿童。”留守

儿童的情感是缺失的，可能缺少母爱或是

缺少父爱，将这一份缺失的爱从学校的角

度去补给孩子，能更好地促进其身心健康

发展。

此外，除了留守儿童，目前还有大量

乡村地区的孩子在上学这件事上经历了

从乡村到城市再到乡村的变化，随着父

母工作的变动，孩子也在经历着不生活

环境和方式的转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

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指出，

在城市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许多回流儿

童没有机会继续留在城市，在求学的过

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过去的研究也发

现，尤其在心理方面、人际关系方面有非

常多的问题。”

研讨会上，云南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

詹大年在“被边缘化的孩子遇到了什么问

题”的主题演讲中，讲述了丑小鸭中学学生

们的故事。据了解，丑小鸭中学将“信任、需

求、平等”作为办学三原则，在开办的十年

间帮助了2000多个“问题孩子”回归到正

常的生命状态中。“我认为乡村的教育应该

重新审视‘学校’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学校？

所谓学校的价值必须让教育自然、自由、自

主、真实发生，这才是学校的根本，”詹大年

表示，“人是不可以被教育淘汰的，我们应

从培养‘人才’走向培养‘人’。”

推进乡村教育向好发展，这是会上每

位专家的心声。而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

量、更有活力的乡村教育，更需汇集各方的

智慧和力量。俞敏洪在研讨会结束时谈道，

“每一个乡村教育践行者发挥的作用也许

有大有小，但是任何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

我们做的任何一个尝试，都可能对推动中

国乡村教育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涓涓细

流汇合在一起，不仅能成为奔腾的大江，也

能浇灌中国教育中千千万万的花朵，让他

们健康成长”。

提振新时期乡村教育质量 新东方邀请专家建言献策

3月13日-14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共同

举办了“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研讨会”。在这场主题名为“做有根的教育”

的研讨会上，教育领域专家、学者，教育行政管理者、校长、老师，公益

组织代表，关注乡村教育热心人士等百余人齐聚一堂，就乡村教育振

兴的核心议题展开多重视角的广泛探讨。

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研讨会现场

扩科战火烧至美术

3月12日，掌门教育旗下的启蒙品牌小

狸AI课正式宣布上线小狸AI美术系统课，

这也是继猿辅导旗下斑马AI课、大力教育

旗下瓜瓜龙启蒙之后的第3家扩科至美术

的机构。北京商报记者从上述3家机构App

发现，相应美术AI课的价格在699-2900元

不等。具体来看，小狸AI课的美术系统课

共100节，并赠送一年画具，价格为699元。

同时，小狸AI课还推出了9.9元的美术体验

课，体验课内容包括了4节AI互动美术课、

1节绘画课和全套画材。

斑马AI课的美术课系统课定价为

2300元/ 年，包含了144天的动画课、老师

答疑和12套画材礼盒，同时用户还可以免

费领取1节美术体验课；瓜瓜龙启蒙的美术

全年系统课相对而言价格最高，为2900元/

年，共包括144节互动课、1对1点评和相应

的配套画材。

据了解，在上线美术课之前，3家机构

均已完成在语文、英语、思维三方面的课程

研发和上线。瓜瓜龙启蒙则是在今年1月底

刚刚将三科一齐整合至App。此外，根据斑

马AI课的公众号信息显示，品牌在未来还

将开启一系列素质教育方向的课程，包括

写字科目等。

而从此次美术AI课的扎堆上新也不

难看出，从学科类向素质教育类方向拓展，

已成为上述3家机构乃至整个在线启蒙教

育赛道的共同选择。但仅从少儿美术领域

来看，目前赛道内已有画啦啦、美术宝等不

少老玩家，竞争已较为激烈，扩科而至的启

蒙品牌们又将如何讲好美术故事？

政策催生的好赛道

在启蒙AI课领域，扩科是机构们打响

扩张战的重要一环，而随着去年体育、美育

相关政策的落地和对学科类培训的监管趋

严，越来越多的机构意识到，在K12学科类

课程之外，还有广大的素质教育品类课程

等待开掘。

牛牛金融研究总监刘迪寰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少儿美术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来源

于家长的“焦虑”，“去年10月，教育部提出

要将美术纳入中考范畴，而目前全国已经

有4个省份开展了美术中考，另外还有6个

省份、12个地级市开始了美育计分。美术科

目学不好可能影响到孩子能否考上重点高

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K12市场竞争越发

激烈。“素质教育虽然规模相较而言略小，

但获客成本远低于学科教育，教培机构们

可以避开红海。”

同时，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

美术教育培训行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的美术培训市场

规模在900亿-1050亿元之间，其中青少儿

美术培训是主体，占整个美术培训市场的

比重超过80％。而美术培训市场也在未来

有望成为千亿级别的市场。此外，据《报告》

用户调研数据显示，2019年少儿美术用户

报名参加美术培训的主要原因与审美能力

有关，家长希望孩子能够通过美术学习培

养想象力，提高审美能力。而在相关美育政

策出台的推动下，这一需求或将迎来更多

增长。

而从整个在线少儿美术培训赛道来

看，画啦啦和美术宝是目前这一细分领域

内体量较大的两家机构。其中，美术宝的业

务分为“美术宝1对1”和启蒙阶段的“小熊

美术AI课”两类课程，目前机构的累计付

费学员已超50万，并于去年底拿到2.1亿美

元的D轮融资。画啦啦则是以“小班直播

课”为主要课程模式，旗下也推出咕比AI课

这一产品来打开启蒙市场。

适配AI、后续衔接仍是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相比音乐和体育，美术培训对

场地和器材的要求都较低。刘迪寰认为，

对于美术课而言，AI模式是比较适合的，

“低幼年龄段的孩子更契合AI互动课‘轻

讲授，重练习’的模式，同时，美术的上课

时间一般在课外，AI课在时间上没有太大

限制。另外它主要训练孩子的右脑，培养

小孩的想象力，AI课能给孩子带来更个性

化的服务”。

多鲸资本合伙人葛文伟表示，随着政

策对K12学科类培训的打压，业内普遍认

为素质教育将成为2021年比较重要的赛

道。“而在美育政策出台之后，美术培训

将成为其中最大的赛道。”而对美术培训

来说，启蒙往往只是开始。“素质教育面

临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不像学科类课程

一样容易扩科，且完课率低，所以机构们

的重点应该放在延伸课程的纵深上，尤

其是在学员年龄上的纵深。”从启蒙阶段

向更深度课程进阶，考验的是机构们的

转化能力。

除了美术之外，素质教育领域是否还

有其他品类的课程能在2021年实现飞速

发展，多位业内专家都表示，能够通过线上

授课来完成、不依赖场地和器械的品类课

程更容易互联网化。“目前来看，像编程、书

法写字或者部分音乐课都可以移动到线

上，互联网能把优秀的师资放大，对行业发

展具有很强的意义。”指明灯智库创始人吕

森林谈道。而刘迪寰也认为，除美术外，编

程教育、音乐教育、科学教育等类别容易跑

通在线AI课的逻辑。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美术课正成为在线教育AI课品类的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截至3月18日，斑马、瓜瓜龙、小狸3家主打AI启蒙课的品牌均已

上线相关美术类课程，系统课的定价从几百元至近3000元不等。据了解，这3家课程品牌分属猿辅导、大力教育和掌门教育，

均为这几年活跃的在线教育机构。此外，以在线美术教育为主营业务的美术宝，旗下品牌则涵盖了小熊美术AI课，另一家在线

美术教育机构画啦啦也推出咕比AI课。不管是在线美术教育机构的AI课扩充，还是启蒙AI课品牌的品类扩充，“美术+AI课”已

成业内的共同探索方向。而这一市场究竟有多大？谁又能率先成为赛道领跑者？在很多业内专家看来，素质教育领域内的美术

课更适配AI教学模式，而这也是机构们优先选择美术进行布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