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 2017,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Digital Divide” of China’s Onlin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Shuhua Zhang1, Hong Wang1, Caixia Miao1, and Jier Yang1 
1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Digital Divide” problem of China’s onlin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The existing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the number of online 

education users or learners and the online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atu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oday’s online education is not entirely effective in narrowing the “Digital 

Divide” of Chinese society. Bu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namely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education is the trend; pay attention to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y, make 

financial tilt in remote rural areas and undeveloped areas, focus on improving basic computer skills 

of the youth and elderly people are important method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romo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and feasible way to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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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的背景上，探讨中国在线教育中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对现有的在线教育平台，在线教育的

用户或称学习者人数，在线教育发展现状进行汇总分析。现在的在线教育并没有完全有效的缩小中国社会的“数字鸿沟”。

但是发展“互联网+教育”，即发展在线教育，是大势所趋，要注重国家政策的引导，对偏远农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倾斜，

注重提高青少年及老年人的计算机基本技能使用素养，在数字化信息技术时代，推广在线教育是缩小“数字鸿沟”的一种有

效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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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热潮带动教育的发展，在线教育创新了传统的教育模式，给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和

资源。但是在“互联网+教育”的快速发展浪潮中，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仍然存在“数字鸿沟”问

题。借助“互联网+”，正确的运用互联网技术，有战略眼光的国家政策引导，达到真正的“全民教育”

和“有教无类”，促进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通过在线教育的发展，来弥补我国教育发展中的“数字

鸿沟”。 

1 “互联网+”背景下的中国在线教育发展现状 

“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化和集成资源的作用，将互联网的创

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之中，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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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态。 

2015 年 3 月 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

动计划。在“互联网+”的这一行业浪潮中，教育是其中的一大分支，“互联网+教育”开始在教育行业流

行起来，也代表了教育行业的一种发展方向。2015 年 10 月第十五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以

“互联网+教育”为主题，面向社会探索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互联网+教育”将成为

我国教育变革的一个新的契机，一场互联网支撑下的教育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化颠覆性变革在互联网的

快速发展中正在悄然发生。 

“互联网+教育”时代下的在线教育，即为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网上教育。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表示：

“中国第一代教育以书本为核心，第二代教育以教材为核心，第三代教育以辅导和案例方式出现，如今的

第四代教育，才是真正以学生为核心”[1]。中国的“互联网+教育”正在朝着第四代教育的方向发展，是

以学习者为中心，个性化定制，针对性的主动学习的教育。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跨时空、跨地域的显著优势，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在线教育课程可

以通过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直播录播结合等多种形式提供给用户，节约了线下教育的人力和房租等

成本，也节约了社会资源，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线教育提升自己。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6 年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超

过 9000 万人，同比增长 21.5％。未来几年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保持 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 2019 年预

计达到 1.6 亿人[2]。在线教育已成为教育的一种有效可行选择，并在中国快速发展，老师在互联网上教，

学生在互联网上学，信息在互联网上流动，知识在互联网上成型，资源在互联网上共享，线下的活动成为

线上活动的补充与拓展。 

2016 年 12 月 27 日，在淘宝教育年度盛典大会上发布了《2016 年度教育数据报告》，报告显示，在线

学习用户中，学历、考试考证学习的人数比例最大（见表 1），而职业技能学习属于刚性需求，用户数量较

为庞大，潜在用户较多，且付费能力较强，因此，职业技能在线学习将在最近五年实现学习人数和付费学

习金额总数的量的突破。在最热的在线教育平台前十中，视频平台超过半数，占据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

是，知乎，扇贝单词，果壳精选，Bilibili 这类非传统意义教育资源提供者也进入了学习者的视野（见表

2）[3]。可见，用户通过在线教育进行学习的目的性较强，并且学习的平台与方式日益多样化。 

 

表 1 在线教育行业领域比例                   表 2 最热在线教育平台 TOP10 

类别 比例 排名 在线教育平台 

学历、考试考证 42％ 1 网易公开课 

语言学习 18％ 2 知乎 

职业技能 18％ 3 网易云课堂 

教学服务 10％ 4 中国大学 MOOC 

中小幼学习 6％ 5 TED 

兴趣培训 6％ 6 扇贝单词 

  7 慕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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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ilibili 

  9 腾讯课堂 

  10 果壳精选 

 

除了个人主动通过在线教育获取资源学习外，不少学校通过互联网搭建“智慧教育平台”。例如，2016

年暑假期间，宁波“智慧教育”面向全市范围内征集网络优秀导师，并遴选出 14 位名师在暑期为学生提

供在线教学服务。这些教师全程参与暑期“在线答疑”活动，还在“网络返校”直播答疑中与学生们进行

学习上的交流。2016 年 12 月底，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因雾霾重度污染，在教育部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

下，北京、西安、天津等地区的不少学校教师通过教育智慧云平台进行在线教学。“互联网+”背景下的

在线教育极大的丰富了学校的教育形式和学生的学习形式，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课桌椅，固定的教室，或者

是固定的老师。 

2017 年 1 月 19 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教育大数据

建设与开放共享，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和在线教育，实施“互联网+教育培训”行动，支持“互联网＋教育”

教学新模式，发展“互联网+教育”服务新业态。“互联网+教育”已经不仅仅是教育行业的浪潮，更是国

家教育改革，培养人才队伍的发展方向。 

2 “互联网+教育”中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沟壑，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该理论最先由美国国家

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 1999 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4]。“数

字鸿沟”更多的体现为以互联网时代为代表的新数字媒体接触和使用状况的 ABCD 四种差异。其中，

A(Access)指的是人们在互联网接触和使用方面的基础设施、软硬件设备条件上的差异；B(Basic Skills) 

指使用互联网处理信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差异；C(Content) 指互联网内容的特点，信息的服务对象，

话语体系的取向等更适合哪些群体使用和收益；D(Desire) 指上网的意愿、动机、目的和信息寻求模式的

差异[5]。 

《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指出，各国应进一步推广数字技术，确保让更多的人平等享受数

字革命带来的教育红利[6]。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社会成员所带来的好处

并没有被多数人享受，相反，更多的财富仍然流向了世界更富有、技术更发达、更有影响力的区域。那些

占有优势的地区和人们，他们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变得更聪明、乃至更有钱。不论是放眼世界，南北差距

悬殊，例如非洲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还是放眼中国，不同的区域之间，例如东西部之间，乃至城乡之间都

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互联网+教育”为学习者提供了海量并且优质的

学习资源，但是这种学习资源对学习者是否是均等？社会各成员是否同等享有？是否缩小了社会成员的

“知识沟”和“数字鸿沟”？基于“数字鸿沟”理论，目前中国“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在线教育存在

几个明显的不足。 

第一，从互联网接触和使用上的差距看，偏远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并没有获得与城市和发达地区

学生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偏远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教育基础设置有待进行较大的完善，在欠发达地区特别

是农村偏远地区和山区教育信息化硬件设施仍然十分薄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育经费投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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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足。其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相对而言，我国教育的投入重点还是偏向高等教育、发达地区以及

城市地区的教育，对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是相对匮乏的。然而，基础教育是

发展高等教育的前提，忽略基础教育就是忽略人才培养。最后，教育基础设施陈旧简陋。“互联网+ 教育”

对教学的硬件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一些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有限，其教学设备数量

不够，质量也不达标，有的学校连课桌椅教材资料等都不能标准化，但是发达地区已经完全实现了智能化

教学[7]。根据 2016 年在线教育用户区域调查报告显示，华东地区通过在线教育进行学习的人数是西南地

区的三倍，是西北和东北地区的近五倍（见表 3）[8]。国家财政投入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以及基础设施

陈旧等原因导致了偏远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少，频率低，因此出现表三中华东与西

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在线教育用户人数的悬殊，进而对地区人才的培养与区域经济的悬殊产生很大的影响。 

表 3  在线教育用户区域分布 

区域 比例 

华东 31.9％ 

华北 16.5％ 

华南 15.0％ 

华中 13.7％ 

西南 10.6％ 

西北 6.2％ 

东北 6.0％ 

 

第二，互联网用户筛选信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差异悬殊导致“数字鸿沟”依旧。低龄以及学习能力

较差的学习者在鱼龙混杂的海量的信息里筛选出有用知识，从而避免被无效信息占用自己的学习时间和精

力的能力有限。在复杂的海量知识面前，不同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和信息处理能力差异较大。而在“互联网

+ 教育”中，知识是不断融合、更新和拓展的，并以指数式增长[9]。因此，互联网学习用户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的差异悬殊，导致“数字鸿沟”依旧明显。 

第三，上网意愿、动机和信息寻求模式的差异导致“数字鸿沟”依然存在。高收入、高学历人群的主

动学习意愿更强烈，学习时间更长，学习方式和渠道更多。根据在线教育平台百度传课的数据显示，在其

平台进行学习的用户中，80％以上的用户为高中学历及以上，工薪阶层也开始注意到学习的重要性并且采

用在线学习的方式学习，当用户学习得更多，工作能力越强，素养越高，得到的也就会越多，也就会有更

加强烈的继续学习的意愿[10]。一对一的直播教学受到大众欢迎，录播课程市场逐渐萎缩，个性化学习将

是未来在线教育的主流。但是这样的学习方式对学习者自身的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上网意愿强，

主动学习动机强烈，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的人依旧很主动并且学得更多，上网意愿弱，动机不明

显的并且不积极主动学习的用户依旧不学习，两者之间依然存在“数字鸿沟”。 

3 如何解决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数字鸿沟” 

面对我国在“互联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需要做出以下方面的努力与改善： 

第一，优化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公平教育。调整国家财政性区域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加强对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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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金投入，为偏远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加便捷的在线教育设备包括

国家财政性区域教育经费投入；重视基础性的中小学教育，好的基础教育才能为高等教育输入更多的人才，

一味的向高等教育加大投入并不能改变根本的教育问题；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改善，让无论是

在哪个地区的学习者都能享受便捷的在线教育服务。 

第二，开展计算机信息知识教育的普及推广。互联网信息技术时代，普及推广计算机基本使用常识及

技巧，针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推广方式和推广内容。互联网存在垃圾信息，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而老年人接触新的知识比较慢，因此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尤其是中小学生，老年人，正

确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获得教育资源，进一步提高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使用素养[11]。 

第三，创新教育模式，提倡在线教育学习，主动用互联网的优质资源来武装头脑。增强用户的上网意

愿、动机，主动用互联网来学习，需要用户从思想上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同时线教育平台用户和课程发

布者需要创新教学形式，灵活课程考核制度，丰富教课方式，以吸引和引导学习者或者说互联网用户。 

“互联网+”背景下的在线教育的目的和初衷在于消灭人们由于不同的家庭出身、地位、财富、地理

位置和硬件设施不足等给获得平等并且优质教育带来的阻碍, 使得人人都可以跨时间跨地域的享受到高

质量的教育资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教育资源[12]。互联网的在线教育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不均衡现象, 不同人群、东西部之问、城乡之间的

“ 数字鸿沟”依旧很明显。但在全球信息化迅猛发展，但我国信息基础建设不平衡，教育基础设施条件

差异较大, 在线教育要达到预定的目标, 全民终身学习，平等享有教育资源还需要国家和社会的进一步共

同努力。 

4 结语 

“互联网+”背景下的中国在线教育，面对“数字鸿沟”，教育行业人员依然投入相当的热情与精力

到这份事业中，国家政策层面的积极引导下，家长学生教育观念的转变，在线教育产品的创新发展，中国

的在线教育即使暂时任然存在“数字鸿沟”，但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互联网+”推动下的在线教育会推动

中国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储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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