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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教育硬件赛道格外热闹。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幅增长的在线学

习需求，直接带火了词典笔、学习平板、

错题打印机等教育硬件。同时，各大互

联网公司纷纷入局，频频发布教育硬件

产品。教育硬件这条路看起来前景可

期 ，但 真 要 走 得 好 、走 得 稳 ，还 要 有 点

“硬”功夫。

首先，教育行业本身极具场景属性，

不同场景对产品应用都有一整套要求。

比如根据场景、对象和教学环节的不同，

硬件产品可能要承担辅助工具、教学助

手和智能学伴等“身份”。这些不同的

“身份”需要生产者深度了解需求，有针

对性地进行设计，才能带来良好使用体

验。但是，当前教育硬件在教学中的应

用还处于探索阶段，无论是在学校场景

还是家庭场景，不方便、不实用等现象时

有发生，远远没有发挥出智能化产品应

有的作用，甚至弱化了移动教学的优势、

拉低了效率。

其次，教育硬件行业产品同质化现

象严重。一方面，各大厂商产品研发方

向较为趋同，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

需求。另一方面，市面上销售的大多数

产品功能形式单一、内容多样化不足，很

难提高用户使用频率和黏性。

此外，教育硬件研发投入较大、技术

门槛过高、研发周期较长。高投入还造

成了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生产和需求的错位。

针对上述情况，相关企业一是要主动探索、积极创新，寻找

教育硬件产品的最佳使用场景和切入点，从而更加细致周到地

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二是要紧紧围绕增强学习效果进行创新。无论功能多么新

颖、概念多么潮流，教育硬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实用性，消

费者购买的目的始终是希望提高学习效率。

三是要明确教育硬件产品的定位。既不能以高定价形成

“数码鸿沟”，也不能装上早就过时的电池、屏幕和摄像头了事，

成为低端的代名词。要在功能与价格之间找到平衡，满足更广

泛的消费需求。

还应注意的是，教育硬件的特性如能得到充分运用，有利于

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联系、互动，有极大的发展潜能和想象空

间。但若运用不当，则会带来学习变游戏等一系列问题。

要想切实解决家庭教育场景中的“痛点”，教育硬件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但只要能平衡性价比、理解细分市场需求、充分利

用网络技术，教育硬件这片新蓝海也将成为推动中国消费转型

升级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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