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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严格参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详实的数据内容，从近年来用户的主流上网方式、手机网民属性、手机应用情况

等方面管窥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路径，并据此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和必然性。 

[关键词] 手机应用；在线教育；互联网思维 

 

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是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发布的 权威

的互联网发展数据的报告之一，始于 1997 年 11 月，至今已经发布了 44

次报告。该报告应用广泛，除被纳入中国政府统计年度报告外，还被联合

国、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普遍采纳，为政府、企业等各界了解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动态、制定相关决策提供重要支持。其调查数据内容详实，严

谨客观，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 从报告看互联网的发展 

2.1 用户的主流上网方式 

依据用户的主流上网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互联网发展阶段分为拨号

上网阶段、宽带上网阶段、移动终端上网阶段。 

1997 年-2005 年，拨号上网是主流上网方式。1997 年 11 月，第 1 次

报告，我国上网计算机数 29.9 万台，其中，直接上网计算机 4.9 万台，

拨号上网计算机 25 万台。至 2003 年 1 月发布第 11 次报告，我国上网计

算机总数2083万台，其中专线上网计算机403万台，拨号上网计算机1480

万台，使用其它方式上网的计算机为 200 万台,拨号上网仍是使用 多的

上网方式。 

2007 年-2012 年，宽带上网是主流上网方式。自 2006 年始，宽带上

网的计算机数首次超过了拨号上网的计算机数。据 2008 年 1 月发布的报

告，截至2007年12月，宽带网民数已经达到1.63亿，占网民总体的77.6%，

有 5040 万人在使用其他上网接入方式的同时，还选择使用手机上网，占

到总体网民的近 1/4（24%）。 

宽带与移动终端（主要是手机）上网并存、以宽带为主的情况一直

延续到 2011 年底。据 2012 年 1 月发布的数据表明，截至 2011 年底，使

用台式电脑上网的网民比例为 73.4%，手机上升至 69.3%，笔记本电脑增

至 46.8%。智能手机更友好的上网体验吸引了部分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 

自 2013 年始，进入移动终端上网阶段。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 8.54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

例达 99.1%。“提速降费”推动移动互联网流量大幅增长，用户月均使用

移动流量达 7.2GB。移动互联网生态取代传统互联网，以手机为主的移动

终端上网成了主流的上网方式。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进入稳健发展期，行业整体向内容品质化、平

台一体化和模式创新化方向发展。各移动应用平台进一步深化内容品质提

升，专注细分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各类综合应用不断融合社交、信息服

务、交通出行及民生服务等功能，打造一体化服务平台，扩大服务范围和

影响力；移动互联网行业从业务改造转向模式创新，引领智能社会发展。 

2.2 手机网民的属性 

2.2.1 手机网民年龄结构 

从图 1 可以看出，与整体网民相比，手机网民用户更加集中在年轻

群体。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网民仍是以 10-39 岁年龄的群体为主，占

整体网民人数的 72.1%：其中 20-29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 高，达 29.7%，

10-19 岁、30-39 岁群体占比分别为 19.4%、23.0%。 

 
图 1手机网民的年龄结构 

2.2.2 学历结构 

从图 2 可以看出，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的手机网民依然以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等中等学历群体为主，其他学历人群所占比例比较平稳。 

 
图 2手机网民的学历结构 

2.2.3 职业情况 

从历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网民中的学生群体占比是 高的；其次为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企业/公司一般职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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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手机网民的职业情况 

由此可见，学生是手机网民的 大群体。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网民

数量的激增和旺盛的教育市场需求可能会推动互联网领域更广泛的应用

发展热潮，面向初、中等移动互联网教育的业务存在着极其广阔的市场空

间，教育信息化的实施是必然的，也将成为教学的常态。 

2.3 手机应用的发展状况 

移动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不断

助力企、事业发展，互联网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已进入到新的阶段。移动

互联网发展态势良好，在各应用领域均有较好表现，见图 4。而其中，教

育的应用更具广阔前景。 

 
图 4手机应用情况 

2.3.1 即时通讯类手机应用，高居榜首 

自 2012 年始，即时通信成为第一大上网应用。以微信为代表的手机

即时通信产品，由于其随身、随时、拥有社交属性和可以提供用户位置的

特点，自身定位逐渐从以前单一的通信工具演变成支付、游戏、O2O 等高

附加值业务的用户入口。 

2.3.2 网络娱乐类手机应用，名列前茅 

网络娱乐类包括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

直播等手机应用，这些应用迎合了当下用户的娱乐心理，在众多手机应用

中名列前茅。以 2017 年 6 月为例，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 3.85 亿，占

手机网民的 53.3%。同时，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 3.27 亿。手机视频

成娱乐类应用新亮点。 

2.3.3 商务交易类手机应用，增幅明显 

商务类应用的高速发展与支付、物流的完善以及整体环境的推动有

密切关系。2017 年上半年，电商企业加快与实体零售企业投资合作，探 

索在数据、供应链、支付、物流、门店、场景、产品等全方位实现整合互

通和优势互补。线上线下边界模糊化、零售业态碎片化、消费场景智能化

的全新商业形态正在形成。 

2.4.4 在线教育类手机应用异军突起 

在线教育类手机应用在 2015 年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2016 年 01

月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2.32 亿，较 2018 年底增

长 3122 万，占网民整体的 27.2%。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

展“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在人工智能技术等的驱动下，在线教育发展迅速。目前，人工智能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落地场景主要包括语言类口语考试和智能阅卷、自适应

学习、虚拟学习助手和专家系统，基本覆盖“教、学、考、评、管”全产

业链条。部分在线教育平台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服务效果，采用

技术引流与直播课程相结合的形式；另一部分技术导向型企业则利用技

术输出的形式与体制内学校合作，将人工智能运用于口语测评、智能评

卷等场景。 

3 教育信息化势在必行 

从 20 年前的 62 万网民拨号上网，到 10 年前 5000 万人使用宽带上

网，再到今天 8 亿人使用手机上网，互联网带给我们的，除了技术上的沧

桑巨变，更是一种思想和价值观的改变，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 

3.1 移动化趋势不可阻挡 

移动互联网正在塑造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互联网对于整体社会的

影响已进入到新的阶段。从总体规模、基础设施、终端业务等各个环节上

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个伴随个人生活的强黏性闭环，构成了基于移动互联

网的产业生态、商业生态、社会生活生态。教育信息化是在教育中普遍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信

息素养，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南国农，2002）。在现阶段，移动技术

在教育教学中的普遍运用，成了这一阶段教育信息化关注的话题，涉及到

移动学习资源与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等领域的问题。 

3.2 在线教育已成热点 

随着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创造了跨

时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使知识获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信

息化爆发式发展的趋势下，在线教育越来越凸显出优势：在线教育可以突

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可以跨越因地域等方面

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各

类新兴的网校及相关网站不断涌现，如三条杠网、91 外教网、伯瑞英语

等，在线教育已经成为当下研究与实践的热点。 

3.3 个性化学习更加凸显 

个性化学习是指以反映学生个性差异为基础，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为目标的学习范式。在“互联网+”的时代，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了技术支

持，使教育者可以根据大数据学习分析，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兴趣、特

长、需要，尊重的学生个性进行施教，学习者可以选择自己想学的内容和

适合自己的方式，按照个人的节奏、步骤、进度进行学习，完全是一种自

主性的学习。教育信息化研究者可以借助学习分析技术，分析学习者的个

性特点，分析教育活动中的行为，结果可以更客观、更全面的呈现，进而

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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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互联网思维+教育初心 

互联网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每个人的思维观念。互联

网思维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它是在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对人类经济和社

会生活产生变革性影响的背景下产生的，具有跨界融合、平台开放、用户

至上、免费为王、体验为核、大数据应用等六大特征。当“互联网+”遇到

教育时，决定成败的关键不是“网”，而是“人”。从根本上讲，教育的信

息化是整个社会向信息化转变的一个缩影，“互联网+教育”是一个不可逆

转的时代潮流。在推进过程中，要切实以学生发展为本，遵循教育教学规

律和学生发展规律，灵活运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积极主动地开展

教育教学创新，而非只见“物”不见“人”，把学校变成新技术的试验场。 

未来的学校将打破固化的组织形态：采用弹性学制和扁平化的组织

架构，根据学生的能力而非年龄来组织学习；根据学生的个体需求提供灵

活的教学安排，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学期或者固定的课程结构；打破现有的

学制，加强不同学段之间衔接，更好地满足当代学生自主发展需求，为学

生提供富有选择、更有个性、更加精准的教育。学校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方

式也会随之变化，学生将会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的组织管理，各项学校事务

都应充分尊重学生，鼓励学生自主管理，培养学生成为有主体意识、道德

情操、国家意识和世界精神的健全公民。完善学校治理结构，增加家长和

社区在学校决策中的参与度，促使学校从封闭走向开放，学校与社会、家

庭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为学生创设多元融合的育人空间。 

4 结语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是必然的，当下“互联网+教育”要想取得成功，

就不能停留于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缝缝补补，而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促进教

育流程再造，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学校、改造教育，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

方式，进而构建数字时代的新型教育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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