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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喜欢 服务

效果 提分 ？





学习结果

学习

教学
课程



产品

课程

教材



标准化产品

做规模：快速复制的需求

增人效：降低对老师的依赖



学习结果

标准化课程架构和
内容

标准化课程产品与
教学培训

标准化课程教学

标准化测试



入口产品

主干产品

延伸产品

衍生产品



课程产品结构化

级别/单元内容模块化

单课教学流程化



课程架构（级别
数、单元数）

• 确定级别数、单元数

• 横向拆分每个级别、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

每单元课型设置

• 例如语言课可以把课型定义为听、说、读、写

• 教学目标越聚合，越方便教师培训、教学结果交付

单课教学流程

• 每一课由几步完成、指向哪个教学目标

• 每一步的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的具体描述









一、引起注意 二、告知目标
三、刺激回忆先
前习得性能

四、呈现刺激材
料

五、提供学习指
导

六、引发行为表
现

七、提供反馈 八、评价作业
九、促进记忆与

迁移



预习产品

复习产品

指导手册自学产品

测试产品



架构师：总负责人

研发管理人员：模块设计、进度监控、质量监控

研发人员：内容填充



1. 课程产品的研发管理架构可以不同：
① 按照大工种：研发总负责人-培训/教学指导总负

责人-教师教学管理总负责人
② 按照每个课程子产品：每个子课程产品的负责

人从头到尾负责该产品（含研发-培训-教师教
学），但是需要先确立课程宏观框架

2. 具体在研发这个部分的流程中，不同步骤涉及不
同的工种和岗位职责，每个开发项目最终成品有项
目负责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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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架构

前端销售 教学目标 教师储备



驱动教育行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政
策
变
化

社
会
结
构
变
化

技
术
创
新

• 3G - 4G - 5G
• 在线音视频技术
• 人工智能（语音、语义、OCR、人

脸识别）
• ……

用
户
习
惯

• 智能手机普及
• 从娱乐（游戏、视频等）到在线学

习



小班课

大班课（网校）

AI虚拟直播

• K12产品经历了从录播，到工具，到O2O，再到直播的探索

K12产品的发展与演变



用户&需求：你的用户在哪里？

母婴 学前

-1 3 6

中小学

18

大学/研究生

留学

职场人士

2520

应试

素质/兴趣

6015

客群年龄

按
目
标

按
年
龄

• 用户分层依据：年龄

• 学前：11年后（年人均出生人口1500-1700w）~1亿

• K12 ：00后（年人均出生人口1500-1700w ）2亿

• 职场：90后 (年人均出生人口1100-2000w) 1.6亿

• 职场：80后 (年人均出生人口2000-2500w) 2.3亿

• 中老年：60-70后

往前端走：倾听用户的声音



• 用户分层依据：付费能力与意愿（注意二者的区别）

往前端走：倾听用户的声音



销售和转化并不仅仅是前端的事。

3. 销售和转化



结合教学，只有交付给孩子，才能形成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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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 教师角色 教师要求 教师主要工作

AI互动课 / / /

1：1 指导、教练 亲和力，观察、判断 学习路径设计、贴身辅导

1: 4-6 私塾 观察判断+组织教学 学习路径设计、贴身辅导

1: 20-25 教师 Everything Everything

1：n 演员 表现力 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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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