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风破浪的 90后闯荡在线教育市场
■本报见习记者 吴金娇

公司要前行，需要一根
“拐杖”———在线教育

每天一睁眼就有近千元损失， 这是

一种什么感觉？ 该如何止损？ 这些问题，

似乎专为创业者而设， 不同的人往往给

出不同的答案。

过去短短半年，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

闻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赵衡的心情仿佛

坐了一次过山车。 因为决定在教育行业

创业， 他在上海松江泗泾租下了 200 平

方米的空间， 为了省钱， 他全程参与装

修，没想到墙刷了一半，他回到老家过春

节时，疫情来了。

“一年房租差不多是 30 万，我签了

三年。 ”每天一睁眼就是亏，每天早上心

里都会“咯噔”一下。赵衡开玩笑说，自己

简直是 “天选之子”。只要想到自己尚未

开始就命途多舛的创业， 夜晚就会变得

漫长无比……

从冬天到夏天，回望过去的数月，有

太多的事情在人们的预想之外。

大学期间，赵衡是学院的学生干部，

同学眼中不折不扣的“学霸”。 从大一开

始，他就在课余时间做家教，积累了不错

的口碑和丰富的经验。 他辅导的学生曾

在两个月内数学提高 80 多分，他的课时

费更是一度高达 2000 元。 就这样，他赚

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临近毕业季，多

家辅导机构向他抛来了“绣球”，仔细权

衡后他都拒绝了。

“我很热爱教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孩子能够快乐学习， 获得应试

教育之外的东西。 ”家长资源有了，教育

经验有了，加上四年以来积攒的积蓄，一

个关于创业的宏图在赵衡脑海中逐渐清

晰铺展开来。

可一切发生得太快， 完全在计划之

外，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怎么办？两条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

“在线教育公司猿辅导获 10 亿美元 G 轮

融资”、“3 月 2 日起， 上海 143.5 万中小

学生正式开始在线教育。 ”

既然线下辅导无法开展， 为什么不

去试试线上教学？于是，他开始联系家长

群，带有试探性质地询问，能否通过视频

形式进行辅导。 “没想到对方很爽快地答

应了。 ”在线上授课之余，赵衡也没闲着，

他发挥专业特长， 免费制作一些各地学

生都适用的基础知识课程， 如音标教学

等，投放在家长群中。 30 期的录播课不

仅为他稳固了客源， 也通过口碑裂变吸

引了新的家长。

原先一潭死水的创业， 开始有了起

色。 但此时的赵衡， 却已不敢有一丝侥

幸。现实倒逼他反思自己的创业思路。最

初闭眼狂奔，到疫情之下重重摔落在地，

如今带着伤口重新站起来， 他觉得自己

的公司要前行，需要一根“拐杖”，而这根

“拐杖”就是在线教育。

“除了线下教育，录播课还得继续做

下去， 未来要对音标课等主打课程产品

进行迭代更新， 成为一名优质的内容创

作者。 ”在赵衡绘制的最新版蓝图中，在

线教育已和公司的未来紧紧捆绑。

“想过放弃，但为了我的
教育梦，必须坚持下去”

创业难吗？ 难！ 还要干吗？ 干！ 未来

怎么办？ 坚持！

上海北端，距离泗泾 34 公里之外的

尚大国际大厦， 上海大学数学系应届硕

士毕业生连自建也在坚持。

“未来教育领域一定是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 ”下午五点半，位于 4 楼众创空

间的办公室大多已经关门。 连自建在等

待上晚托班的学生， 这是他最近唯一的

经济来源。 疫情发生前， 这层楼灯火通

明，从不缺乏忙碌的身影。年轻创业者们

常常在入口处的公共区域头脑风暴，走

廊两边的每个格子间，都传来“哒哒哒”

的键盘敲击声。

受疫情影响 ，春节过后 ，一些熟悉

的面孔不见了，连自建的公司也离开大

办公空间， 挤到一个 10 平方米左右的

格子间。

和赵衡不同， 连自建的创业路已经

走了两年。 他成立的伴子教育科技 （上

海） 有限公司获得了觉群大学生创新创

业基金会 10 万贴息贷款，EFG （上海市

大学生创业基金会 ）15 万贴息贷款支

持。 公司已经先后服务了上千个学生家

庭，巅峰时期现金流水数十万元。连自建

觉得，一切都在走上正轨。

出身于农村的连自建受益于教育 ，

也一直希望让教育惠及更多贫困地区的

孩子。本科毕业那年，他曾作为上海大学

第三届研究生支教团队长， 在甘肃定西

支教一年。 为期一年的支教经历引发了

他对西部教育的关注与思考： 教育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如何才能够长期为西部

的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决定创业。带着这样的公益心愿，

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发了 “我爱

云杉”“小小笔友”等公益项目，后期又开

发了 “西部游学”“麦思户外”“文化课辅

导”等一些盈利项目，为 20 余名上大学

生提供了勤工俭学、实习锻炼的机会。

但是，一年多来取得的成就，在疫情

面前显得脆弱异常。盈利项目无法开展，

资金链枯竭， 一开始朋友们还能友情帮

忙， 但一直开不出工资， 团队也逐渐松

散。 “想过放弃，但为了我的教育梦，必须

坚持下去。 ”为了自救，连自建现在开始

转战晚托市场。 实际上，晚托虽然辛苦，

但一名稳定的生源， 就可以带来不菲的

收入。

但以后呢？ 疫情带来的“不安全感”，

同样逼迫着他跨出“舒适圈”。 最近他有

一个新发现：受疫情影响，今年的不少大

学毕业生遭遇就业难。 而仔细分析，一些

学生一时难以找到合适工作， 和缺少职

业规划有关。 他突然意识到，突发的疫情

无形中让在线教育实现了逆势起飞，而

目前， 很多大公司都把力量投放在 K12

市场,相比之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

一个被忽视的细分市场。

经过充分调研，他同样认定，要在融

合教育领域抓紧步子。为此，他决定利用

校内外资源搭建一个在线平台， 一头连接

高校在校生， 一头连接公司的各类项目及

企业资源， 为想要走入教育行业的同学提

供实践的机会。这个想法被写进计划书里，

即将陪着他参加各类路演。

找工作就像买股票，要
找朝阳产业

连自建的嗅觉是灵敏的。疫情之下，

在线教育迎来高光时刻， 行业竞争格局

也在悄然变化。

据统计，2020 年第一季度， 中国在

线教育融资事件共 56 起， 融资金额约

108 亿元。 还有机构统计，在线教育企业

的分布中，上海数量仅次于北京，成为了

在线教育领域的热土。

不光是细分领域， 教育行业的头部

机构在疫情导致的这一轮经济衰退中表

现相当优异。 从目前教育行业头部公司

市值来看，新东方、好未来、中公三大头

部机构的市值各自突破 200 亿美元大

关，累计破 700 亿美元，远高于一些互联

网公司的市值。 另据猎聘发布的 《2020

复工一个月中高端人才大数据报告》，继

互联网、计算机、专业服务（咨询/法律/翻

译）、生物制药工程后，教培行业正成为

新增中高端人才需求占比最高的第五大

细分行业。

教育行业成为当之无愧的朝阳行

业。疫情仿佛一针催化剂，加速了该领域

的抢人大战。而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

也开始迎着“朝阳”进军。

小泽便是大军中的一员。 2016 年从

华东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毕业后，

带着毕业季的迷茫， 小泽先后在广告公

司实习过，做过房产中介，当过主播……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点“时运不济”。做

中介的那几个月，颗粒无收；虽然在风口

时期走入直播，但没进入一家好公司，发

展受阻。

“可能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我

慢慢开始知道我不喜欢什么。 ”尝试了几

份不同的工作后，为了维持生活，小泽经

人介绍，成了一名家教。由于不熟悉本市

使用的教材， 刚做家教时小泽每小时仅

收二三十块，有时试听后还会被退课，只

能打“游击”。 每天早上 7 点，小泽就出

门，眼疾手快地踏上早高峰的地铁，穿梭

在上海的各区之间，直到晚上 11 点多才

能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小房间，循环往复。

令他颇为自豪的是 ，2017 年到 2019 年

间，上海地铁的每一站他几乎都去过。经

过两年的家教积累， 小泽的月收入也早

已过万。

物质上不再拮据， 可论及个人的精

神世界，依然觉得少了些什么。同届毕业

的同学中，有些已成为岗位上的精英，有

些已结婚生子， 有些已经在陌生的城市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朋辈压力让

小泽不得不思考自己的未来发展。 有一

天，他去家教试课，家长听完后直接表示

退课，小泽问起原因，对方诚实地表示，

“网上只需要花 9 元，就可以买到类似的

课程”。

晚上回到房间，卸下一天的疲惫，小

泽看着周围， 突然被一种巨大的虚无感

包围 ，“空 ，就是觉得空空的 ，说不上到

底缺了什么， 就是突然不想再这样打游

击了”。

思前想后，小泽决定，未来就在教育

行业深耕， 不单是因为热爱和有实战经

验， 更是因为疫情期间他看到了在线教

育的逆市上扬。 “找工作就像买股票，一

定要在大盘好的时候去买。同样，找工作

肯定也要去朝阳行业。 ”这一次，小泽不

想再错过机会。 他开始投递简历。

以优厚待遇全力争抢
“人才高地”， 在线教育的
春天来了

今年， 和小泽在同一年走入求职市

场的，还有全国 874 万应届高校毕业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

业本科毕业生小雨觉得自己很幸运，秋

招时投了 20 多份简历，一连拿下三个和

专业相关的工作， 还有某头部培训机构

的录用通知。但不同于一般岗位，提供技

术性岗位的公司要求，小雨要先实习，考

察三个月后再决定是否留用。

这让小雨心中没底。 一来， 大学四

年，他几乎没有校外实习经历；二来，学

校的专业学习和实际操作未必是一回

事， 花三个月的时间做一件前途未卜的

事情，究竟值不值得？ 他非常苦恼。

此次疫情暴发后， 原定的技术岗实

习时间不断推后，而另一边，教培机构已

经开始有条不紊地组织线上新师培训。

经过线上培训， 小雨发现自己很享受这

个过程，不仅对岗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还学到了很多授课技巧。 “我不想再折

腾，我想珍惜这个机会。 ”

招聘市场上， 各大在线教育公司开

出的人才大单， 同样成为了春招市场上

一道风景。

“2020 年新东方全球联合春季招

聘” 表示将面向全球招募 3000 余人，主

要是产研技术及辅导老师岗位； 在线教

育公司猿辅导 2020 年春招面向全社会

开放 1 万多个就业岗位； 掌门教育宣布

推出“万人云招扶持计划”，面向全国开

放 15000 余个就业岗位以及 100 多个中

高层的核心管理岗位……招聘的规模给

予春招中的应届毕业生莫大的鼓励。

复旦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生小夕也

瞄准了这些机会。由于备战考研，小夕错

过了秋招。笔试成绩公布后，失利的小夕

心乱如麻。是准备“二战”，还是加入春招

大军？ 思前想后，小夕还是投递了简历，

先找一份工作，给自己留一个退路。

转战今年的春招， 小夕也并非一帆

风顺，投递 20 余份简历后，只收到了一

些公司的意向回复。 一些公司的薪资待

遇低于他的心理预期， 一些公司要求常

驻上海以外的小城市。 对于一心想成为

新上海人的小夕而言，难以接受。

深受打击的小夕 ， 决定重新梳理

求职方向 ， 发现自己的支教经历和教

育岗位很是匹配 。 而疫情期间 ，在线教

育企业的大手笔招聘也让他分外动

心 。 经过面试筛选 ，小夕成功录取某头

部教育机构辅导老师岗位 。 “这份工作

有前景 ，薪资福利都不错 ，是我当下的

最优选择 。 ”

经过投递简历后， 小泽如愿进入教

育培训机构，成为一名辅导老师，翻开职

业生涯的新一页。

小雨、小夕均已通过新师培训，即将

在暑期正式开班，开始崭新的职业生涯。

连自建带着迭代后的创业计划书 ，

在路演中结识多位投资人， 正在协商新

的融资。 他的晚托班， 也迎来了新的学

生。 最远的一个孩子， 来自昆山。

赵衡从老家回到上海， 200 平方米

的空间， 一层已经粉饰完毕， 他正在着

手后续工作。

梅雨季节的上海， 天气说变就变 。

赵衡约了朋友在外滩散步。 东方明珠光

芒四射 ， 如梦似幻 ， 转眼间就阴云密

布， 看着乌云滚滚而来， 男孩们一同奔

跑， 彼此加油打气， “超过它！ 加油！

咱们必须跑得比雨快！”

最终， 他们在雨落之前冲进了地铁

站。 大雨倾盆而下， 模糊了远处美轮美

奂的高楼， 男孩们放肆大笑， 跑赢了，

他们都是冠军。

回望年初，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行业被迫

按下了慢进键甚至 “暂停键”， 而在线教育却稳稳地启

动了 “快进键”。 巨头的搅动， 资本的融入， 行业的迅

速扩张向外界释放出强烈的信号： 属于在线教育的春

天来了。

据 BOSS 直聘 《2019 应届生求职趋势报告 》 ，

2019 年应届生平均起薪 5610 元， 按此标准， 首年年

薪约为 6.7 万 。 从各类春招宣讲会的薪资介绍来看 ，

头部机构大班班课的辅导老师首年年薪可达 18-20 万。

在线教育企业拿出优厚的待遇全力争抢 “人才高地”，

为下半场积蓄力量。

无论是作为创业者的赵衡 、 连自建们 ， 还是作

为求职者的小泽 、 小雨和小夕们 ， 都在有意无意间

卷入这轮属于在线教育的浪潮 。 但和十年前盲目跟

风走入互联网大潮的那群人不同 ， 在工作这件事情

上 ， 这批 90 后们显然要冷静很多 。 他们都有自己的

衡量标准 ， 在踏入浪潮之前 ， 便有了乘风破浪 、 破

釜沉舟的勇气 。

连自建（左一）和他的创业团队

创业中的连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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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伟

十多年来， 我对自己的研究生一直

有四个要求： 要认识繁体字； 要写一手比

较像样的钢笔字； 至少要背默二百首古诗

词； 要记两百本书名和他们的作者名。

十多年过去了， 有人记住了； 有

人当作耳旁风， 甚至还有人背后说：

“赵老师自己傻， 让我们也跟着傻。”

我所在专业有两种硕士生， 一种

是三年制的 “课程论研究生”， 另一

种是两年制的 “专业硕士”。 每年有

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硕” 学生，

他们不全是中文系毕业。 短短两年学

制， 其中有四个月是实习， 有限的时

间内， 要学的课程非常多， 所以对于

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未

来语文教师， 用时甚少。

曾经有学生对我谈起： “一学期

快过去， 我也不知道学了些什么， 我

们在读的一本语文课程论的书， 看不

懂。” 那本书恰好我也有 ， 确实看不

太懂。 于是我对她说： “看不懂就不

要看。 文科的书， 如果看不懂， 是作

者表述不清楚， 可能作者自己就没弄

明白， 或者根本不想让你明白。 维特

根斯坦在他的 《逻辑哲学论》 的序言

里说： ‘凡是能够说的事情， 都能够

说清楚， 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 就应

该沉默。’ 西方哲学都可以看懂， 我们

讲语文的书反而看不懂？”

至于三年制的学生， 我常对他们

说： “读课程论不如学点教育心理学，

你们到中学是教书， 既没有资格也不适

合毕业就去编制课程和教材。”

这些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 有人连

中文系本科的课程还没有完全学过， 现

在却在学一些外国教育理论、 课程理论，

忙了一学期， 却不知道自己所学为何。

长此以往， 到了中学连讲台都站不稳，

这也是我为何会对他们提出这四项要求。

事实上， 经常有学生离校几年后和

我说： “现在才明白您当初对我们的要

求是对的。”

为什么我要对学生提出那几个要求

呢？ 我一直认为， 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

应该让学生喜欢你， 佩服你， 喜欢你教

的课， 其他大道理不必多讲。

那么， 什么样的老师才能得到学生

喜欢？ 语文教师的看家本领是什么？

我想到自己的中学老师杨匡海先

生。 我当时进中学前， 就知道有这样一

个老师， 他会写古诗， 在报刊上发表过

小说和文章， 还会书法篆刻。

那所学校的老高中生告诉我： “这

个老师人好。” 后来， 认识这位老师， 觉

得 “这个老师真的好”。 我去中学教书

前， 去向他讨教， 他告诉我： “一个老

师要善于说学生的好话， 鼓励三年， 笨

孩子也会聪明起来， 傻的老师喜欢自吹

自擂， 喜欢训斥孩子， 其实学生肚子里

有一本账。 骂了三年， 聪明的人也会傻

掉。 语文老师要有几样看家本领， 字要

写好， 要会写文章， 多背一些古诗词，

课本上文言文最好自己背出来， 不要看

书本念。”

我曾经担任中学教师近八年， 对老

师说过的这些话深以为然。 我认为， 这

些都是常识： 要真心对学生好， 把学生

当自己的孩子； 字是人的第二张脸， 学

生喜欢漂亮的老师， 当然也喜欢有一手

好字的老师， 应聘时， 负责招聘的校长

也喜欢板书好的人； 自己能够熟诵古诗

词， 不但上课能够 “左右逢源”， 而且

还给学生做榜样； 识繁体字， 有助于我

们读古籍； 能够记名人名著， 可以辨别

什么是真金， 什么是 “鎏金铜”。

元好问有诗云 ： “少陵自有连城

璧， 争奈微之识碔砆。” 我们如果不认

识真正的 “璧”， 就会把 “碔砆” 当成

璧。 这种情况现在司空见惯。 有学生写

关于文言文的论文， 参考书目居然不引

王力、 吕叔湘、 张中行一流名家， 却去

引一些连断句都有困难的博士生硕士生

的论文， 就是证明。

我对研究生提出这些所谓的 “看家

本领”， 用现在的话叫 “硬件”， 我说：

“凡硬件要硬， 否则就要吃亏。 你学多

少理论， 别人不知道， 但是你的板书不

好， 你的普通话不准， 别人一下就可以

看出来。”

语文课谁都听得懂， 好像谁都可以

提一点意见。 美术老师可以说： “你的

板书太潦草”； 后勤主任可以说： “你

的普通话不太准”； 管学生思想工作的

主任说 ： “你没有突出因文悟道的原

则。” 如果叫他们去听高三的数学或外

语课 ， 他们就不一定能懂 。 所以 ，

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就是 ， 教学上不

能有短板 ， 因为中学语文人人都懂 。

现代语文教育诞生以来 ， 社会上对语

文教学的批评最厉害 。 现在仍然是这

样 。 比如每年的高考 ， 大家都来议论

作文题 。

然而 ， 语文教师还缺的一种常识

就是对 “专业意识 ” 的坚持 。 美国教

育心理学家林格伦曾经说过 ： 教育不

像其他专门职业如医学、 法律和工程，

它对公众来说， 比较开放并易于理解。

这种关系的好处之一是教育工作者比

其他专业工作者更容易响应社会需要。

但是不利之处是较难使教育工作者养

成专门知识的观念和专业意识。 例如，

有调查表明 ， 教师一般都关心能从他

们专业以外的人们那里接受认可和赏

识 ； 而其他专业的人员则更关心他们

本专业的同事和其他成员的认可。

但是， 教师不同， 尤其语文教师，

常常因为 “外行人对他和他的工作有

意见而过分焦虑”。 为了寻求外行人的

表扬和认可 ， 他们经常会受外行人的

教与学的观念指导 。 不仅是非语文的

同行， 还有家长也会常常以 “严要求”

对待老师。

教师必须要有 “专业意识”， 语文

教师同样如此 。 当然 ， 前提必须是

“专业过硬”。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优秀的语文教师遵循的应该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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