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

方案（2020—2022 年）》出台，在线教育成为
关注焦点。方案提出，将打造“上海微校”“空

中课堂”等线上教育品牌，建设“学分银行”，
完善市民终身教育和数字化技能培养体系。

来自经信委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企业
提供的在线教育服务体验、服务品质参差不

齐。如何培训线下老师快速掌握线上工具以

及线上授课的技巧，如何做线上用户运营，
以及未来如何和线上原生的互联网教培机

构比拼线上潜在客户的触达效率等都是面临
的问题。

由于此次疫情的特殊性，对在线教育企
业来说，新增注册用户转化率能否在疫情结

束后落地，需要时间。虽然在线学生大增，但
提供课程大都是免费，没有收入，反而会增加

公司的运营成本。

专家认为，疫情后，“退潮”不可避免，但
潮水的方向不会改变，在线教育一定会是未

来教育变革的趋势，将与传统教育模式长期
并存，会成为推动学校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

政府引导可从几方面发力：加强网络带宽和
基础设施部署；优化商业机构+学校的合作模

式，引进相关龙头企业和创新企业，重点打造

线上教育后台基地、智能教育装备生产基地、
智慧校园应用示范基地；鼓励相关企业尽快

建立和完善线上服务体系，用线上手段完善
补充线下体验，增加线下客户的满意度和粘

性；通过政府采购满足公共需求。如通过政府
购买综合在线教育服务、在线课程和电子书

包等在线教育服务产品，优先支持拥有流量、

技术等优势的企业。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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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5日，上海市中小学开启“空中课

堂”在线教学模式，首节课试播在即。卜江和
王琪坐在办公室里，紧盯屏幕，忐忑不安。他

们创办的“晓黑板”提供在线收看和课后互动
服务，但谁也无法预知，团队用半个多月开发

的系统能否经受住考验。
开课不到 5分钟，“晓黑板”出现白屏，统

计访问量的电脑也崩溃了。卜江摔了电话，躲

到隔壁房间做深呼吸。“大片里总有主角光
环，无论过程多么惊险，结局总能起死回生。

我们拼了那么久，没想过万一输了会怎么样。
而那一刻，就站在生死边缘。当时同台竞争的

是阿里和腾讯，这一仗如果输了，我们这种小
公司就会被淘汰出局。”卜江甚至开始怀疑，1

月 25日大年初一，管理团队下决心搭建在线
教育全场景平台的决策是否正确。

结束内心戏回到现实，他发现学生和老
师正在“晓黑板”平台中热烈互动，白屏源自

一个小问题，宕机的只有提供数据分析的那
台服务器。

这是一家上海本土创业公司面对疫情的
“生死时速 30天”。有挣扎、煎熬，有自我怀

疑，但敢闯敢试，从未

停步。危机面前，没有力挽狂澜的大片英雄，

机会是一个代码一个代码敲出来的，是工程
师不眠不休连日奋战拼出来的。

“家校沟通”遭遇停课危机

疫情前，“晓黑板”是全国最大的家校沟
通平台，未涉足学校教学内容本身。

“晓黑板”的四位创始人是“四个爸爸”。
“当时我女儿正上小学一年级，每个班级都有

群，老师要花大量时间当‘客服’，发通知、回
答家长提问，刷屏太快，家长经常漏看重要信

息。我就和朋友琢磨，能不能用信息化手段解

决家校沟通的问题。”卜江介绍，2015年 6月
8日，第一版“晓黑板”上线。首批用户就是四

个创始人孩子的老师。“微信群的沟通模式是
网状结构，我们希望家校沟通是引导式的心

状结构。”

无心插柳的一次尝试戳中了痛点。尽管
卜江认为第一版有些粗糙，并不好用，但“晓黑

板”在没有任何推广的情况下，用户数呈几何
级数递增，不断有老师发来各种建议。“爸爸团

队”决定放弃其他业务，招兵买马主攻“晓黑
板”。去年，“晓黑板”用户数突破 3000万。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爸爸们慌了。大年初

一，团队紧急召开视频会议：如果学校不开
学，老师不上课，家校沟通的频次将骤减，“晓

黑板”就很危险了；必须在短期内从一个沟通
工具变成一个覆盖所有教学场景的平台，否

则一旦行业内出现新的巨头，“晓黑板”很可

能会被迅速地踢出市场。

一切只是推演，谁也不知道疫情的走向，
情况也许不一定那么糟。如果要迅速开发在

线课堂平台，又有几分胜算？不做，尚能苟且；
做不好，就是死路一条。

当晚，团队讨论的结果是：做。

多次“特训”打有准备之仗

做，何其难。王琪做技术出身，在他原先
的构想里，“晓黑板”直接切入在线课程，是三

五年后的事。他考察过不少智慧校园项目，发
现目前在线部分都集中在教务和教学辅助，

核心教学教研内容，很难上线，还可能加重老
师的负担。

但疫情的到来，改变了预判。当时，团队

大部分人已回家过年，分散各地。为了快速启
动研发，王琪和小伙伴们动用各种快递方式，

把 40多台电脑寄到工程师手中。
“我们首先要适应远程办公模式；然后团

队敲定了直播、课程发布、作业发布和讨论、
课堂评价、教学内容五个模块，相当于半年的

开发量；服务团队再跟各地学校沟通。”
复盘 30天里的每一步发展，王琪认为临

时进入战场的“晓黑板”，打的不是无准备之
仗。去年下半年，团队被三次拉到无锡做封闭

式训练，每次为期两周，技术、产品、研发人员
吃住都在一起，领取任务单，围绕一个开发目

标集中攻克；服务团队也在同期开展 6个城
市的“荣誉战场”，某地有多少所学校、各校有

哪些具体需求、如何用场景化服务对接这些
需求，集中精兵强将到一个城市解决问题，再

总结经验复制到其他地方。
提前多次特训，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关键

作用。“晓黑板”不仅在半个月内开发出全场
景在线课程平台，此后更是迅速对接全国 2

万多所学校，为各地老师做培训，紧急开发视
频应用。

对“晓黑板”的研发人员而言，那半个月
毕生难忘。王琪回忆，有个工程师的电话记录

显示，四个人一起写代码，连续通话 100多个

小时。“就是一直讨论，困了打个盹，醒了继续

干，不分昼夜。当时上海办公室里，全是泡面

盒，后来买了个快手牛排机，才总算吃上肉。”

“早产儿”也能健康成长

疫情前，“晓黑板”的规划是“小步稳走”，
完善家校沟通的各项功能，结合学校的需求，

开发一些场景化服务。比如，开发带有二维码
的评价小卡片，作用类似“小红花”，既方便老

师及时表扬，也能让老师和家长动态掌握孩
子在一个周期内的表现。

但疫情促使企业“大步快走”。“必须得

快。我们用半个月研发，再用半个月去对接各
所学校开展‘空中课堂’的需求，一校一培训。

到 25号‘考试’那天，看着阿里、腾讯入场，我
有种听天由命的感觉。”卜江坦言。

实际上，对疫情期间的在线教育，谁都没
底。“空中课堂”试播时，指挥部的大屏幕里偶

然切换到一名普通老师应用“晓黑板”跟学生
上课的画面。“讲得声情并茂，学生发言也踊

跃、有序。那一刻，大家对在线教育可能有了
全新认识。”画面中的师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

课堂已被市、区级教育部门领导和校长们“围
观”、点赞。卜江后来辗转联系上那位老师，对

方回复说：“班里的多数学生都很普通，有的
还很自卑，听说这节网课得到了全市同行的

肯定，孩子们的自信心瞬间爆棚。”这条微信
一直保存在卜江的手机里。

“晓黑板”经受住了考验。3月 2日起，上
海 143.5万名中小学生开始在线教育。平均每

天有 1200所学校、7万名老师、110万个家长
在使用“晓黑板”。

在卜江看来，线上教学像个早产儿，因为
疫情被硬“生”出来，可能有些缺陷，但用心培

育，同样可以健康成长。“我们判断，线上线下
融合的混合式教育将变成新常态。更多网红

老师会诞生，适合网络的教育方式会得到推

广应用；同时，网络教育的一些弊端也会暴
露，使得疫情后的在线教育回归理性和务

实。”卜江认为，“晓黑板”将继续探索混合式
教育的模式，“把平台做成学校信息化建设的

基础设施，继续服务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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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黑板研发技术团队紧张工作中，面前的三块大屏，右边是“空中课堂”实况，左边是跳动
的平台数据 本版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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