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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名师化主旋律不变，完善与创新师训体系与激励机制，遴选与培养存量与增量名师；
泛IP化的潜力较大，以“文创+教育+文娱”的方式触达低幼学段与教育家长群体；
OMO化场景丰富，贯穿全环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将成为未来语文产品的标配。

新高考背景下，语文学科在高利害考试中的权重得到提升，语文培训需求迅速释放；
新课标背景下，语文教师亟待提升业务能力，校内外集体教研推动产品供给多元化;
新教材背景下，以传统文化与整本书阅读构筑语文核心素养加大了语文学习的难度。

2019年，中国大语文行业市场规模达395.8亿元，同比增长22.1%，其中作文类市
场占比达52.3%，依旧是主要的细分赛道。阅读类市场占比达33.4%，随着课程类
与通识类产品的低龄化和体系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阅读类市场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厚积薄发，各类玩家基于自身在资本、口碑、体系、品牌上的优势，以名师模式卡
位，不同程度地向教辅、教培、教研、教学进行渗透，并针对不同学段的差异化需
求，适配培优与补差、考试类与非考试类的产品与服务，一齐开启语文教改新十年。

SMS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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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
“大”在学科外延泛化，“新”在学科内涵深化
本文所指“语文”，特指作为中国通用语言文字运用学科课程名称的“语文”，即“语文学科”。自1950年教育部设“语

文学科”以来，中小学语文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逐渐清晰，语文学科开始课程化，这不可避免地使语文学科的内涵变得

具体而狭隘。从历史上语文分科制改革的角度来看，语文学科教育可以分为“汉语教育”与“文学教育”，前者侧重工具

性，后者侧重人文性，在追求学科科学化的过程中，带有鲜明的科学主义特色的工具属性被不断强化。

在教改的大背景下，语文学科的内涵由汉语教育向文学教育渗透，学科外延也得到拓展，新式语文即大语文应运而生。从

内涵来看，传统语文教学侧重于咬文嚼字、遣词造句和缀句成文，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应用能力，而“大语

文”则侧重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初步阅读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从外延来看，为培养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

养，强调传统文化的育人作用，国学、写字、口才、阅读等兴趣与活动教育的内容也纳入了语文学习的范畴。

汉语
教育

文学
教育

工具性

以知识体系为先导

强调实践，重在实用

人文性

以文学作品为核心

强调感受，重在审美

逐渐
渗透

内
涵

立德树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培养语文核心素养

大语文的概念界定

国学教育

阅读教育

写字教育

口才教育

…… ……

外

延

外

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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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驱动力：考试改革
新课标全国卷适用省份逐年增多，新中高考均提升语文权重
自2007年开启新课标高考以来，全国各省逐步纳入新课标高考体系，各科逐渐从自主命题过渡到全国统一命题，目前除北

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外，其余省份的语文高考均由国家考试中心统一命题。课改之前，未纳入新课标高考体系的

省份主要参考考试大纲进行命题，从课改要求上来看，新课标全国卷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相比“大纲卷”，“课

标卷”更注重考核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其开放性试题较多，题目较为新颖灵活，考察难度也较大。

自2014年新高考改革开始，语文学科在考试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得到提升。从原始分与等级分的角度来看，等级分学科在选

考策略的帮助下可实现整体分数的提升，与语数外三门原始分学科相比，等级分学科的区分度下降；从数学与外语考试变

化的角度来看，数学考试不分文理科后，考试范围将趋于传统文理科数学之间，至少对于有理科倾向的学生而言，数学考

试的难度将下降。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后，无论是听力与笔试分开考试取合计分值，还是统一考两次取最高分值，

均有助于英语总成绩的提升。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部分地区的中考方案中，语文学科的考试分数与内容也有相应的改

变。 中考语文分值与难度的变化

时间 城市 主要内容 执行时点

2013.03 宁波
语文120分→150分
数学130分→150分
英语110分→120分

2014年
中考执行

2014.11 长沙

语文120分→150分
数学120分保持不变
英语120分→100分

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识和综合探究
的内容；适当增加古诗文阅读、记叙文

阅读、作文的分值比重

2015年
中考执行

2015.03 娄底
语文120分→150分

数学英语各120分保持不变
2015年
中考执行

2018.04 济南 语数英均由120分调整至150分
2018年
中考执行

2018.11 深圳
语文100分→120分

数学英语各100分保持不变
2021年
中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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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语文高考试卷字数对比

最后一次使用大纲卷的卷面字数 首次使用新课标全国卷的卷面字数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 卷面字数平均增长1900字，近年全国卷已超9000字

• 字数增长主要来自阅读选考文本、基于情景的默写和基于选

段的语言文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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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驱动力：课标修订
以学习任务群提升语文核心素养，强调传统文化与阅读教育
2017年年底，新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出台，这是自2003年实验版课标出台以来的一次大改，根据我国教育发展纲要

的规划周期，预计新版课标将统领未来十年的高中语文教学方向。此外，在以“课程标准”替代“考试大纲”的新高考改

革背景下，新版课标还将借助高考指挥棒的作用，进一步影响初中以及小学的语文教学方向。

从新版课标的具体内容上来看，语文核心素养明晰了学科定义，进一步提升了对教师学科素养的要求。学习任务群明确了

教学内容，以任务驱动的情景化教学在提高教师教学灵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教师课堂管理和教案设计的难度，教师的身

份由“讲师”转变为“导师”。从基于新版课标编制的统编版教材的内容上来看，以古诗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

容占比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环节的核心内容以课外整本书阅读为主，教材整体上对学生的阅读广度与阅读深度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基于阅读兴趣而发展的阅读理解能力成为语文学习的核心能力。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统计及核算。
注释：高中教材选修参考《中国古代诗词鉴赏》、《先秦诸子选读》、《中国现代诗歌
散文欣赏》和《外国小说欣赏》的教材结构；义务阶段对比对象为人教版教材。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普通高中统编版教材与人教版教材的对比

学习任务群教学单篇文选式教学
• 自主学习，可以灵活安排阅读课时

• 情景教学，聚焦于语文活动与实践

• 任务驱动，聚焦于学习任务的教学

• 灌输式讲解，教应试套路

• 注重文体知识，注重刷题

• 语文课零碎、重复与随意

新旧教学方式的对比

讲师 导师
“教教
材”

“用教材
教”

对教师的语文学科素养与教学设计能力要求提高 对学生的语文学科素养与阅读理解能力要求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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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首） 古文（篇） 其他（篇）

+1 +9 -4

古诗文占比49.3%

古诗文占比43.8%

义务教育阶段古诗文占比：

小学：11%→20%     初中：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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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8学分） 选择性必修（6学分）

文学阅读与写作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

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

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

外国作家作品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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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驱动力：教材统一
从“一纲多本”到统编统审统用，语文教育行业天花板提升
21世纪伊始，我国鼓励各地方根据课程标准（实验版）和当地教育水平编制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小学语文教材迎来了“一

纲多本”的时代（15个版本）。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实践，自2011年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进行修订后，国家开始制定新教

材。2017年，我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阶段中语文、历史、法制与道德三科教材的全国统一，已于2019年实现全面覆盖，

并将于2022年实现普通高中阶段的语文教材全面统一。作为具备较强意识形态属性的语文学科，从学科性质与教学要求上

来看，语文学科的学科地位仍处于三科之首。教材统一后，全国中小学生的语文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将实现统一，国家对

中小学生语文教育的要求被拉到同一水平线上，教材难度不一的讨论将被终结。对于地方性的教育服务商而言，得益于地

域间教材差异的消弭，地方教材保护主义被削弱，因缺失适配多教材版本的产品线而带来的市场拓展阻力不断降低，业务

天花板将得到提升。与此同时，新老教材的更替往往意味着相应教辅资料与教研资源的更新，在“新”教材为市场带来新

的需求的同时，校内外各类教育工作者的集体教研将为语文教育市场带来新的供给。

语文新教材统一的主要影响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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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辅的需求

新教研的需求

新内容的供给

新服务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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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教材难度不一

市场拓展阻力降低

削弱地方保护主义

行业天花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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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价值
破解新高考与新课程背景下语文难考、难教、难学的困境
在下一个十年教改规划中，我国语文教育将进入改革深水区。从需求端来看，新的课程内容体系与教材内容体系大幅提升

了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难度，对双方语文知识、常识与学养的要求较高，这将导致教师的学习周期被拉长，学生的学习

阶段被提前。一方面，教师亟待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通过阅读与研讨来提升自己的学科素养与专业能力，另一

方面，学生需要尽早地培养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方可应对基于广泛阅读要求的语文考试。从供给端来看，相较于英

语与奥数，校内语文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落后，校外语文教学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在新高考评价体系下，语文教育需求

迅速释放，先进需求与落后供给之间的矛盾将迫使供给端进行自我革命，适配且优质的语文类产品与服务将填补市场空

缺。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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