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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连续多年发布预警，提醒
广大考生及家长谨防“高价志愿填报
指导”诈骗陷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招生考试机构还会同市场监管、
公安等部门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专项治理。

考生和家长有必要为志愿填报
指导服务付费吗？

“对于考生来说，与其听信某些
‘高考志愿规划师’的‘专业指导’，不
如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个
人爱好、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充分
利用公共信息资源，科学合理确定适
合自己的高考志愿。”浙江大学本科
生招生办主任汤海旸说。

多名往届考生和高中教师指出，
认真研究各地教育部门、各院校发布
的公开信息；明确自身特长兴趣，不

盲从、勤思考；积极向学校老师、学长
学姐询问经验——做好这几点，就能
够做出较为满意的志愿选择。

“高考志愿填报是高中毕业生的
‘最后一课’，填报志愿的过程，本身
也是考生认识自我、规划未来的重要
一步。”一位资深高中教师说，不宜将
志愿填报只寄托于“花钱解决”，应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采访中，很多家长反映，当前高
校专业日新月异，建议教育部门将相
关数据及报考信息更大程度公开，避
免给某些一味逐利的志愿填报指导
机构留下可乘之机。

对此，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今年
首次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基于大数据，免费为考生提供志愿推
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

前景查询等服务。
汤海旸认为，高中学校作为开展

志愿填报指导的主阵地，对学生的帮
助作用还有待加强，这在农村高中学
校表现得尤为明显。“建议进一步加
强对高中教师的培训，把包括志愿填
报指导在内的学生生涯规划教育融
入高中日常教学。”

“生涯教育与思政教育、心理教
育可一体化融合开展，促进高中学
业、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衔接贯通。”
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研发基地
首席专家顾雪英建议，尽快设计出台
面向高中的生涯教育课程体系，让学
生在高中阶段主动思考自己未来的
发展方向，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优势
所在。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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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填报志愿，珍惜每
一分”“填个好志愿，上个好
大学”……高考结束后，志
愿填报指导服务再次成为
热点。

随着各省高考成绩陆续
发布，近期，一些机构面向考
生推出各种志愿填报指导服
务，价格动辄数千元、上万
元，有的甚至近两万元。这
笔钱花得靠谱吗？记者进行
了调查。

全国3000余所高校、800余个
本科专业，报录规则多，专业方向
亦有变化。面对高考志愿填报，
有的家长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如
何用好过往经验给孩子专业上的
参考建议，如何更快速掌握全面
信息？

多名受访考生及家长提到，高
考结束至填报志愿系统开放这段
时间较短，面对高密度信息量，只
能“突击”了解院校和专业，寻求更
为“专业”的建议。

记者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高
考志愿填报”，粗略看下来，有20余
款App安装量在百万次以上。

记者选择安装量较高的一款
下载试用，输入省份、选科和分数，

系统生成若干所“适合我的大学”，选择
“智能填报”，可以看到按照“冲”“稳”
“保”三个层次推荐的部分院校、专业。
如果希望获取更详细的介绍、信息，则
需开通300多元的“志愿卡”。

在一些城市，有机构提供高考志愿
咨询师“一对一”服务，标榜“专业”“个
性化服务”，收费往往高达几千元乃至
上万元。

记者来到东部某省会城市闹市区
一家咨询机构暗访，路口斜对面就是一
所全国知名高中。“单独志愿填报是
6980 元，还有 9800 元、12800 元等档
次。”这家机构工作人员说，“要想报名
的话就抓紧，好多人已经报了。”

在重庆一家志愿填报指导机构办
公室，记者看到墙上挂满了各类资质证

明：心理咨询师证书、中国教育在线高
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重庆市教育学
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根据指导老
师的经验丰富程度，指导价位分为4800
元、6800元两档。

“我们读书不多，身边也没有几个
懂行的亲戚朋友可以咨询。虽然学校
老师也提供志愿填报指导，但我觉得他
们不够专业。”一名前来咨询的家长说。

有机构盯上了高考志愿规划师培
训。记者报名进入一个“高考报考指导
师训练营”微信群，群主称，只需 4980
元报名费，学习4周便可考取证书入驻
公司平台，由平台派单，为客户提供咨
询。“一纸方案的收入就有 800 元至
1500元……至少服务30个学员是不成
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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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高价请来的“规划师”，能够提
供等价的服务吗？记者调查发现，这
些所谓的“规划师”鱼龙混杂，“套路”
很多。

——以“专家”名头，骗取家长信
任。西部某地一家志愿填报指导机构

“蜗居”于一家艺术培训机构里，却挂出
一块“某地志愿填报中心”的牌子。该
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有一名

“专家”是某中学在职管理层干部，有十
余年志愿填报指导经验，是“教育部督
导专家成员”。

记者向当地政府教育督导室求
证，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太靠谱，督学要
持有国家颁发的证件”，并提醒“即便是
真正的督学，也不能利用该身份做志

愿填报指导的生意，并且这一身份与填
报志愿的专业性无关”。

——持“证书”上岗，包装专业能
力。一家线上售卖规划师培训课程的
机构工作人员坦言，没有“高考志愿规
划师”职业资格证书，这一行“不存在持
证上岗，证书没特别大的意义”；如果需
要证书“包装自己、便于从业”，只要交
800元，无需考试，便可给一张专业人
才职业技能证书。

——凭“话术”招生，靠“大数据”
辅导。有的机构“规划师”其实是临时
招募的社会人员。一名曾在某机构做
兼职规划师的学生透露，机构会给他们
短期培训十几天，教给他们一些话术如

“考得好不如报得好”“报考数据量大，

自己根本看不过来”等，然后用大数据
系统生成一份针对性并不强的方案。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些机构应用
的所谓大数据，多数是套着“AI智能分
析”的外壳，实际仅做了网络公开数据
汇总。

高价购买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实则与考生自己研究报考规则做出的
判断相差不多。东部某高校大一学生
小郭去年花6000余元在生源地购买
了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大部分规划师
就是帮着筛一筛符合要求的学校。我
想着收费贵的应该更专业，结果他们
报的跟我自己报的一点区别也没有，
他们有时候知道的还没我多。”小郭说，
感觉钱白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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