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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对高考填报志愿不太了解，我自己也不确
定以后到底要学什么，所以我们一致决定求助于高考
志愿咨询服务机构，希望可以得到更明确的高考志愿
填报规划。”今年6月参加高考的四川考生张雨回忆
说，结果发现不少问题，所谓“高考志愿规划师”的
服务很不靠谱。
　　张雨告诉记者，她和父母经熟人介绍来到当地一
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接待他们的是一位30岁左
右的男性，问了张雨的考试成绩和位次后，便在电脑
上进行了一番操作。
　　很快，规划师便交给张雨一张A4纸，上面列了
11所院校。还没等张雨开口咨询相关专业，规划师便
称本次服务已经结束，收费5000元。
　　按照四川省的志愿填报规则，张雨需填报9个院
校，每所院校填报6个专业，一共54个志愿。“这位
规划师完全没有提供填报专业上的帮助，整个过程极
其敷衍且不专业。”张雨气愤地说，她注意到，对方
有一个填报网站，在上面输入数据就可以搜出等位分
和学校建议。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这样的网站或APP现在有很
多。以某款号称“中国最权威的高考智能志愿填报”
APP为例，公开数据显示，自其2020年推出AI智能填
报系统以来，共有1500万考生注册使用模拟填报志
愿。2022年注册使用模拟填报志愿的考生达700万，
占据去年高考人数的59%。
　　记者在这款APP的“模拟填报志愿功能”中输入

分数，发现“稳保冲”院校的每一栏里只会显示3个-
5个院校，剩余院校需要开通VIP查看，价格为98元。
　　但在某投诉平台上，这款APP的VIP机制饱受用
户诟病。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张先生介绍，他花98
元购买VIP后，发现只有3天权限，3天后如需使用就
要再次续费，而且在该APP中只能更改两次成绩。
“我家孩子的民族加分只有报考省内高校才有效，如
果看省外其他高校就需要改成绩。”
　　还有考生吐槽这款APP“信息不准确”“录取概
率都是假的”。
　　来自四川一大学某独立学院的刘同学说，她在报
考志愿时，因为信任这款APP，便参考其提供的信息
选报志愿，看到该大学独立学院学费仅为1700元便加
入志愿备选，后被该校录取。可开学前，刘同学却收
到通知，学费是17000元，并不是1700元。“这个错误
的学费信息将使我4年学费多出61200元，我们家经济
条件一般，父母压力很大。”刘同学说。
　　投档线信息不准确也是不少使用者反映的问题。
来自辽宁盘锦的孙女士表示，河南某师范学院2022年
在辽宁省招收的物理类考生，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最
低分数线为523分，但这款APP显示分数线为434分。
“受错误信息误导，孩子最后没被这所学校录取。”
　　受访者说，这款APP免费提供各高校历年录取分
数线，开设“院校专业介绍”“学科评估”等功能，
但其提供的分数线却与学校官网的录取分数线不一
致，且未及时更新院校新增专业、学科评估等信息。

规划平台问题频出，参考数据老有误差

“高考志愿规划师”到底靠不靠谱

　　不仅服务存在问题，“高考志愿规划师”本身存
在的问题也不少。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搜索“高考志愿规划师”等关
键词发现，一些培训机构打着“高考志愿规划师，一
份高薪且轻松的职业”“从新手到老手：高考志愿规
划师如何稳定变现的秘密”“有证书的职业你确定不
来看看”等标语，用高薪和轻松这种关键词来吸引用
户注意。
　　来自安徽的考生章同学在今年高考结束后便从社
交平台寻找与报考志愿相关的信息，一则“低分也能
帮你填报志愿，艺术生请进”的帖子吸引了她的注
意，她通过私信询问博主自己刚迈进本科的分数线该
怎么填报志愿，随后两人互加了好友，就这样她被拉
进一个“报考志愿”的群组。
　　“当时临近志愿报名结束，我赶紧联系了群主，
他让我付800元作为服务费，而咨询过程中他给我的
回复一直含糊不清，提供的几所院校学费高得吓人，
我就是被他们骗了。”章同学说，“群主是一名舞蹈
特长生，他对美术专业的讯息一点都不了解，还劝我
考不上就去学舞蹈，他可以给我优惠。在志愿报考结
束后，我给他发消息，再也没有回复我”。
　　记者在网上找到一家号称专职提供高考咨询服务
和培养“高考志愿规划师”的机构，工作人员“董老
师”宣称只要3480元就可以拿到“高考志愿规划师”
的证书，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两个阶段的课程学习再通
过考试就可以迅速拿到证书。

  “无学历也可以报名，只要认真学，证一定能到手。
现在‘高考志愿规划师’的收费标准是3000元-5000元，
收费标准很明确，但是提供的内容模糊不清，即使这样
仍然受到考生和家长们欢迎。”“董老师”介绍“高
考志愿规划师”的“美好”前景。
　　当记者问到证书是国家哪个单位颁发的时候，
“董老师”声称证书是由职业认证中心颁发的，属于
全行业通用证书，还补充说该证书是事业单位发放
的，可以在证书颁发的单位网站上查到。“董老师”
还向记者展示了证书的样本，颁发单位是“中国管理
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据了解，中国管理
科学研究院是一家科研咨询机构。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2021版)，“高考志愿规划师”并不在目录
中，并且与此相关的职业指导师，也于2017年被取消
资格。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高考志
愿规划师”这一职业及其认证证书都未获得国家认
可。机构宣称的合规证书和高薪职业本就是不合法
的。机构可以做志愿报考相关的咨询，但是不能以此
进行商业炒作。
　　记者注意到，正因为如此，相关纠纷频频出现。
据公开信息，一家成立于2019年的智能教育机构官司
缠身，目前已经涉及51起诉讼，其中大多围绕机构所
提供的智能填报系统，不仅有个人诉讼，也有企业
诉讼。

规划师存不少问题，交钱培训即可拿证

 　业内专家指出，高考志愿填报是学生生涯规
划的重要环节，只有能力、水平都过硬的规划师
才能提供有益指导。如果考生和家长确有需求，
可以借助相关机构。但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这一行
业的规范整治，明确收费标准和监管体系，对那
些夸大宣传、乱收费的机构应加强监管和查处。
招生部门和高校也应进一步优化信息发布的渠道
和方式，加强信息整合，以更好地满足考生和家
长的需求。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
高考志愿填报行业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高
中学校、大学招生部门以及大学网站和正规国家
考试服务部门服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而大量
高考考生又需要这方面的服务。对于新事物，相
关部门也不能完全否定，首先要明确归哪个系统
管理，并且新行业一旦确定后，就要有行业规
范，审批和监管部门要有作为。
　　“从考生的角度来说，要提前对未来发展倾
向作出判断，不能完全依赖志愿填报平台，平台
只是提供一些参考信息。没有一种模式，或者某
几种模式能够适应所有学生，一定要尊重学生自
身特点和具体情况。”程方平说。
　　储朝晖建议，要加快推动“高考志愿规划
师”群体提高专业素质，更好地为考生服务。与
此同时，要进一步优化考试招生制度，让学生和
学校之间能够直接联系，学校也要规范招生简
介，让考生看得明明白白。
             据《法治日报》

行业整顿迫在眉睫

信息整合亟须加强

　　高考志愿规划师，顾名思义是为考生及其父母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一类人，他们
有偿向考生提供高考志愿填报的建议。相关调查显示，88.1%的高考生愿意选择高
考志愿填报服务，2022年我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为8.8亿元。在
火爆的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下，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开始提
供高考志愿规划服务，与此对应的“高考志愿规划
师”也越来越火热。这些“高考志愿规划
师”到底靠不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