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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注意这些事

　　○查录取真假
　　正式录取结果可通过本省教育考试院（招
生办）官网等渠道查询，合规的录取通知书
上的信息（包括录取学校名称、专业和层
次）应与官网一致。
　　○查学校真假
　　符合招生要求的高校名单可在教育部网
站、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省教育考试院
官网等查到。
　　另外，考生填报的志愿是高考录取的
依据，未报考的学校发来的通知书，肯定
是假的。
　　○查录取日程
　　有的不法分子会抢在正规通知书发
放之前，发放伪造通知书，以抢占生
源。考生可以根据录取日程或高校发
布的信息来推断通知书的真假。

　　○看校长签名
　　据规定，各高校录取通知书须有校长签名。如
果录取通知书上没有校长签名，或姓名不准确，可
判定为假。
　　○看快递
　　正规通知书由邮政EMS寄送，使用通知书专用
信封，签收时需要出示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
件。以邮政EMS以外的方式派送的“录取通知
书”，统统为假。

  ○认真检查内附材料
　　除录取通知书外，邮件内一般会附有开学注册
流程、生源地贷款政策介绍、学费缴存银行卡、电
话卡等材料（以学校公告为准）。
　　签收后，同学们应第一时间检查材料是否齐
全，并仔细阅读相关内容，牢记报到时间、流程等
关键信息。
　　○弄清学费缴纳方式
　　学费的具体缴费时间、缴费方式等信息，录取
通知书内均会作详细说明，新生可按指引完成。一
般来说，新生入学缴费方式分为三种：银行代扣，
在学校指定的时间段内提前激活通知书附
带的银行卡，并转账缴存
学费；

自助缴费，部分高校官网支持微信或支付宝扫
码缴费；线下缴费，在规定时间内前往学校财务
处缴纳。
　　○及时申请助学贷款
　　家庭暂时困难的学生在入学前可申请两类贷
款：生源地助学贷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
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为生源
地；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可向高校学生资助部门
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为学校所在地。
　　○酌情办理户口迁移
　　到外地就学的学生如果有在外地长期发展的计
划，可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将户口迁
入学校集体户口。迁入后，读书期间能享受所在地
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
　　○做好入学准备
　　整理好必要材料，如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
证、免冠证件照、身份证及复印件若干、户口簿复
印件等（以学校要求为准）；购置学习及生活用
品，如电脑、专业书籍、常用衣物、住宿用品等；
了解学校及所在城市，关注高校的官方信息发布渠
道，及时了解最新信息。如去外地读书的，还可提
前了解当地气候、学校附近交通情况等。

　　收费万余元

　　一场夏令营能收获大学通关秘籍？

　　“这高考生的生意，能做的可真不少！”前段
时间，刚被推荐完志愿填报服务，家长王琦手机里
的各种机构微信群，又陆续开始推送面向准大一新
生的信息，强调入学就要“赢在起跑线”。
　　比如，一份上百页、主打暑期自我提升的“超
车计划”手册，内容涵盖了40多个暑期或新入学期
间需要了解的领域。有些内容在王琦看来还真有点
用，比如免费的学习网站汇总、列出暑期计划表、8
款提升学习效率的App等。
　　但通篇看下来，王琦感觉这份宝典有点“过于
细致”了，光是建议学的内容就有好几十条，还有
些内容带着急功近利的“拧巴感”。比如在“竞选
班委”“准备学生会竞选”这两段，与其说是介绍
岗位职责，不如说是在做利弊分析，传递出一种
“当这个‘官’是为了某些好处”的感觉。
　　手册推送不收费，但若需要进阶服务，家长的
钱包势必得做好准备。某机构此前举办了一场线下
讲座，其间详细推荐了帮助准大学生完成“高中到
大学过渡”的夏令营，以及后续的“大学陪跑”等
服务。
　　“也许你感到困惑，为什么他成为第一个入党
积极分子，为什么他成绩比我差却拿一等奖学金，
为什么他成了学生会主席……很多人领先在高中，
迷 失 在 大 学 ， 也 有 人 落 后 在 高 中 ， 奋 起 在 大
学……”从宣传内容来看，该夏令营课程包含情商
语言表达、学业职业规划，以及破冰行动、模拟竞
选、企业参访等。通过这为期一周的夏令营，准大

学生得以在人际关系、核心能力、未来方向等多方
面得到提升，从而“预判大学雷区，收获通关秘
籍”。
　　夏令营外，学生还可加入机构的微信群，享受
大学期间“陪跑”服务。从现场展示案例来看，机
构会发布一些实习资源、比赛消息、各类考试复习
资料等，并解答学生的问题与困惑，这些服务收费
万余元。

　　挖掘“焦虑生意”

　　听说“陪跑”服务家长心情“非常矛盾”

　　记者发现，全国已有不少城市“试水”此类生
涯规划课程，多安排在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后至开学
前。“撕碎迷茫”“大学第一学期脱颖而出”“一
步领先步步领先”等标语，无不传递出“不提前模
拟，等孩子入学自己去体验就来不及了”的紧
迫感。
　　对支付高昂费用，让孩子在入学前先上个“模
拟培训班”，以及大学期间持续获得机构的帮扶指
导，家长们看法不一。有机构在宣讲中举例：某同
学高考失利，进入二本院校，但她没有放弃，积极
参加各类实践比赛，与机构老师经常沟通，探讨研
究方向，最后成功考入名校研究生。
　　“这还得看孩子自己。”一位家长暗自嘀咕，
能主动参与活动、“逆袭”考研的学生，难道不花
钱请机构辅导，自己就获取不到信息、找不到本校
老师指导了吗？“有的孩子就算花了钱，把信息推
送到面前，天天追着问学得咋样，不愿意参加还是
不参加，不想学还是不学”。
　　即便无法量化，机构在一众学生中挑选较为优
秀的作为案例进行宣讲，确实会令家长颇为心动。
一位母亲形容自己刚听说有类似服务时，心情“非
常矛盾”。一方面感慨，机构太能花心思了，居然
在孩子上了大学后还能挖掘出“焦虑生意”。一方
面质疑，作为成年人，难道上了大学还要手把手
教，不给他一些探索、试错的空间吗？另一方面还
有些犹豫，机构万一确实更有经验，帮孩子“少走
弯路”，比家长说话好使，再有些实习资源，那钱
花得也值。

　　由于效果因人而异，难以预知评测，机构的帮
扶更像是一种“玄学”。而在一些消息推送的背
后，还可能隐藏着其他生意。“数学建模比赛参与
门槛不高，具有高含金量、高性价比、高回报率的
优点，对升学、留学、找工作都有很大作用，你值
得拥有。”记者在某升学咨询群内看到，老师隔三
岔五会推荐一项数学比赛，号称“九月开赛，六七
月准备完全来得及，0基础也能帮你数模获奖”。
　　而当记者跟老师一对一咨询时，对方口风大
变：“这个比赛只是参与门槛低，得奖难度还是很
高的。我们这里有专门针对比赛的培训课，价格是
4990元，包含40多项课程……”

　 关注官方平台

　　学校职业规划专业而且免费

　　事实上，许多机构收费的“过渡”“陪跑”等
服务，早已是高校里免费提供的内容。以北京物资
学院为例，其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燕燕表示，该校
有关生涯教育和职业规划的课程，大一阶段就在开
展，并涵盖学生全部的大学生涯。
　　“每个专业的新生，刚入学时会有一门专业导
论课，授课老师都是系主任以及资深教师。”张燕
燕介绍，通过这门课，学生能够对专业到底学的是
什么、将来能做什么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之后的学习
生活中也会更有目标。除此之外，学校还安排“职业生
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从大一一直上到毕业。
　　此外，像活动、比赛、实习等各类信息，学生
只需关注学院、学校的公众号和就业信息网等平
台，就能轻松获取，且全部免费，其中有些资源还
是“独家”面向本校学生的。从这一点来说，张燕
燕不建议为了“获取信息”而购买校外机构提供的
服务。“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与其去问所谓机构
的专家，不如问自己学校的辅导员，他们才是最了
解、最关心学生的人”。
　　在张燕燕看来，“职业规划技巧”“生涯发展
技巧”等固然重要，但初入校门，学生最应该做
的，还是先花精力上好专业课，打牢知识基础。
“练就过硬水平，再搭配职业规划能力，未来的发
展才会更好”。        据《北京晚报》

“焦虑生意”盯上准大学生的钱包
 

 2 0 2 5高考志愿填
报尚未落下帷幕，面向准

大学生的活动招募已是如火如
荼。撕碎迷茫、脱颖而出、赢在
起跑线……机构推出各式“过渡”
“体验”夏令营，以及“大学陪
跑”服务，动辄费用过万。本以
为高考结束，可以好好放松一
番的学生和家长，不断卷起

新一轮纠结和焦虑。

　　随着2025年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陆续
发出，诈骗分子动起歪脑筋，各类陷阱
层出不穷，甚至伪造录取通知书，以骗
取学费、报名费等钱财。对此，准大学
生们一定要擦亮双眼，认真鉴别。

  五招鉴别录取通知书真假

        入学前做好五件事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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