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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指纹选专业”“咨询费动辄上万”

部分高考志愿填报机构“花式圈钱”调查

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咨
询机构的数量和市场规模逐年
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
需求。一位高三班主任告诉记
者，班级内超过半数的学生家
长会选择通过 AI 或咨询报考
机构帮助孩子报考。但受访专
家认为，当前相关市场仍处于

“野蛮生长”和“自由扩张”阶
段，各类报考机构鱼龙混杂，考
生和家长要提升辨别能力，按
需理性选择。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
长熊丙奇建议，进一步重视和
加强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完善
相应课程体系，培育壮大师资

力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
职业生涯课程与实践相结合，
将大学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前
移，与中小学相衔接，加强职业
启蒙教育。例如在小学阶段组
织学生参观实训基地，在中学
阶段为学生进行专业和学校的
宣传和普及。

受访人士建议，提升考生
和家长对 AI 等新技术的认知
和技能掌握能力。特别是对相
关报考学校和专业的信息筛
选、信息识别、信息收集能力，
并完善人工智能在报考领域应
用的监管制度。例如要求社交
平台在高考有关内容中放大AI

生成提醒，建立用户举报机制
等，对一些在互联网上刻意制
造、渲染焦虑情绪的自媒体账
号加强监管，维护良好的网络
运行环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廖
圣清建议，进一步规范高考志
愿填报咨询市场建设，对机构
进行有效日常监管，规范咨询
收费标准和专业评价体系，
对虚假宣传、天价收费的机
构进行处罚，开通家长投诉
通道和平台。让高考志愿填报
回归满足考生专业需求的初
心，避免其沦为逐利、不负责任
的“生意”。（据《经济参考报》）

“原价 15000 元，提前一年报名仅需

9800元”“4000元获得软件使用权，专家指

导需要 12000 元”……全国高考分数公布

后，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们的“头等大

事”。记者走访发现，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

构门庭若市，服务费用在一两千元至数万

元不等。一些机构今年还打出“AI指导报

考”“指纹分析选专业”等花样卖点，利用考

生和家长对报考选专业的信息差制造焦

虑，大肆宣扬“滑档”考生案例“敲警钟”，一

步步引导付费，围猎考生家长的“钱包”。

“现在高考报名要面对 800 多个专业，2000
多所学校，家长很难自己搞明白。”在东北一家高
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工作人员对一位高三学生
的家长说，“我们一年只服务30个考生，满了就
不再增加了。”

很多机构“漫天要价”。记者走访发现，高考
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大多设立在高中周边的自习
室和课后辅导机构内，往往集中成片，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运营。北方某高中附近的咨
询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手里每年有30个
咨询名额，今年已经售罄，但是可以买明年的。

“原价15000元，给高二孩子报名9800元，如果孩
子高考后才来报名，价格是13000元。”

机构圈钱手段花样繁多。在一家网络平台
上，一家培训机构宣称，“只需要五步，加上
DeepSeek 的智能助理，在家就能精准完成志愿
填报。”还有报考机构推出“皮纹检测技术”，通过
分析考生的十指指纹出具报告，包含智力潜能、
艺术和体育天赋、全脑开发测试等多项测评结
果。工作人员表示，其原理是通过指纹分析考生
各脑叶功能强弱，得出先天潜能，从而得出最适
合其报考的学科专业。

不少家长觉得，高考决定人生命运，这个钱
必须花。日前，一位高三考生家长王先生和妻子
参加了一家高考报考咨询机构的线下宣讲会，花
费4000多元购买了一个报考软件的使用权，帮
助孩子选择学校和专业。“我本来还在考虑要不
要买软件，孩子妈妈已经去排队了。”王先生说，
这个价位只能自己用软件，如果想跟专业老师一
对一咨询，还得再花很多钱。

也有家长疑惑，志愿填报咨询到底值多少
钱？“高三学生，要花5000元找人填报志愿吗？”
在一些社交平台，经常有家长发帖咨询网友。“一
定要找，我侄子去年花了 8000 元找的，报得不
错。”“不用找机构，花的都是冤枉钱。”如此两极
分化的回复充斥评论区。

随着新高考模式推广，选
科组合从过去传统文理分科扩
展至12至20种不等，不少家长
表示，新的科目选择和分值计
算方法，外加成百上千所学校
和专业增加了报考难度，因此
希望通过咨询机构来规避“滑
档”风险。高考志愿填报咨询
机构正是掐准了家长们的焦虑
情绪和考生择校选专业时的迷
茫，并渲染和夸大个例考生的
报考经历，引导咨询者支付高
昂费用。

利用“一考定终身”等话术
制造焦虑。一位自称是高校教
师的咨询师告诉记者，自己教
的学生中就有因为不喜欢所报
专业，大三还退学重回高中参
加高考的案例。“权威调查显
示，学生在填报志愿时，有50%
的人可能会选错专业。专业选
不好不仅孩子痛苦，家长也痛
苦。”“全国2000多所学校、七八

百个专业，家长如果不想花这
份钱，那就得自己花时间把这
些东西都搞清楚。”记者采访的
一位“高考志愿报考师”说。

宣传“专业团队指导”“保
录取不滑档”。在一家高考志
愿填报咨询机构，工作人员介
绍说，机构通常会派三位博士
专家，为每位付费咨询的考生

“量身定制”专业的报考建议。
一些机构工作人员称，会与家
长签订“升学规划服务委托咨
询协议书”，如出现退档、滑档
情况全额退款。在一家线下咨
询机构，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
了“独家研发”的数据系统，“这
个系统会根据考生的分数，按
照‘冲、稳、保’三类志愿提供报
考参考，避免滑档。”

但业内人士指出，有的所
谓“规划师”仅仅经过几天培训
就上岗，连大学专业分类都不
清楚，却动辄收取上万元的咨

询费。为了保录取，这些机构
往往会求稳，让考生填报分数
线较低的学校和专业，本科滑
档还可以用专科接替。

合同隐藏“霸王条款”导致
维权难。有网友现身说法，表
示自己交了 4000 多元，发现没
有什么服务之后要求退款，但
是机构表示，交款的时候在电
脑上进行过学业规划的测试，
要扣掉1000元钱。业内人士指
出，一些报考机构与家长签订
的合同里，暗藏“文字游戏”，
导致退款难、维权难。例如

“方案确认后视为服务完成，
不予退款”“不能以录取结果
不满意为由退款”“因考生提供
信息有误导致的错误，机构免
责”……“这些文字的最终解释
权都在机构，甚至还有机构在
合同里写出现纠纷找仲裁，导
致无法诉讼维权。”一位高中教
师对记者说。

“4000元软件想咨询还得再付费” 专业话术“套路”家长付款

鱼龙混杂需加强规范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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