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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的高考志愿填报靠谱吗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考得好更要报得好”“名师指导弥补分数不足”……目前，高考付费填报志愿已经成为
一门火爆的生意，收费从数百元到近万元不等。对此，一些考生和家长也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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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御河新城西区自住房一套，108.28平方米，全阳
三室两厅一卫，精装全屋木地板。紧邻运河区实验小学、
育红小学、二医院，生活便利。带车位储藏室售138万元。

联系电话：18812177199
售房

为了女儿的高考志愿，市民
刘静雅和丈夫一直争论不休，刘
静雅想付费选一家志愿填报机
构，丈夫却不认可，认为很多机
构根本就不专业，不如自己多花
点时间了解相关知识，自己填报
志愿。

6月24日晚，我省高考考生
陆续知晓了高考分数，紧接着就
要填报高考志愿了。是选择付费
填报，还是自己填报，或者是找
有经验的亲朋填报？选择哪种方
式让有些家长拿不定主意。

应届生家长的困惑

市民刘静雅的女儿今年高
考。送考时，刘静雅就收到了多
张宣传单。发传单者无一例外都
热情招呼，可以提前看看高考志
愿填报服务，考得好不如报得
好。

几位手拿宣传单的家长们
讨论的话题变成了：要不要选择
付费填报志愿服务。

刘静雅发现，宣传单上用大
号醒目字体印刷着“考得好更要
报得好”“名师指导弥补分数不
足”“低分捡漏儿好学校”等类似
的话语。有一份资料上甚至写着

“60%左右的考生及其家长缺乏
对于高等院校和专业的正确认
知。新高考改革增加报考难度，
2022 年河北 4.8 万考生过线却
无缘本科。不了解清楚就随意填
报，易导致未被理想院校录取甚
至退档滑档。”

对此，刘静雅也很焦虑，是
不是也应该给孩子选一家志愿
填报机构呢？她将自己的想法告
诉丈夫，却遭到了丈夫的反对。

几番争论，夫妻俩决定，先
问问再说。刘静雅通过宣传单
上的微信号与一些志愿填报机
构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一打
听价钱，她也打了退堂鼓，最便
宜的一家也要收 2980元。后来，
在其他家长的推荐下，刘静雅
在网上花 380 元买了一张高考
志愿填报卡。

自己花了冤枉钱

市民张爽的孩子 2021年参
加高考。这是河北省实行新高考
政策的第一年，“专业+院校”“平
行+顺序”模式，让很多家长搞不
明白，怎么报这 96个志愿可难
坏了张爽。为此，她从孩子上高
三时就开始学习志愿填报相关
知识。慢慢地，她明白了是怎么
回事，这种报考模式没有调剂，
是根据考生的志愿依次录取的。

可是随着高考的临近，她又
担心自己掌握不全面，耽误孩
子，禁不住一家机构的宣传，她
交了 1000 多元让对方报志愿。
孩子分出来了，考了全省 1700
多名。机构给出了他们填报的志
愿，可以说完全没有考虑他们家
的因素。

张爽家的孩子最想学建筑
专业，可是这家机构把这个位次
能上的学校，按照所谓的“冲、

稳、保”策略将所有专业都给列
了出来。最后还是按照张爽和孩
子商量的结果报的志愿。“这
1000多元钱算是白花了！”

高考结束后，家住市区天成
名著小区的张瑜接到了两位朋
友的咨询电话，询问的内容都是

“你家儿子去年报志愿选的机构
怎么样？靠谱吗？”

作为一名过来人，张瑜向朋
友介绍了去年儿子高考报志愿
的经历。

“按照‘专业+院校’‘平行+
顺序’模式填报志愿，选择性更
大了，但也更摸不清方向了，很
希望向专业人士咨询一下。”为
此，在儿子高考前一个月，张瑜
就选择了一家志愿填报机构，并
预交了 4280 元的费用。高考结
束后，她参加了一次机构组织的
志愿填报讲座，当时前去听讲座
的有30多位家长。

“看来，高中阶段的最后一
次投资，很多家长都舍得。”张瑜
感慨道。

儿子的高考成绩 450分，高
出本科分数线 20分。除了和志
愿咨询师沟通，张瑜也请了几天
假，专门在家研究志愿填报问
题。

随着了解的增多，张瑜发
现，原来志愿咨询师所说的很
多知识都可以通过网络查询
到。

结合志愿咨询师给出的报
考方案，张瑜又进行了适当调
整，最终确定了儿子的高考志
愿。

依据自己的经验，张瑜告诉
朋友：“其实，家长如果有时间研
究志愿填报事宜，完全可以不花
这笔钱。事实上，很多指导机构
的所谓数据库，也都是根据学校
官网、教育部网站和阳光高考平
台上的公开信息来归纳总结
的。”

自学 3 个月
成为“专家”

市民刘永强的儿子去年参

加了高考，高考志愿就是他给孩
子报的。

为了给孩子报志愿，孩子
进入高三下学期刘永强就开始
学习相关知识。在手机上，他关
注了好几个有关高考志愿填报
的 账 号 ，一 有 时 间 就 学 习 。

“985”“211”“双一流”“C9”……
很快他就明白了全国高校基本
情况。接着“专业+院校”96个平
行志愿的模式，他也明白了怎
么回事。

“最难的是专业的选择，因
为之前问孩子喜欢什么专业，没
有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这给我
带来了很大工作量。”根据孩子
平常模拟成绩，刘永强整理了
30多所高校所有专业最近三年
的录取成绩和位次。“那些热门
专业，我还登录学校的招生网
站，查了他们在河北省招多少
人。”

学习了 3个月后，刘永强骄
傲地和妻子说：“我现在可以说
是‘报考专家’了。”

孩子发挥正常，高考位次在
刘永强的预测中。“孩子没有喜
欢的专业，我们就采取排除法剔
除他不喜欢的专业，这可以说是
针对没有明确目标考生的一个
报考窍门。”

“填报神器”
说法不一

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作为一
个新兴服务行业，这些年之所以
快速崛起，原因在于信息不对
称、服务不对称。一些家长面对
高考招录新规则时的“毫无头
绪”，对于各地高校、相关学科及
就业行情的“一无所知”，这些都
需要专业人士的指点。市场需求
巨大，服务自然孕育而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市面上
各种填报志愿的App层出不穷，
从数百元的智能填报卡，到上万
元的一对一专人指导都有。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里输
入“高考志愿”，搜索结果显示与
其相关的有近50个App，都号称
能帮助考生填报志愿。

记者查看多个高考志愿填
报手机应用，发现均可提供免费
试用服务。选择高考省份，填写
分数和所选科目后，系统会推荐
适合“冲”“稳”“保”的院校，并标
出录取概率。不过，要想查看完
整信息，需要支付费用。

记者以河北省物化生组合
估分 620分为例，分别在 4个平

台尝试进行智能填报。从结果来
看，有平台给出26个“冲”、45个

“稳”和59个“保”的志愿表。
相比之下，同样的分数某平

台给出的推荐学校多达1262所，
仅“可保底”就有 834所。更离谱
的是，“适合我的大学中”，“985”
学校居然有 67所，而事实上，我
国的“985”高校总共也就39所。

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志愿填
报卡也在火热销售中。以一款售
价 300元的志愿填报卡为例，客
服称填报卡为一人一卡，高一、
高二、高三学生均可购买。

因为志愿填报卡价格不高，
选择的家长不在少数，多家店铺
的实时销量都在1000张以上。

但一些买了志愿填报卡的
家长却觉得有些鸡肋。刘静雅
说：“说是智能填报，也只是列了
一大堆干巴巴的信息，具体这些
大学和专业有什么特点，孩子适
合报哪个，还是要自己到处查
询。上百个备选项，也不知道该
怎么挑，想要后续服务，就得继
续缴费。”

高科技并非万能

采访中，记者发现，高考志
愿填报软件的套路都差不多，先
以免费咨询引诱考生注册，想更
精准选校，就要付费了。

至于价钱更高的志愿咨询
师为家长和考生指导志愿填报，
也是通过相关软件来进行的。

填报软件最大的功能是把
各个渠道的零碎信息整合到了
一起，省了家长自己到处收集信
息的麻烦。但是，最终的录取结
果和很多因素有关。

采访中，多名往届高考生家
长建议，家长在面对志愿填报这
件事时应当理性，不是必须要付
费进行志愿填报，只要自己肯研
究规则，也一样可以填好志愿。
如果要选择填报机构，一要留意
机构本身的从业资历，二要看咨
询师本身经验是否丰富。

沧州市第一中学一位老师
告诉记者，他经常遇到高考学子
填报志愿后后悔的情况。不少学
生在报志愿的过程中一头雾水，
不了解志愿填报的方法，不了解
自己的兴趣、优势以及以后的从
业方向，更不了解专业的发展方
向。因此，很多学生以高出录取
分数线很多分进入报考专业，还
有很多学生盲报，觉得只要被录
取有学上就行，不考虑专业就业
情况。

这位老师提醒，“其实学生
和家长有能力自己报志愿，不应
把填报志愿的主动权完全交给
机构。一方面，付费机构很难通
过几个小时了解学生的个人喜
好，而且付费机构质量也不能保
证。另一方面，现在互联网很发
达，多在网络上找信息，多问老
师，多咨询学长就能把志愿报
好。”

“志愿报考某种程度上关系
学生未来就业，马虎不得。无论
是选择哪种方式报考，考生自己
都应该掌握主动权。”这位老师
建议。

家长正在查询志愿填报信息家长正在查询志愿填报信息

电商网站上的志愿卡电商网站上的志愿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