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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提醒：

填报志愿警惕“高价”指导陷阱
6月27日起，本市启动高考本科志愿填报。针对近年来社会上出现

的一些“高价”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谨慎对待

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指导咨询，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愿填报风险。这里，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几年志

愿填报市场上的一些典型问题，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防范。

“内部数据”并不神秘

【案例】 一些机构或个人

宣 称 拥 有 所 谓 的“ 内 部 大 数

据 ”，能 够“ 精 准 定 位 ”，确 保

考 生 进 入 心 仪 的 专 业 ，从 而

诱导考生和家长购买高价服

务 。 经 核 实 ，这 些 数 据 并 不

准确，甚至存在误导性，多名

考生因信赖此类数据而填报

失误。

【提醒】 每年高考填报志

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

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

况和近年来各高校录取分数

情况，市面上的咨询机构或个

人所使用的参考数据均通过

该公开渠道搜集汇总。但由

于一些咨询机构和个人对招

生批次、招生政策没有进行深

入学习了解，在使用这些数据

时存在一定盲区和误区，反而

会对学生和家长产生误导。

“专家团队”并不专业

【案例】 一些机构打出“高

考志愿规划师”“权威专家团

队”等旗号，以此增加自己的

权威性，骗取考生和家长的信

任。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高

考志愿规划师”并无相关资质

和经验，有的甚至是临时招募

的社会人员，按照总部提供的

“ 台 词 ”给 考 生 和 家 长 辅 导 。

家长购买这些机构的服务不

仅花了冤枉钱，而且可能报错

志愿。

【提醒】 有关部门从未发

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

职业资格证书。今年，各地各

高校都组织了各类免费的线

上线下招生咨询活动，并加强

对高三年级班主任的培训，组

建专门的工作队伍，为考生和

家长提供细致周到的志愿填

报咨询服务。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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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应依据自身

的高考成绩、兴趣志向以及高

校 的 招 生 政 策 ，自 主 合 理 填

报，规划好个人未来学业和职

业发展之路，切莫简单交付于

某个机构或个人。

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案例】 一些机构利用考

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收取高

昂 的 服 务 费 用 ，且 定 价 不 透

明，服务内容“看人下菜”，存

在价格欺诈的嫌疑。某机构

推出高达数万元的高考志愿

填报指导服务，声称可以提供

“一对一”的专业指导，但多名

家长反映只是简单地提供一

些通用的填报建议，服务内容

与实际宣传严重不符，且收费

畸高，感觉受到欺骗。

【提醒】 教育部指导各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

构会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

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专项

治理，持续整治高价收费、虚

假 和 夸 大 宣 传 、恶 意 曲 解 政

策、实施欺诈、传播不良导向

等市场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同时，考生和家长也

要注意甄别，立足自身实际理

性填报，切勿盲目消费、冲动

消费。

渲染焦虑过度营销

【案例】 一些志愿填报指

导机构过度强调某些专业的就

业前景，制造“热门专业”的假

象，甚至发布所谓的“专业排

名”，以此来吸引考生购买服

务。这种“专业决定论”，刻意

渲染出焦虑氛围，而背后的真

实目的还是兜售课程、贩卖咨

询服务，以此牟利。有的考生

听信这类指导，盲目追求“热门

专业”，结果入学以后，发现自

己根本就不喜欢、不适合所报

考的专业。

【提醒】 目前，高校在人才

培养中普遍加强通识教育，注

重厚基础、宽口径，致力于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同

时，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高校均制定了学生转

专业的具体办法，为学生入校

后提供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

许多高校还推行辅修专业制

度，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因

此，考生和家长不必对专业选

择过分焦虑，“热门专业”并不

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只有与兴

趣和志向匹配的专业，才能实

现个人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相

较于考虑一时的专业“冷热”，

学生更应该将目光聚焦于自

身，结合个人志趣与自身所长，

追寻适合自己终身发展的职业

方向。

（本报记者 许 卉）

教育部发布高考志愿填报问答

填报志愿前要有

“四个了解”
本报讯（记者 胡梦蝶） 教育

部日前发布 2024 年高考志愿填

报十问十答，供考生和家长参

考。教育部提醒考生在志愿填

报前要做到“四个了解”，知己

知彼。

在志愿填报前，考生一要了

解国家需要，个人的成长与国家

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拟报的

学校和专业选择应充分考虑国

家和社会需要，立志在服务国家

和社会发展中体现个人成长价

值；二要了解个人情况，综合考

虑自己的高考成绩、兴趣特长、

未来志向等因素，理性考虑意向

学校；三要了解高校情况，比如

了解意向高校近年录取分数（位

次）情况、学校招生章程内容和

该校在本省招生各个专业人才

培养、就业前景等情况，考生还

要注意高校招生专业的选考科

目要求；四要了解招生政策，了

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志愿填

报办法、投档录取规则等信息。

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考生应及时

向有关招生考试机构、高校和中

学咨询。

在填报志愿时，考生应结合

本人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各方面

信息，科学选择，自主填报。考

生要做到合理定位，统筹考虑。

在初选方案时可按照“冲一冲、

稳一稳、保一保”的思路，结合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填报的志

愿数量，参照意向高校近年录取

情况，分冲刺志愿（往年录取位

次略高）、稳健志愿（往年录取位

次接近）、保底志愿（往年录取位

次偏低）三个区间段选择相应的

高校。同一区间段内几个高校

应参照往年录取位次适当拉开

距离，保持一定的梯度。要注意

选好保底志愿，防止所有志愿偏

高脱档。然后再对初选志愿进

行综合优化，根据意愿合理排

序，避免志愿顺序安排不合理带

来的风险。

教育部提醒考生务必在规

定时间内填报志愿，填报志愿

系统按照规定时间关闭，关闭

后考生将不能再填报。建议考

生尽早填报，尽量避免集中在

截止时间临近前填报。考生应

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号、

考生号等个人信息和志愿填报

系统密码等登录信息，不要泄

露给他人，防止志愿被他人篡

改。考生还要注意勿信小道信

息，谨防上当受骗。社会上一

些机构或个人开展的各类志愿

填报咨询活动存在政策解读不

准确、信息提供不真实、费用收

取不规范甚至诈骗等问题，考

生和家长不要轻信。

北航新增4个本博贯通试验班

本报讯（记者 许 卉） 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日前举办校园开

放日暨招生信息发布会，该校

今年将新增 4 个本博一体化人

才培养试验班，实行八年制贯

通一体化培养。

4个试验班分别为飞行器动

力工程、网络空间安全、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 4 个方向

的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分别依

托 4 个国家级试点学院，施行八

年制本博贯通一体化培养，围绕

“卡脖子”技术，为关键战略领域

输送高素质后备人才。

今年北航还新增与中央财

经大学合作项目，共同开展“计

算机+金融”联合学位培养项

目。两个学校将各设一个班，

北航通过信息大类招入，大一

结束后在进入计算机学院的学

生中选拔、培养，中央财经大学

则 在 高 招 中 可 报 考 该 项 目 。

北航今年在京总招生计划

295 人，相较去年增加 5 人。其

中，文科专业增加 8 人，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减少 5 人。同时，今

年学校将继续实行大类招生。

北航分设航空航天、信息、理科

和文科四个大类专业，经过第

一年的宽口径大类培养之后，

由学生根据个人志愿和兴趣，

自主选择专业学院继续学习。

升学、就业方面，北航招办

负责人介绍，2023 年北航本科

毕业生升学率达 74.36%（国内

深造率约 67.73%，本科毕业生

保研率 50%）。北航还与全球

31 个国家的 110 所大学建立了

114 个高水平校际学生交换项

目，每年提供 400 余个交换学习

名额，北航有海外经历的本科

生占比近 50%。毕业去向方面，

北航总体毕业落实去向率 95%，

每年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进入

航空航天系统，约三分之一毕

业生进入 IT 信息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