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开通高考分数查询，
“高考志愿填报”备受关注。

记者注意到，今年，多家平台引入了“人
工智能、AI填报”这类新型工具，利用互联网
爬虫技术，收集教育领域相关信息，进而生成

“志愿填报”咨询产品。
同时，许多不法分子也盯上了志愿填报

领域并实施诈骗。

志愿填报类志愿填报类AppApp““一对一服务一对一服务””上线即售罄上线即售罄

随着各地高考生开始填报志愿，各类志
愿填报咨询机构持续火爆。记者在天眼查
App以“高考志愿填报”为关键词，共有2435
个结果，大多是跟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资讯
公司，从成立时间来看，最长的超过10年，最
短的成立时间不足一个月。记者注意到，不
少企业还申请了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专利。
比如某教育科技企业的“基于大数据的高考
志愿填报前预测录取分数线”，某网络安全科
技公司的“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考志愿填报
办法”等。

手机应用商店中也有数百款与“高考志
愿填报”相关的App，部分App声称通过AI智
能和大数据功能，结合高考成绩和院校历年
录取，可智能计算出学校的录取概率。在电
商平台，提供“大数据分析智能个性化推荐学
校”的“高考志愿填报卡”服务的产品种类也
有很多，价位多在200元到数千元之间不等。

记者下载了其中一款 App，以一位福建
理科类考生的成绩 615 分为例输入咨询，该
App显示有138所大学的相关专业可供选择，
录取概率从6%到99%，但该App仅提供23家
低概率大学名单。其余115家高概率名单则
需开通会员才能显示。价格方面，会员 5 小
时体验款为88元，普通VIP会员收费518元，

“一对一”超级VIP会员则收费7998元。记者
注意到，该类超级会员显示已经售罄。该款
App客服人员介绍，超级VIP会员项目由资深
老师全程一对一服务，每一届都限量提供。

“一上线就售罄了”。
北京一名高考考生家长对记者表示，他

已经下载过多个类似的 App，花费了近 1000
元来咨询相关的高考填报信息。但是各App
预测信息都比较雷同，缺乏个性化信息。只
能给你提供一个大致的概率。“我也知道这些
App 不可能给孩子填报志愿最终决策，但看
到家长群好多家长都在用，就忍不住跟风注
册了。”

人工智能填报志愿具有局限性可参考但人工智能填报志愿具有局限性可参考但
不能偏信不能偏信

随着今年人工智能的火爆，ChatGPT 填
高考志愿也成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记者就此
对 ChatGPT 进行了人工测试。“福建高考物
理类的615分应该如何填报志愿？”ChatGPT
回答的目标大学包括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中
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实际上，记者查询相关
资料获悉，今年福建高考物理类的 615 分全
省排名约 8000 名，根据往年的录取分数，除
了福州大学，其余大学录取分数以及排名均
比615要高出几十分。

“北京高考成绩 612 分可以报考哪些高
校？”记者采取不同关键词多次询问，发现每
次回答答案均有所不同，在一次答案中，其给
出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等不同组合。ChatGPT建议，除
了以上高校，还可以考虑其他一些特色鲜明
的高校，比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等等。同时，也需要注意各个
高校的招生计划，以及录取分数线等信息，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记者在查询相关
数据之后，发现 ChatGPT 填报高考志愿方
面，显然并不智能。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 6
月25日公布的2023年北京市高考考生分数
分布情况表，612分在全市的排名为8147名，
填报“北京大学”被录取的概率较低。

一位人工智能专家对记者表示，ChatG-
PT以及大部分的人工智能模型，它不是专门
为填志愿训练的，算法的训练很大程度依赖
于训练数据的选择，包括了建模方式，对考
生、学校和专业到底怎么评估，而且高考题目
每年的难度不一样，各地区考卷也不一样。
所以，目前依靠人工智能填报志愿具有局限
性。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类工具的作用，
大数据驱动的 AI 算法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

问题，高考考生及家长可以用来参考，但不能
偏信。

志愿指导认准志愿指导认准““官方信息官方信息””谨防上当受骗谨防上当受骗

记者了解到，“高考填报志愿”早已形成
了一条完备的产业链。以某填报志愿App为
例，其用户群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大用户群
是学生和家长；第二大用户群是高校；第三大

用户群是教育机构；第四大用户群是已经步
入大学的学长以及比较知名的高考志愿咨询
专家，他们通过入驻的方式提供咨询服务。

利用家长的焦虑和信息不对称，很多骗子
也盯上了高考填报志愿这个环节。根据公安
部门的披露，一些不法分子假冒“权威专家”，
自称掌握“内部大数据”，利用中介或网站、
App等对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导骗取钱财。

据某公安机关通报，某咨询机构打出广
告，称“与C9、985、211院校成功牵手”“著名
部属高校权威志愿填报专家组成团队”。事
实上，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
师”等职业资格证书。该机构一些所谓“志愿
规划师”都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只经过几
天培训就匆匆上岗，还有一部分“志愿填报专
家”并没有上过大学，按照总部培训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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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对孩子前途的
不负责任。

教育部官网曾发布预警：社会上有机构
或个人通过互联网、电话、面询等方式，向考
生和家长开展高校志愿填报指导活动并收取
高额服务费，存在政策不准、信息不实、误导
甚至诈骗等问题。并列举了包括谎称有内部
信息，夸大虚假宣传；谎称有内部人士，假冒
专家身份；谎称能精准指导，实则实施诈骗等
几种诈骗手段。

据了解，6月22日至28日，“2023年高考
网上咨询周”活动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
台”举行。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参加，
通过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等方式，为全国考
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指导和服务。考
生可通过“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相关网页、微
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参与咨询周活动。教育
部提示，考生应尽量寻求官方权威志愿指导
服务，警惕个人或校外培训机构“高价志愿填
报指导”诈骗陷阱。

北京教育考试院也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
要仔细甄别各类招生信息，要以北京教育考
试院和各招生院校等渠道发布的官方信息为
准，不要听信各种谣言，谨防上当受骗，谨防

“黑中介”招生诈骗行为的发生。
本报综合消息

老王最近有点烦，自己先后两次申请
加入儿子小王的班级微信群均被学校以小
王不同意为由拒绝。老王认为，学校已侵
犯了自己的监护权，遂将学校诉至法院，要
求学校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 5 万元。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
驳回老王的全部诉请。

案件回放案件回放

原告老王诉称，其与妻子离婚后，小
王一直由前妻抚养。因前妻阻挠，自己已
多年未见孩子。为此，自己曾联系小王的
班主任，但班主任只说了大致情况，不明
确告知小王的各科目期中、期末成绩。此
后，自己先后两次要求加入班级微信群，
但均遭到拒绝。老王认为，学校以征求小
王意见为由拒绝其入群的行为侵犯了自
己的监护权，导致小王脱离了自己的监
护，损害了亲子关系。故诉至法院提出上
述诉请。

被告学校辩称，小王现是初中生，与老
王系父子关系。学校没有让老王进入班级
微信群的决定是经征求小王意见后作出
的，该行为并未侵犯老王的监护权。且学
校也没有义务同意老王进入班级微信群。
即使老王不进入班级微信群，其也可以联
系学校和班主任得知孩子的在校情况。而
事实上，小王的班主任也曾如实向老王告
知过小王的在校表现，故认为学校不应承
担任何责任。

法院审理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学校未准
许老王加入班级微信群不构成对老王监护
权的侵害，理由有三：

一是学校已向老王告知过小王的在校
表现，老王申请入群两次遭拒后，并未再向
班主任、其他任课老师或学校提出要求了
解小王的有关情况；

二是收到老王加入班级微信群的申
请后，学校征求小王意见不属于过错。
小王虽系未成年人，作为初中生，有能力
就与其日常生活、学习关系密切的问题
发表意见。学校征求意见的行为已足以

让小王知悉老王了解其学习生活的意
愿，不会让小王造成老王对其不闻不问
的误解；

三是本案争议的根源在于老王认为其
对小王的探望权因前妻阻挠而无法实现，
但未就此提出相应主张，而学校系教育机
构，不宜解决家庭纠纷。法院最终判决驳
回老王的全部诉请。

宣判后，老王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
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随着微信的普及，花式建群悄然成
为社交风潮。家长群便是众多微信群中
的典型代表。一群在手，父母足不出户
便能轻松掌握孩子的在校种种。那么，
学校如果拒绝家长入群，是否侵犯了其
监护权？

我国《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
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
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
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
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该条款明
确了父母对子女的监护职责，确保子女的
合法利益不因父母离婚而受到损害。本案
中，老王虽和妻子离婚，但其对小王的抚
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不因离婚而消
除。其作为小王的监护人，负有对小王的
人身、财产以及其他一切合法权益加以监
督和保护的义务。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
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那么，学校拒绝老王加入班级微信
群是否侵犯了老王的监护权呢？我们可
以从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进行分
析。

首先，学校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
根据我国《教育法》第30条第4款规定，学
校负有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
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
情况提供便利的义务。在保护孩子身心
健康的前提下，学校应视情况紧急程度采
取电话、微信、短信、电子邮件、家访、到校
面谈等方式向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履行
相应的通知和告知义务，并在受教育者及

其监护人要求知悉受教育者在校情况时
积极予以配合。本案中，小王的班主任曾
应老王的要求告知了小王的在校表现，而
拒绝入群和告知具体成绩均系征求小王
意见后作出。此后老王也再未向学校或
在校老师了解过小王的相关情况，因此，
老王关于学校没有提供相关便利的主张
并不成立。

其次，学校征求小王意见后拒绝老王
入群是否存在过错？我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 19 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
发展情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
决定前，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充分考虑其
真实意愿。这也与《民法典》第 35 条确立
的“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相吻
合。本案中，小王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但能正确理解拒绝向老王告知具体成
绩、允许其入群带来的影响，且上述事宜涉
及高度个人化的决定，在符合小王年龄、智
力的基础上应赋予其充分的话语权，尊重
其自主判断后作出的决定。举重以明轻，
小王的监护人尚且需要尊重其真实意愿，
那么，学校征求小王意见的举动更无可厚
非了。

最后，学校拒绝老王入群并没有妨碍
老王监护权的行使。老王仍可通过其他沟
通方式向学校和在校老师了解小王的在校
情况。学校征求小王意见本身就足已让小
王知悉老王关心其学习生活，不会给小王
造成亲子关系淡漠的误解。综上，学校不
存在侵犯老王监护权的行为。

除了通过学校了解小王的学习生活
情况外，老王也可以通过行使探望权增进
父子感情。如前妻不配合，老王可诉至法
院要求行使探望权，对于拒不协助另一方
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或者组织，可以由
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
施。在满足特定条件时，老王还可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
法解释第56条之规定，提起变更抚养关系
之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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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填报高考志愿不咋靠谱

想加入儿子班级群被拒学校是否侵犯了家长监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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