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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靠谱“高考志愿规划师”不容易
“明成祖后人授课”“升职加薪课程 9900

元”……近期，互联网上出现一批打着“国学培
训”幌子，声称可以“调理身体”“改名旺运”的培
训机构，利用“易经大师”“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等
虚假宣传圈钱敛财。

披着披着““国学培训国学培训””马甲圈钱敛财马甲圈钱敛财

“他自称是尚德机构易朴国学院院长，明成
祖的后人，明代钦天监的传人，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在他吹嘘下，我花了
9888 元报名。”在新浪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
诉”上，“国学”“易经”等相关投诉词条超过4500
条，其中多以“虚假宣传”“欺诈消费”“退款”等投
诉内容为主，“交费后找不到人，退款没有答复”
等也较常见。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培训机构利用“国学光
环”和“大师名号”来招揽学员。

一 些 所 谓“ 国 学 培 训 ”机 构 随 意 编 造 头
衔，利用虚假身 份 将 授 课 老 师 包 装 成“ 国 学
文 化 高 级 传 承 师 ”“ 数 字 心 理 学 高 级 导 师 ”
等，声称拥有独家秘籍和高深教学经验。然
而在观看直播课后，记者发现，所谓“国学大
师”的讲课内容，却多以占卜、风水、算命为主，
如“如何改善地理环境能量”“如何拜财神才有
效”等。

一些机构则打着“免费课程”的幌子让学员
“高价”购课。

记者通过一则“国学培训公益直播课”的广
告，进入一个 85 人的微信群，该群由一名“班主
任”管理，组织群员参与“易轩老师”为期 4 天的

“免费课程”，首日直播显示在线人数15万人，评
论区也十分活跃。

一国学培训群里的“班主任”公布的课程价
目表，把“购课”称为“结缘”。

直播课上“易轩老师”声称：“我有一位学员，
她的孩子顽皮吵闹，静不下心学习，她找我为她
指点迷津，给孩子改名。改名后，孩子的成绩在
班级中前进了20名。”

课程结束后，“班主任”发了一张价目表，将
购课称为“结缘”，显示“学业有成，金榜题名”的
课程费用为9986元，“正财局”“旺运局”“桃花局”
等费用从6888元到9900元不等。

视频平台成为虚假广告视频平台成为虚假广告““温床温床””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国学培训”的虚假宣传
广告频繁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中出现，并呈现一些
新特点。

——特效剪辑“套路深”。记者观看部分
“国学培训”招揽广告发现，这些视频广告大多
利用特效技术剪辑合成，有的配音与口型完
全不符；有的利用拼接手法，嫁接处理权威视
频；有的利用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模仿知名人士
发声……这些经过处理的虚假短视频广告，容
易蒙蔽部分受众。

在某视频平台的一条插播广告中，长达一
分钟的“国学培训”宣传广告里，出现多名“国
学大师”，有的是在认真讲解“易经”，却被剪辑
嫁接进课程推荐中，有的是后期配音，口型与声
音不符。

——多重分身“易藏匿”。在某视频平台的
首页，滚动推荐的大图之一便是“骐骥——易经
大讲堂”的广告，广告将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
作为封面图，赫然标着“易经七天六夜课程，360
个知识点……”

然而，关闭重启该视频平台后，首页推荐的
广告变成“汉菱国学——易经讲堂”，其封面图和
广告语却与此前一模一样。记者通过链接分别
进入这两个小程序发现，他们同属于一家培训机
构——“尚德机构”。

记者查询后发现，“尚德机构”旗下注册多家
在线教育科技公司，有的虽然在“黑猫投诉”上已
有记录，但由于其“分身”众多，一家被投诉，也不
影响另一家招募学员。

——大数据画像“精准投放”。随着大数据
时代到来，精准投放广告的算法模式也被运用在

“国学培训”的招揽广告上。只要点击一次广告，
多个平台都会出现相关广告推荐。

本报综合消息

短视频平台
现伪“国学培训”圈钱

“父母对高考填报志愿不太了解，我
自己也不确定以后到底要学什么，所以我
们一致决定求助于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机
构，希望可以得到更明确的高考志愿填报
规划。”今年6月，参加高考的四川考生张
雨回忆说，结果发现不少问题，所谓“高考
志愿规划师”的服务很不靠谱。

和张雨一样在高考填志愿前向机构
咨询的人并不少，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
高三甚至更早就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相
关调查显示，88.1%的高考生愿意选择高
考志愿填报服务，2022 年我国高考志愿
填报市场付费规模为 8.8 亿元。在火爆
的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下，越来越多
的教育机构开始提供高考志愿规划服
务。当下仅“志愿填报”企业就多达2600
多家，与此对应的“高考志愿规划师”也
越来越火热。

高考志愿规划师，顾名思义是为考生
及其父母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一类
人，他们有偿向考生提供高考志愿填报的
建议。

这些“高考志愿规划师”到底靠不靠
谱？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当前高考志愿规
划行业鱼龙混杂，有不少应用程序可供用
户选择，但多数用户评价“不好用”；有些

“持证”规划师甚至分不清“哈工大（哈尔
滨工业大学）”和“哈工程（哈尔滨工程大
学）”；还有机构以老师均持有《升学规划
师执业资格证书》为幌子欺骗考生和家长
买课，而实际上该职业并不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最新版《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内。

规划平台问题频出规划平台问题频出
参考数据老有误差参考数据老有误差

张雨告诉记者，她和父母经熟人介绍
来到当地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接
待他们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穿着衬
衫，抱着电脑。双方落座后，这位规划师
立即进入正题，问了张雨的考试成绩和位
次后，便在电脑上进行了一番操作。

“好了，就是这些学校。”很快，规划师
便交给张雨一张A4纸，上面列了11所院
校。还没等张雨开口咨询相关专业，规划
师便称本次服务已经结束，收费5000元。

按照四川省的志愿填报规则，张雨需
填报9个院校，每所院校填报6个专业，一
共54个志愿。“这位规划师完全没有提供
填报专业上的帮助，整个过程极其敷衍且
不专业。”张雨气愤地说。

她注意到，对方有一个填报网站，在
上面输入数据就可以搜出等位分和学校
建议。而实际上，整个服务过程中对她有
帮助的只有这个等位分。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这样的网站或
App现在有很多。以某款号称“中国最权
威的高考智能志愿填报”App 为例，公开
数据显示，自其 2020 年推出 AI 智能填报
系统以来，共有1500万考生注册使用模拟
填报志愿。2022年注册使用模拟填报志
愿的考生达700万人，占据去年高考人数
的59%。

记者在这款App的“模拟填报志愿功
能”中输入分数，发现“稳保冲”院校的每
一栏里只会显示3个至5个院校，剩余院
校需要开通VIP查看，价格为98元。

但在某投诉平台上，这款App的VIP
机制饱受用户诟病。来自内蒙古巴彦淖
尔的张先生介绍，他花98元购买VIP后，
发现只有 3 天权限，3 天后如需使用就要
再次续费，而且在该App中只能更改两次
成绩。“我家孩子的民族加分只有报考省
内高校才有效，如果看省外其他高校就需
要改成绩。”

还有考生吐槽这款 App“信息不准
确”“录取概率都是假的”。

来自上海青浦的李同学去年高考后
使用该App预测录取院校，他将分数输入
App“录取预测”，看看自己有多大概率能
被心仪院校录取。“16%。”他被这个录取率
吓了一跳，可最后他还是如愿收到了这所
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我能被录取是幸运的，我们班很多
和我分数相近的同学看到录取概率后打
了退堂鼓，后来见我‘上岸’了，他们后悔

不迭。”李同学对记者说。
而来自河北沧州的王同学则是被这

款 App 的高录取概率“坑”了。系统预测
他有九成概率能被南京某所院校录取，他
便果断将这所学校填为第一志愿，可最后
与该校录取分数线相差甚远。

还有一些同学被这款 App 上公布的
学校信息误导了。来自四川一大学某独
立学院的刘同学说，她在报考志愿时，因
为信任这款App，便参考其提供的信息选
报志愿，看到该大学独立学院学费仅为
1700元便加入志愿备选，后被该校录取。

可开学前，刘同学却收到通知，学费
是17000元，并不是1700元。“这个错误的
学费信息将使我 4 年学费多出 61200 元，
我们家经济条件一般，父母压力很大。”刘
同学说。

投档线信息不准确也是不少使用者
反映的问题。来自辽宁盘锦的孙女士告
诉记者，河南某师范学院2022年在辽宁省
招收的物理类考生，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最低分数线为523分，但这款App显示分
数线为434分。“受错误信息误导，孩子最
后没被这所学校录取。”

来自贵州贵阳的李先生使用这款
App 为孩子填报志愿，根据会员分析报
告，李先生一共填写了18个志愿，结果18
个志愿全部脱档，无一录取。他向平台投
诉，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

受访者说，还有高考志愿填报平台免
费提供各高校历年录取分数线，开设“院
校专业介绍”“学科评估”等功能，但其提
供的分数线却与学校官网的录取分数线
不一致，且未及时更新院校新增专业、学
科评估等信息，如上海某高校今年新增设

“体育法学”专业，但在该平台中却未出
现。

规划师存不少问题规划师存不少问题
交钱培训即可拿证交钱培训即可拿证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服务存在问题，
“高考志愿规划师”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
少。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搜索“高考志愿规
划师”等关键词发现，一些培训机构打着

“高考志愿规划师，一份高薪且轻松的职
业”“从新手到老手：高考志愿规划师如何
稳定变现的秘密”“有证书的职业你确定
不来看看”等标语，用高薪和轻松这种关
键词来吸引用户注意。

来自安徽的考生章同学在今年高考结
束后便从社交平台寻找与报考志愿相关的
信息，一则“低分也能帮你填报志愿，艺术
生请进”的帖子吸引了她的注意，她通过私
信询问博主自己刚迈进本科的分数线该怎
么填报志愿，随后两人互加了好友，就这样
她被拉进一个“报考志愿”的群组。

“当时临近志愿报名结束，我赶紧联
系了群主，他让我付800元作为服务费，而
咨询过程中他给我的回复一直含糊不清，
提供的几所院校学费高得吓人，我就是被
他们骗了。”章同学说，“群主是一名舞蹈
特长生，他对美术专业的讯息一点都不了
解，还劝我考不上就去学舞蹈，他可以给
我优惠。在志愿报考结束后，我给他发消
息，再也没有回复我。”

记者在网上找到一家号称专职提供
高考咨询服务和培养“高考志愿规划师”
的机构，工作人员“董老师”宣称只要3480
元就可以拿到“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证书，

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两个阶段的课程学习
再通过考试就可以迅速拿到证书。“无学
历也可以报名，只要认真学，证一定能到
手，而且现在高考志愿规划师的月工资都
是上万元。”

“现在市面上高考志愿规划师的收
费标准是 3000 元至 5000 元，收费标准
很明确，但是提供的内容模糊不清，即
使这样仍然受到考生和家长欢迎。”“董
老师”介绍“高考志愿规划师”的“美好”
前景。

当记者问到证书是国家哪个单位颁
发的时候，“董老师”声称证书是由职业认
证中心颁发的，属于全行业通用证书，还
补充说该证书是事业单位发放的，可以在
证书颁发的单位网站上查到。“董老师”还
向记者展示了证书的样本，颁发单位是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培训中
心”。据了解，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是一
家科研咨询机构。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版），“高考志
愿规划师”并不在目录中，并且与此相关
的职业指导师，也于2017年被取消资格。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说，“高考志愿规划师”这一职业及其认证
证书都未获得国家认可。机构宣称的合
规证书和高薪职业本就是不合法的。机
构可以做志愿报考相关的咨询，但是不能
以此进行商业炒作。

记者注意到，正因为如此，相关纠纷
频频出现。据公开信息，一家成立于2019
年的智能教育机构官司缠身，目前已经涉
及51起诉讼，其中大多围绕机构所提供的
智能填报系统，不仅有个人诉讼，也有企
业诉讼。

行业整顿迫在眉睫行业整顿迫在眉睫
信息整合亟须加强信息整合亟须加强

业内专家指出，高考志愿填报是学生
生涯规划的重要环节，只有能力、水平都
过硬的规划师才能提供有益指导。如果
考生和家长确有需求，可以借助相关机
构。但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这一行业的规
范整治，明确收费标准和监管体系，对那
些夸大宣传、乱收费的机构应加强监管和
查处。招生部门和高校也应进一步优化
信息发布的渠道和方式，加强信息整合，
以更好地满足考生和家长的需求。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
平看来，高考志愿填报行业之所以会出
现，主要是因为高中学校、大学招生部门以
及大学网站和正规国家考试服务部门服务
不到位、信息不对称，而大量高考考生又需
要这方面的服务。对于新事物，相关部门也
不能完全否定，首先要明确归哪个系统管
理，并且新行业一旦确定后，就要有行业规
范，审批和监管部门要有作为。

“从考生的角度来说，要提前对未来
发展倾向作出判断，不能完全依赖志愿填
报平台，平台只是提供一些参考信息。没
有一种模式，或者某几种模式能够适应所
有学生，一定要尊重学生自身特点和具体
情况。”程方平说。

储朝晖建议，要加快推动“高考志愿
规划师”群体提高专业素质，更好地为考
生服务。与此同时，要进一步优化考试招
生制度，让学生和学校之间能够直接联
系，学校也要规范招生简介，让考生看得
明明白白。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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