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给出的志愿方案靠谱吗？

志愿填报软件开发商北京清智
领航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曹长
丹 说 ，AI 填 志 愿 的 原 理 是 把 数 据

“喂”给 AI，比如往年各省份高校录
取信息、教育部门公开志愿数据、高
校官网信息、各地人才招引数据等。

“在此基础上，告诉 AI 足够的个人信
息和填报要求，它就能给出建议。”

AI 填报志愿的准确性和参考价
值如何？

“感觉数据挺全的，给出的院校
和我之前了解的差不多。”一名北京
考生说。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小强
说：“从技术角度看，AI 辅助填报志
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考生和家长
缩小需掌握的信息范围，给出看起来
比较成形的参考方案。”

“数据是决定 AI 填志愿靠谱与
否的关键因素。”耿忠诚说，如果收
录的数据不全，比如不包含位次信
息、部分地区加分等情况，AI 给出的
结果就会有误差。

记者以 2025 届考生身份，向多
个 AI 软件输入推荐报考院校指令，
不同 AI 软件给出的结果各异，“冲稳
保”不同梯队的 9 所院校中仅 2 所重
合。

记者注意到，AI 在展示深度思
考过程中，多次提及自身局限性，如

“仍缺少多所大学 2024 年录取数据”
“部分信息来自抖音视频，需进一步
验证其准确性”等。

多名业内人士提到，当前不少
AI 工具存在“幻觉”问题，可能编造
看起来合理可信实际上错漏百出的

信息。“去年 590 分对应位次是 1 万
名 ，但 AI 告 诉 我 位 次 在 5000 名 到
6000名。”山西一名考生家长说。

曹长丹认为，一些AI工具有效信
息增量不足，给出的结果仅停留在历
史数据的机械匹配，缺乏对动态政
策、个体差异和深层需求的挖掘。

“算法能够高效处理分数、专业
热度等数据化信息，但很难洞察不易
量化的个人发展关键维度。”北京一
名中学教师举例说，学生的家庭背景
可能影响其是否选择培养周期长、学
费高的专业，学生的抗压能力决定了
其能否适应某些高压职业环境……

“这些极其重要的个人化因素，
恰恰是算法模型无法通过标准数据
获取并纳入推荐逻辑的。”这名教师
说。

AI填志愿产品扎堆“上线”

“AI 一 键 生 成 最 优 志 愿 方 案 ”
“AI 大 模 型 ，让 志 愿 填 报 不 再 靠
‘蒙’”……近期，各类 AI 填志愿产品
扎堆“上线”，成为今年高考志愿填
报市场上的“香饽饽”。

短视频平台数据显示，最近一段
时间，AI 志愿填报相关话题播放量
近亿次。记者在工作日上午看到，平
台上数十个直播间推销 AI 填志愿产
品和服务，单个直播间最多几千人同
时在线。

在一个志愿填报咨询机构的直
播间，主播宣称其使用的 AI 辅助填
报工具，可以根据考生分数、地区、
偏好等信息一键生成志愿填报方
案。她边介绍边演示，输入相关信息
后，不到一分钟，一份包括专业、院
校、标注录取概率的志愿列表即生

成。评论区不少人提问咨询。
一名北京考生告诉记者，周围同

学和家长都很关注 AI 填志愿产品，
不少人已经试用。

据了解，目前较为热门的 AI 填
志愿产品，有的为教育部门推出、面
向高考生免费开放；有的是互联网企
业开发、多数服务免费；还有的来自
志愿填报垂类公司，价格从百余元到
几千元不等。

记者走访线下高考志愿填报机
构发现，AI 填志愿也是今年机构服
务的主推卖点。四川考生小杨说，高
考前家长就花 4000 多元找好了一家
志愿填报辅导机构，“机构宣传今年
升级了 AI 志愿填报功能，准确度更
高，就被说动了。”

北方地区一名考生家长近日购

买了一款 AI 高考志愿填报产品。“这
款产品可以根据孩子的个性化需求
进行进一步筛选。”该家长说，此前
试用了多款类似产品，感觉功能大同
小异，生成方案速度快，但比较大众
化。

记者注意到，有主播称所使用的
AI 填志愿软件为“省考试院官方指
定软件”，但实际并非如此。

高考志愿填报 App 优志愿创始
人兼 CEO 耿忠诚说，个别机构声称
其 AI 填志愿产品为自主研发，以此
收取更高费用，实际上用的是免费
AI 大模型。一家从事 AI 辅助志愿填
报机构的工作人员称，一些机构会把
订单转给他们来做，再将方案转卖给
考生和家长，“加价几百元或上千
元”。

“人机协同”做出最优选择

受访专家表示，在填报志愿过程
中，可以充分利用AI工具，通过“人机
协同”做出最优选择。

6 月 19 日，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团
队发布《2025高考志愿填报工具使用
指南》，系统总结了高考志愿相关的
100多个AI提示词模板。

张小强表示，提示词、上下文交流
内容等会影响AI的结果输出，应学会
使用AI工具，与其有效“沟通”。

耿忠诚认为，在采纳 AI 建议前，
应认真核实AI给出的志愿填报方案，

再次查阅学校历年录取分数、录取位
次和院校专业信息等，减少AI“幻觉”
和数据误差带来的影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张冉
建议，考生和家长在选择付费AI填志
愿服务前，尽可能了解产品“底细”，
如模型使用的训练数据、填报逻辑
等；使用过程中，尽量明确孩子的个
人偏好等个性化参数，让AI更清楚报
考需求。

近段时间，各地教育部门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重

庆、北京、山西等多地依托互联网和志
愿填报专家团队，帮助考生熟悉志愿
填报规则、流程和操作，提供咨询指
导。

多名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要仔
细阅读各省招考中心印发的报考指
南、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和院校官
网公布的招生政策等。“应让 AI 回归

‘工具’本位，避免过度依赖而产生误
判。”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高考处
副处长张玉国说。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新闻速读

作为将低空有人和无
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管理
的省级低空飞行服务机构，
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中心6
月 30 日正式向社会公众开
放服务。

据新华社

记者 6 月 30 日从在天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以“数
字经济新纽带 共拓合作新空
间”为主题的2025上合组织数字
经济论坛，将于7月10日至11日
在天津举办。

据新华社

第35届中国新闻奖参评材料6月30
日在中国记协网、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
进行公示。本次公示至 7 月 4 日结束。
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可通过电话、传真、
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中国记协评奖
办公室提出意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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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填高考志愿，靠谱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李紫薇周思宇 赵旭

各地2025年高考成绩陆续发布，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眼下的头等大事。
近期，AI志愿填报成为热门话题，相关产品受到关注。

AI填志愿，好用吗？靠不靠谱？“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5年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
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53亿
人次，同比增长 5.8%，日均发送旅客
1537万人次。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期旅客出行和货物
保供需求，在7月1日实施三季度运行图
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临客列车运行
图，安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402列，全国
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0
列以上，同比增长5.5%。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用好渝厦高
铁重庆东至黔江段、重庆东站等新线、新
站能力和京哈高铁京沈段、沪昆高铁杭
长段高标运行成果，有效提升区域旅客
运输能力。同时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
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
车和银发专列，在东北、西南地区增开哈
尔滨东至抚远、昆明至西双版纳等旅游
列车，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增开南北
疆方向主线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
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
打造高品质的旅行生活，激活暑期旅游
消费潜能。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
7月1日启动
预计发送旅客
9.53亿人次

新华社青岛6月30日电（记者 杨
湛菲 徐壮）2025 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
游消费季 30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启动。
记者从主场活动上获悉，文化和旅游部
于7月至8月举办2025年全国暑期文化
和旅游消费季。其间，各地将围绕消夏
避暑、滨海度假、观演赏剧、赶集看展、亲
子游乐、夜间消费等暑期文旅消费热点，
推出丰富多彩的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
举办超4300项约3.9万场次文旅消费活
动。

据介绍，消费季以“文旅惠民乐民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突出暑期文化和
旅游消费特点，组织各地策划开展精彩
纷呈的消费惠民活动，推出内容多样的
文旅新产品、新场景。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协调有关
机构推出系列消费促进活动及惠民措
施。主场活动上，中国民航局发布暑期
航空客运惠民服务措施；中国气象局发
布16条避暑旅游路线及特色文旅活动；
中国银联、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
文化和旅游消费金融优惠措施；中国石
化、大麦娱乐等企业发布了暑期线上线
下融合文旅活动及消费惠民措施。

消费季期间，各地还将推出消费券、
票价优惠、消费满减、折扣套餐等惠民措
施，发放超5.7亿元消费补贴，加大消费
惠民力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暑期美好
生活需要。

2025年全国暑期
文化和旅游消费季
将举办超4300项
文旅消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