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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中考考场，就进衔接班
机构渲染初升高“陡坡效应”，学生一个暑假花费万元起

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张明月

市场规模庞大
收费动辄上万元

近几年的高考季，张雪峰
总能频繁成为热点话题人物，
选择高考志愿的重要性也
更多被提及。确实，受种种
因素影响，部分考生的志
愿填报结果不尽如人意。
据中国青年报调查数据，
在上万名被调查的大学生
中，有67 . 9%的人称报志愿
时并不了解所选专业，报
考专业是“盲目的”；71 . 2%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
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于是，在张雪峰等“网
红名师”频繁出圈的同时，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也被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高考志
愿规划师逐年增多。艾媒
咨询调研数据显示，2023
年，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
场规模约为9 . 5亿元，是
2016年的7 . 3倍。企查查提
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现有高考志愿填报相关企
业1462家。今年前5个月，
新注册的高考志愿填报相
关企业同比增加23 . 5%。

目前，高考志愿填报
服务已经从一线城市逐渐
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乃至县
城。浏览高考志愿规划师
培训机构的宣传资料可以
发现，高考志愿填报一对
一咨询在一线城市普遍服
务收费标准在6000—30000
元 / 人 ；二 三 线 城 市 在
4000—20000元/人；四线城
市普遍在3000元/人以上。
不同城市有所差异。

拿证快 水分大
资格证书不可信

志愿填报行业水涨船
高，所谓“高考志愿规划
师”是否确有资质呢？在社
交平台，有网友发布“高考
志愿规划师”考证攻略，称

“年满18岁，中专及以上学
历就可报考”，一年有四次
报考机会，理论知识满分
1 0 0分，6 0分及格即可拿
证。

一家培训机构表示，
“0基础、0门槛，从0起步学
习掌握高考报考”，只需要
21个课时，每节课1 . 5个小
时，“21天成为高考规划师”，获
得教育部官方颁发的证书，并
提供证书盖章为教育部教育技
术与资源发展中心培训结业专
用章。培训费用原价3680元，限
时优惠价格只要1680元。“培训
后可以入驻平台，免费使用高
考报考大数据，平台推荐客

户。”
不过，在最新版《国家职业

资格目录》中，并没有“高考志
愿规划师”及类似职业。人社部
有关负责人曾在公布《国家职
业资格目录》答记者问时明确
表示，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
和认定职业资格。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本质上是利用信息差赚
钱，而家长无非是求个确
定性。只要机构提供的信
息是真实、及时和有效的，
收取相应的费用也无可厚
非。”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行业的确存在鱼龙混
杂的现象，机构之间竞争
激烈，师资力量良莠不齐，
培训两三天就上岗的“专
家”不在少数，家长不可盲
目跟风。

AI模型已经入局
目前多为辅助手段

近期，不少AI公司举
办新闻发布会，宣布进军
志愿填报市场。“填写自己
的分数、科目、区域，一键
出志愿。也可以像和小爱
同学、小度那样的语音聊
天，7×24小时陪聊高考志
愿相关问题。”一家进入高
考志愿填报市场的AI企
业工作人员这样介绍。

相比机构提供高考志
愿填报服务，AI提供的高
考志愿填报服务更为简
单，也更为廉价，提供的高
考志愿填报服务收费从
299元到1999元不等。事实
上，目前很多高考生仅把
AI志愿填报服务当成一
种辅助手段，大范围地筛
选一下。

“AI志愿填报，我认
为一定是未来的市场趋
势。”相关业内人士表示，
AI大数据平台的性价比
高，可以节省家长和学生
翻书的时间，还能查询到
自身找不到的关键数据信
息，随着相关技术的提升，
愿意付费的家长学生数量
会不断增加。

事实上，高考志愿填
报的核心是规划，而不仅
仅是填报。高考志愿填报
并不能完全“外包”，即使
是机构推荐也有不成功的
时候。学生和家长需要“擦
亮眼睛”，从自身的需求出
发，思考学生个人的能力、

兴趣、就业规划、家庭资源等，
以选择合适自己的高考志愿。
毕竟，机构提供的志愿填报服
务，无法替代自身对于前途和
未来的思考和选择。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
道、中国商报、红星新闻、上观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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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衔接班
暑假辅导2万元起

14日，在济南中考考点附
近，不少培训机构都在趁机发放
暑假补习的传单。一些家长也会
主动走到课外辅导机构的咨询
摊位前，了解初高衔接辅导。

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自己
有计划给孩子报名“初升高”衔
接班，但是具体的报名情况还需
要跟孩子商量一下。毕竟经过了
中考之前的冲刺，衔接班的报名
还是要咨询一下孩子的意见。

“我算是很淡定的了，孩子
班里不少家长早都报名了，一些
好老师的一对一课程得抢。”王
女士告诉记者，据自己所知，班
里不少家长已经报名了“初升
高”衔接班，有比较着急的家长，
甚至是刚出考场，就让孩子进教
室。

记者拨打了一家培训机构
的电话进行咨询，对方表示，目
前针对新高一学生的衔接班报
名火热，目前一期班已经报名满
员，记者如果想要报名，需要等
到7月份之后的二期班了。

“5月份的时候就有家长给
孩子报名了，端午节前我们一期
课程就基本满了。”一位培训机
构的招生老师介绍，目前课程包
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语文、
英语六门，15天为一期课程。每
天从8点半上到下午5点，每堂课
长达90分钟，“我们的一期班是6
月20日左右，如果想要报名，可
以参加我们7月初的二期课程”。

记者了解到，“初升高”衔接
班的费用根据班级人数制定，分
为小课班和大课班。小课班一般
5人为一组，大课一般15人为一
组，价格在一期1 . 2万元-1 . 5万
元不等。

随后，记者又随机咨询了多
家校外培训机构，均表示目前开
设了“初升高”衔接班，以全天课
程计算，15天的培训价格基本都
在1万元左右。

“来我们这报名的学生，一
般会在上完15天的全天课程后，
再针对性进行一对一补课，我们
目前也开设了新高一的一对一

课程。”一位辅导班的招生人员
介绍，一般暑假结束时，辅导班
会将第一册书的重点讲完。

当然，“提前学”最直接的代
价，就是家长的真金白银投入：
多位辅导班的招生人员表示，上
完暑假班，基本上都要两万块钱
起步。“如果不选择全程一对一，
那差不多2万块钱就够了。如果
想要选择全程一对一，或者名师
讲课，那费用更高，可能得到3万
多元。”一位招生人员说。

刚走出考场的学生说
中考完想休息一下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参加
完中考的学生，对于“初升高”衔
接班,他们并不“感冒”。一位学
生告诉记者，家长给报了衔接
班，但自己并不想去。

“整个初二、初三我哪里都
没去，我想出去旅游。”一位学生
表示。

此外，也有学生表示，会接
受衔接班的学习，因为感觉身边
同学都会去，自己不去，怕被落
下进度。此外，这位学生也表示，
希望暑假能留出休息的时间，

“想在家打打游戏，就想休息一
下”。

“中考前,我给爸妈说我最
想要的考后礼物就是谁都别管
我，让我在家打一星期的游戏。”
一名学生说，自己肯定会留出时
间看书预习高中课程。在此之
前，希望能好好休息娱乐一下。

“终于有了一个轻松的暑
假，考完试总该让我们轻松几
天。”旁边有学生插话，“马上就
上高中了，还得天天学习。”

“陡坡效应”真的存在？
老师：自主学习更重要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止一
次听到培训机构招生人员提到

“陡坡效应”，而“陡坡效应”，也
是培训机构说服家长报名的最
重要原因。

在培训机构的宣传中，“陡
坡效应“指的是因知识跨度、难
度增加等各种因素，导致初中和
高中之间的知识衔接出现一定
陡坡甚至断层，使中考后新升入
高中的学生在生理上、心理上引

起不良反应。
面对环境的转变，一部分学

生对于初高中的衔接认识不够
清晰，会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
由此产生了困惑、自卑和焦虑情
绪，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

多位培训机构的招生人员
表示，“提前学”“初衔高”是解决
新高一学生“陡坡效应”的最重
要途径。

一位资深高中班主任王老
师告诉记者，“陡坡效应”确实存
在，但是“提前学”并不能完全解
决新高一学生所遇到的困扰。

“‘陡坡效应’产生的原因主
要有三点，首先是知识量的不
同，高中和初中需要掌握的知识
存在明显差异。有部分学生没有
做好心理准备和学习准备，还是
延续初中时的学习策略，就很难
适应。其次是学习习惯的不同。
高中课程开设较初中多，知识点
含量增加，这就需要学生理解和
消化知识的速度比初中快。第三
是学习环境不同。高中很多需要
住校，而初中是走读制。很多学
生从小比较娇惯，家长什么事情
都大包大揽，到了高中，学生生
活上需要自理，很多学生会不适
应，对学习会有影响。”王老师
说，克服这些问题，绝不是简单
的“提前学”就能解决。

王老师表示，“提前学”的危
害，在于很多学生提前学完之
后，对于课上内容缺乏兴趣，上
课注意力难以集中的情况很常
见。

“在课程设置上，高一阶段
的课程内容和初中的课程内容
衔接其实并不难，差距也没那么
大。真正比较有挑战的是高二的
课程。”王老师说，有些学生在提
前学习高一课程后，会感觉课程
比较轻松，过于放松心态，从原
来初中课程学习的被动式没能
转变为自主学习，因此没有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到了高二，反
而不好跟上高中的节奏。

“与提前学习高一内容相
比，我更建议学生利用暑假多做
做家务，学习生活自理。同时自
主预习高一的课程，学会自主学
习。”王老师说，如果有相对比较
弱的科目，可以利用暑假针对性
学习，学会劳逸结合，才能更好
地迎接高中生活。

6月14日11时，
2024年济南中考正
式落下帷幕。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调查发现，初三
毕业生们刚出考
场，就要接着进教
室——— 针对提前学
习高中知识的暑期

“初升高”衔接班报
名正火热，不少家
长早已经给孩子报
名了暑期辅导班。

记者调查发
现，家长紧迫的衔
接教育背后，不仅
有“不学跟不上”的
焦虑心理，也有商
家一再渲染炒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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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落幕，志愿填报即将提上日程。许多教育培训机构瞄准家
长焦虑心态，从数百元的智能填报，到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一对一
服务，推出的产品五花八门。除了应届高考生以外，一些机构甚至
盯上了高二学生。然而，看似专业的高考志愿规划师，真的靠谱吗？

14日中午，山师附中考点，完成中考的考生们欢天喜地走出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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