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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积极组织“普
及金融知识万里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
传月”等活动，通过多元化的宣传，为消费
者筑牢金融风险防护网。

活动期间，该行辖内各网点在厅堂电
视机和立式显示屏上滚动播放活动宣传海
报，并在厅堂引导台、柜面等区域摆放宣传
海报，向客户发放宣传折页，让市民有效识
别并规避潜在的金融风险。

各网点还针对“一老一少一新”等重点
群体积极开展各项外拓宣传活动。

针对“一老”，淮海路支行走进天平路
街道66梧桐院弄堂辰光邻里节活动，向老
年居民普及理性投资知识等内容；南汇支
行走进陆楼村发放防范电信诈骗和防范非
法集资等内容宣传单页，提升老年人的反

诈能力。
针对“一少”，该行走进国内首家麦当

劳金融知识主题餐厅，向亲子家庭发放“趣
味金融小课堂”系列读本，让孩子开启金融
知识启蒙之旅；五角场支行走进上海体育
大学武术学院，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揭示非
法贷款平台的危害，普及高发的电信诈骗
案例、个人信息保护和征信等金融知识。

针对“一新”，该行在链家签约中心设
立“中信便民服务点”，发放《漫说非法代理
手册》等材料，向新市民群体提示“代理维
权”等黑灰产真相，提升公众对金融领域非
法中介乱象的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大柏
树支行在上海复深蓝公司内部设置中信书
馆，向新市民群体普及金融知识。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靶向宣传赋能“一老一少一新”

广告

“我们这次（志愿填报）就是用了AI
大模型。”市民杨女士说，儿子的同学
中，有不少都是花了几万元找机构帮忙
填报志愿，但自己家没花这个冤枉钱，
用免费的 AI 大模型生成了一份志愿
表。“如果有明确的需求，我觉得用AI大
模型还是蛮可靠的。”杨女士介绍说，儿
子是理科生，选科是物理、化学、生物，而
且很明确大学想学的是数学，所以专业
相对比较好填报，“输入个人信息，比如
成绩、选科等，AI大模型会自动过滤掉不
符合的专业和学校，而且城市、学校等需
求也都可以录入。”

前两天，杨女士的先生按照儿子的各
种需求、喜好，用AI大模型生成了一份志
愿表，夫妻俩看了以后觉得不错，直接打
印出来拿给了儿子。“我们对于冲、稳、保
的学校本来就是有底的，最终生成的志愿
表里也都有这些学校。不过，想冲的学
校，AI推荐的专业不是我们想要的专业，
这个问题也不大，等填报时可以选择不服
从调剂。”杨女士表示，AI大模型生成的
24个志愿里，也有一些自己之前没有想
到的学校，“这些学校也能参考一下，可以
增加一些思路”。

作为一个并不算“卷”的家长，过去

一年中，杨女士一直在了解志愿填报
方面的信息，在她看来，网上很多直播
间都是在贩卖焦虑和“小伎俩”，“其实
他们推荐的志愿很多也是在博运气，
侥幸成功的就被他们当典型案例反复
贩卖。”杨女士坦言，不可否认，机构掌
握的数据多，经验也很丰富，但他们并
不一定了解孩子，推荐的志愿也不一定
都适合孩子。她认为，在需求明确的情
况下，AI大模型推荐的并不一定比机构
差。

“很多家长花上万甚至几万元找机构
帮忙填报，一方面是自己没想清楚，另一
方面也是孩子没方向。”杨女士坦言，高三
一年，孩子们都很疲惫，家长也很累，有的
家长与孩子沟通少，甚至不太了解孩子，
所以填报志愿时，面对海量的学校和专
业，就把希望寄托在了机构身上。但作为
家长，最重要的是要跟孩子聊，在关键时
刻帮孩子找准定位。

尽管利用AI大模型生成了志愿表，
但杨女士也不是完全“照搬”。这两天，她
已经在网上把心仪的学校都详细排摸了
一遍，从专业设置到住宿条件再到食堂口
碑，全方位进行了了解，“填报（志愿）时微
调一下就可以了”。

输入信息、需求就能生成志愿表 大模型应用涌向高考场景

把人生规划交给AI靠谱吗？
自6月23日上海高考出分以来，填报

志愿就成了考生和家长们的头等大事。7
月1日至2日，上海考生将进行本科阶段
志愿填报，最近几天，不少家长都在加紧排
摸志愿信息。与往年相比，除了网红专家

在短视频平台“支招”以及咨询服务机构号称可以“精准人生规
划”，今年还有五花八门的AI大模型加入志愿填报“赛道”。只
要输入考生个人信息及各种目标需求，就可以生成一份志愿
表，这样的AI大模型填报志愿靠谱吗？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填报志愿关键是要‘知己知彼’，其

中‘知己’是最重要的。学生自己有怎样

的兴趣、怎样的能力、最终想要成为什么

样的人，他一定要做好自己进入大学之

后的学业规划和发展规划，这是极为关

键的。”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说，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兴趣、能力，只是

按照分数去填报，最后选择的学校和专

业很可能并不是适合自己的，“遗憾的

是，很多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的兴趣、自己

想干啥，（填报志愿）带有很强的盲目性，

也就催生了现在很多所谓的志愿咨询和

AI大数据推荐。”

在熊丙奇看来，AI 大模型最多能提

供一些信息支持，就是根据学校历年来录

取的数据，推荐适合填报的院校，考生还

是要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院校。而且AI

大模型还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数据是

不是准确，“有的AI大模型数据不一定准

确，可能是在网上找的错误数据”。其次，

AI大模型不是结合经验根据考分分布来

进行推荐，很多只是根据分数推荐，但志

愿填报定位是根据名次来定位的，“名次

是根据今年的一分一段情况、各省市公布

的控制线情况，更加合理的定位”。熊丙

奇建议说，AI 大模型提供的只是一个数

据参考，最多就是减少一些数据收集的事

儿，关键还是考生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和能

力进行适合自己的填报。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闵行田园

高级中学校长陆振权也表示，考生在填报

志愿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按照自己

的喜好来填报，要跟自己的天赋、潜能吻

合，家长也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不同

专业中的很多规律和优秀素养是相通的，

如果实在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么选了

一个专业后就认真去学，学的过程中会发

现，这个专业给你的优秀素养，做其他事

情也一样能做好。这就是‘一通百通’，将

来即便换到其他专业，也一样能做好。”

市民郑女士的儿子学的也是理科，
选科是物理、化学、地理，高考成绩也在
预期之内。与很多焦虑、迷茫的家长相
比，郑女士很淡定，已经和儿子商定好了
志愿。

“教育部有官方的‘阳光高考’平台，
上面就有智能筛选志愿，把分数段、感兴
趣的学校、城市等相关信息输进去，就能
筛选不超过20个院校和专业。再参考老
师发的相关资料，一对照就很清晰了，毕
竟分数在那儿。”郑女士说，儿子喜欢的是
师范类院校，目标很明确，所以只要把专
业定好、方向定好，能选哪些学校已经很
清楚，“根据他的分数，在上海能选哪些学
校，去外地有哪些学校，很好找出来”。她
坦言，如果孩子不清楚自己感兴趣的专
业、没有方向，家长可能就会比较头疼。

对于AI大模型填报志愿，郑女士也
很关注，尽管已经基本“搞定”了志愿，
她还是特地试了一下，但生成的结果却
并不太让她满意。“它会给你推荐冲、
稳、保的学校，但限定性条件比较多的
话，能筛选出来的学校其实也不多。”郑
女士透露，AI大模型推荐的志愿里，也有
几个是自己已经选定的学校，但大部分

学校还没自己选的好，“而且还不如我自
己选出来的（学校）多，可能AI的学习也
有个过程。”

郑女士表示，自己还是更习惯传统
的方式，比如查询某个学校时，可以同步
看看其他的专业组，也可以看这个专业
差了几分，“人脑能即时判断哪些信息有
用、哪些信息没用，但AI大模型只是根据
关键词给出结果，如果关键词提示不到
位，相应的信息就很有限”。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关于AI大模型
填报志愿，网络上也有各种声音。有网
友用一个重庆考生的分数和明确需求对
AI大模型进行志愿填报测试，AI给出的

“冲、稳、保”填报策略没有问题，但“冲一
冲”志愿给出的录取概率跟实际差别比
较大，而“稳一稳”志愿里问题较多。比
如，某个大学的机械类专业，2023年物理
类最低分为519分，符合分数范围，但那
一年的考试难度较大，是近三年分数线
最低的一年，因此实际分析下来，这所学
校应该是“冲一冲”的学校，而不是“稳一
稳”的学校。至于“保一保”推荐的学校，
存在问题更多，如果完全按照AI的推荐
来填报，很可能要踩坑。

填报志愿关键在于
考生的兴趣和能力

与其花几万元找机构
不如用免费AI大模型

AI筛选的学校还没自己多
生成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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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克高考大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