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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 编 2024 年 6月 14 日

17999 元张雪峰志愿填报课靠抢引争议

6 月 9日，2024 年全国高考在大部分省份顺利结束，志愿填报就

在眼前。靠指导高考志愿填报爆火的“网红名师”张雪峰，再次成为

焦点人物。

据媒体报道，张雪峰近 2万元（17999 元）的志愿填报服务已被

抢购一空，2026 年所有省份名额均已售罄——其服务不仅价格高昂，

而且名额紧俏，很多没抢到名额的家长质疑这是饥饿营销。“张雪峰

一门课卖近两万元”相关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点击量接近 5000

万。6月 9 日，张雪峰在个人微博发文称：“我们要开始忙了……请

各位批判家和朋友们相信我，我不是坏人。”

如何看待张雪峰的“天价课”？国内高考志愿填报行业人士认为：

“价格那么高，就是个噱头”“有网红效应在里面”“市场上所有填

报志愿产品的逻辑，都是一模一样的。”

另据专业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考志愿填报行业付费需求增

多，2023 年付费规模达 9.5 亿元，预计 2027 年将增至 12.2 亿元。

火热的市场下，不仅有大量企业挤进赛道，也催热了“高考志愿填报

规划师”这一“职业”，但收费昂贵、从业门槛低、投诉率高等行业

乱象也频频曝出……

“张雪峰一门课卖近两万”还要抢购 去年其实也爆火，今年涨

了 2000 元

最近几年，每逢高考，张雪峰总要火一把。因“孩子非要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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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和“文科都是服务业”等言论深陷舆论风波

的张雪峰，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将生意越做越大。

“峰学蔚来”是由张雪峰打造的专门提供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的

APP。据封面新闻 5月 31 日报道，该 APP 显示，其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共分为三档，分别对应不同阶段的高中生，其中 2026 届（今年高一）

学生收费最低，8999 元起；最为紧迫的 2024 届考生（今年高三），

志愿填报服务分为 11999 元的“梦想卡”和 17999 元的“圆梦卡”。

虽然价格不低，但有“张雪峰标签”的一对一服务在家长中受到热捧，

甚至需要抢购。

以最贵的 17999 元“圆梦卡”为例，服务大致包括几次专业填报

沟通、志愿规划视频等。服务老师是随机分配团队老师，并非张雪峰

本人，同时此服务不接受 7天无理由退款，如果顾客误拍错省份也无

法退款。据报道，截至今年 5 月底，张雪峰的志愿填报服务基本售罄，

江西、湖南等省份相关服务已停售，其余省份仅剩极少数名额。更为

引人注目的是，2026 届的相关服务，所有省份都已经售罄。“咨询

名额是不定期发放的，我是一直刷 APP 看放号没有，有些是加他们老

师的粉丝群，一个月一次放号就会在群里通知，一般两小时就抢光。”

江苏的王女士第三次才抢到名额。

“我也试了很久，但是依旧没有抢到。本来挺贵的还有价无市，

感觉就是饥饿营销。”四川的陈先生称，群里很多人质疑，张雪峰团

队是饥饿营销，抬高相关价格。张雪峰团队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咨

询名额是根据师资团队资源匹配，不接受 7天无理由退款是因为服务

的特殊性质。

6 月 11 日，记者登录峰学蔚来 APP 发现，2024 届志愿填报栏目

下，标价为 11999 元的“梦想卡”显示还能购买。点开购买页面，多

数省份均显示“停售”（招生已满），只有河北、青海、山西等 7 个

省份显示“即将售罄”，还可以下单。但标价为 17999 元的“圆梦卡”

则显示“筹备中，待课程上架……”，无法继续点击下单。

梳理公开报道可知，今年“张雪峰一门课卖近两万元”“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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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课程已抢光”等话题，只是重复去年的“故事”而已——张雪峰的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课程，去年也很火。

据红星新闻去年 7 月报道，峰学蔚来 APP 推出的高考志愿填报视

频课，最贵的卖到 15999 元。其中“梦想卡”“圆梦卡”售价分别为

9999 元、15999 元。两相比较，今年这两门课均涨了 2000 元。去年

6月 30 日，无论是相关咨询群、省份群公告，还是企业微信 ID上，

都特别注明“2023 届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全部省份已满额”“23 届

全面停止招生不回复”的字样。另据上观新闻去年报道，仅上海地区

生源，张雪峰本人提供服务的名额，已经排到了 2025 届考生。

业内评价张雪峰“天价课”“价格那么高，就是个噱头”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对于张雪峰提供的高考志愿服务，学生及家

长的态度历来两极分化，双方还不时在网络上打起口水仗。支持者认

为，网上信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如何筛选真正有用的信息更为复杂

艰巨。给孩子填报专业，就要选“好就业”“有钱途”的专业，所以，

花两万元避免孩子入错行，也是值得的。反对者则认为，张雪峰是在

制造就业焦虑、“披着真诚的外衣割韭菜”，其讲授的绝大部分信息

都是公开的，赚的只是信息差的生意。不少学生对某些专业有兴趣，

也会被“网红名师”以这些专业没有“钱途”、普通家庭学生不适合

报考为由，帮家长彻底扑灭学生梦想。

6 月 11 日，记者以“高考志愿填报”为关键词检索网络发现，

目前不少教育从业机构工作人员在主推一款产品“AI 智能填报志愿

系统”。同日，记者以高考考生家长身份，致电多家高考服务机构进

行咨询。

杭州一家高考志愿填报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市场上一般有多

种价格的 VIP 充值卡，98 元、198 元、268 元、398 元不等，其实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功能是否强大，算法是否

准确，数据是否详实等三个维度。价格越贵，查询的次数越多。比如

98元，仅能查询一次。”

针对“网红名师”张雪峰的“天价课”（一门课卖近两万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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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到 2026 年的情况，上述机构工作人员直言：“在我们业内看来，

价格那么高，就是个噱头。事实上，市场上所有填报志愿产品的逻辑，

都是一模一样的。”

北京一家知名高考志愿填报机构相关负责人也赞同上述说法，他

告诉记者：“张雪峰（卖‘天价课’）有一定的网红效应在里面，消

费者趋之若鹜，咨询价格也就水涨船高。其实产品的逻辑很简单，主

要是比谁家机构的数据丰富和数据准确，而且这些高考录取数据，都

是公开可查的。”上述负责人进一步解释：“在学生输入自己分数后，

AI 系统基于学校 3-5 年的招生录取数据，结合学生今年的考分给出

方案，并不是说考生就一定能录取。因为今年投档人数、专业填报情

况等，都是一个动态过程。任何人都无法掌握考生今年就应该怎么

报。”

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或由 9.5 亿增至 12.2 亿

事实上，在张雪峰之外，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行业，已经成长为一

块不小的“蛋糕”。

天眼查数据显示，2013 年前，国内志愿填报相关企业（全部状

态）年度注册数量仅为个位数。近十年来，我国相关企业的注册增速

呈波动上涨态势。专业研究机构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

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为 8.8 亿元。

记者注意到，今年 5 月 10 日，艾媒咨询官方微博发布最新研究

报告称，由于目前高考生缺乏获取高考填报信息的渠道，加上高考录

取人数逐年递增，国内高考志愿填报行业付费需求增多，2023 年我

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达 9.5 亿元；预计 2027 年将增至 12.2

亿元。据调查，近九成高考生愿意选择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另据报道，美股上市公司好未来曾在 2015 年全资收购高考志愿

填报服务平台“高考派”，并将旗下品牌“高考网”与“高考派”进

行完全整合。2016 年 9 月，A股上市公司立思辰公告以自有资金 2.85

亿元，收购百年英才（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百年英

才主要从事高考升学咨询业务，主要包括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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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几乎无门槛，交钱就拿证

火热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市场下，催热了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

规划师”（以下称“高报师”）这一“职业”，但在媒体报道中，其

乱象丛生。

2022 年，央视新闻曾曝光个别机构的所谓“（高考）志愿规划

师”，都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按照总部提供的台词给考生和家长

辅导。2022 年 6 月，中新经纬记者调查发现，“高考志愿填报规划

师”并不需要太高门槛，甚至不需要门槛。“交 1500 元，不上课、

不考试，只需一个月，国家认可的高级高考志愿规划师证书包你拿到

手。”一位证件代办机构工作人员说。

2023 年 6 月，中青报记者调查发现，许多教育培训机构推出了

“高报师”考证服务，花几千元就可获得相应证书，报考条件仅需满

足“大专及以上学历”“年满 18 周岁”即可。在社交平台上，不少

机构针对“高报师”培训考证，打出诱人广告语：“教你一个月成为

高薪职业”“高报师门槛不算高，适合做副业赚钱”。某教培机构工

作人员介绍，“高报师”证书分初、中、高三个级别，年满 18 周岁

即可报考，“一年有 4次考试机会，均为线上报考，线上学习”“可

以自行安排学习，认真看一下基本都能考过。”另一家考证机构称，

目前“高报师”考证并没有学历和专业限制，每个月都安排考试批次，

“报考费 1200 元，先支付 500 元定金。”

新风口下，拿到一张“高报师”证书似乎并不难，甚至没有什么

门槛。“高报师”证书及发证单位有多种，但在这些发证机构官网上，

却查询不到“高报师”相关培训信息。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2021 年版）》，“高报师”并不在其中。

如何看待志愿填报受追捧正常的市场化产物，严查高价收费

如何看待当前高考志愿填报行业受追捧一事？21 世纪教育研究

院南方中心主任臧敦建告诉记者，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现象。他分析

认为，高考志愿填报火爆，跟新高考有关系，因为现在的新高考志愿

填报相对复杂一些，这是改革的一个方向，它跟所学专业、毕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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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行业都相关。一般而言，绝大多数考生对今后要从事的行业，

或者以后要干什么工作，以及工作前景如何，都不太清楚，所以催生

了高考志愿填报行业。这也是市场化的产物，市场有自身的供求机制

在起作用。如果哪家机构做得不好或者口碑差，就会被慢慢淘汰掉。

在消费过程中，如果发生纠纷，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

举报，也可以协商解决。

在考生如何填报志愿方面，臧敦建也给出建议。考生如果不太清

楚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也不知道以后做什么工作，可以填报按大类

招生的高校，在本科阶段先统一学习基础课，一段时间后再根据学习

兴趣和学校专业设置情况，按照双向选择原则确定所学专业。另外，

也可以选择填报那些全面开放，有灵活转专业政策的高校，实现“零

门槛”转专业。

去年 6月教育部曾发文称，将优化招考宣传及考生服务，积极为

考生提供更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将会同市场监管

等部门，加强对个人或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志愿填报活动的监管，严肃

查处收取高价咨询费用、价格欺诈及虚假宣传等问题，提醒考生谨防

“高价志愿填报指导”诈骗陷阱。

（2024 年 6月 12 日 上游新闻、封面新闻、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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