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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
是各类辅助志愿填报工具的迅
速兴起。记者了解到，市面上的
AI志愿填报工具，目前主要有三
类：一类是教育部及各省份推出
的官方辅助系统，一类是Deep-
Seek、豆包等免费开放平台，还
有一类是各类志愿填报App。

高考志愿填报，用AI靠谱
吗？招生咨询会上，多名招生办

老师表示，AI工具可以打破信
息差，帮助考生和家长更全面地
了解院校和专业信息，但其可靠
性依赖于数据的准确性、时效性
和完整性，官方辅助系统更具优
势。此外，AI无法真正理解考
生的个性化需求，考生在选择院
校和专业时，仍需结合自身兴
趣、能力和未来发展规划。

记者 沈莉萍

高校招生咨询会人潮涌动

人工智能专业成“香饽饽”！
“七分考，三分报”。对考生来说，填报志愿堪称另一场至关重

要的“考试”。理想与现实如何权衡？兴趣与就业怎样取舍？短
短数日内做出抉择，考验着每个家庭的智慧。

高考放榜前后，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工程学院、宁波市镇海中
学相继举办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
校招生办老师亲临现场，为宁波考生、家长面对面答疑解惑。

一场场火热的咨询会背后，透露出哪些值得关注的信号？

招生咨询会现场招生咨询会现场。。

“我这个分数和位次号，够不
够上你们学校？”“大学和专业，哪
个优先？”……近日，镇海中学食堂
内人头攒动，家长和考生们手持资
料，围在各高校摊位前踊跃提问。
现场一位家长表示：“我们提前做
了功课，比对了苏浙沪高校的招生
简章，今天重点咨询几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老师
表示，宁波生源质量一直备受认
可，无论是学业成绩还是升学就
业表现都很出色。今年，该校在
浙江的招生计划扩至243人，较
往年进一步增加。

记者注意到，几场咨询会上，
苏浙沪地区的高校，依然最受宁
波家庭青睐。浙江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学校摊位前
人潮涌动。

一位男生调皮地说：“离家近
一点，方便联系，环境相似，不需
要适应，可以顺利进入大学生
活。”男生的妈妈坦言：“长三角经
济发达，生活便利，无论留在当地
还是回宁波发展，都很合适。”另
一位家长则表示：“孩子心仪的专
业，在长三角地区产业配套完善，
实习和就业机会更多。”

记者注意到，“人工智能”是
今年几场高校招生咨询会上的热
词。

“孩子选考物理和化学，能报
人工智能专业吗，有什么报考要
求？”不少家长和考生咨询人工智
能专业。

家长周先生表示，人工智能
浪潮席卷而来，相关就业岗位成

“香饽饽”，“孩子喜欢学数学和计
算机，对AI技术比较感兴趣，我
们希望通过招生咨询会，帮他选
到合适的学校报考。”

事实上，多所高校今年也都
在人工智能领域布局。比如，清
华大学明确，立足人工智能与多
学科交叉，成立新的本科通识书
院，新书院将以培养具备AI思
维、胜任AI技术、具有AI与不
同学科深度交叉知识素养的复
合型人才为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今年扩招计
划聚焦数字时代发展，在人工智
能、智慧治理等“AI+”前沿领域
前瞻布局，进行交叉复合型人才
培养。

今年，宁波“家门口”高校新
增不少专业，吸引许多家长和考
生咨询。

宁波职业技术大学今年作为
本科院校首次亮相高招会。

据了解，该校首批设置应用化
工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国际经济与
贸易、现代物流管理等6个本科专
业，每个专业招生30人。其中，前
4个专业都必须选考物理，后两个
专业“不提科目要求”。

浙江万里学院招生就业处老
师告诉记者，该校今年新增3个
本科招生专业：水产养殖学、医学
检验技术、艺术与科技（中外合作

办学）。其中，水产养殖学是宁波
市优质特色学科，本科四年学费
全免；医学检验技术是该校华美
生命健康学院第二个涉医类专
业，为宁波市第二医院合作共建。

记者还了解到，宁波大学今
年新增法学（涉外法制拔尖人才
创新班）招生专业方向，计划数为
30人。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
业往年在电子信息类中招生，今
年单独按照专业招生，计划数为
57人。

宁波工程学院今年则新增工
业智能、金融科技、智能交互设计
等3个专业，省内考生选择宁波
工程学院的机会将进一步加大。

“未来就业前景如何？”“什
么专业更有前途？”“要不要先读
个冷门专业再转专业？”……

专业的选择关乎孩子的未
来。各种专业热潮以及来自亲
朋好友的建议，令考生和家长十
分困惑。

如何科学选择“冷门专业”
与“热门专业”？高校招生咨询
会上，记者采访了几位高校招生
办负责人。他们均表示，专业的

“冷”与“热”并非一成不变，考生
应理性看待，避免盲目跟风。

比如，生物、化学、环境、材

料等专业曾被贴上“冷门”标签，
但随着国家战略布局调整，这些
专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
当年大热的专业，如今有可能已
经就业饱和或者被新技术新工
具所替代。

专家们的建议，归纳起来大
致有几点：一是能力匹配，避免因
学科短板导致学习困难；二是兴
趣导向，热爱是坚持的动力；三是
关注国家需求和院校优势专业；
四是当考生和家长意见不同时，
应充分沟通，在职业发展和个人
兴趣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

考生和家长正在咨询考生和家长正在咨询。。
通讯员通讯员 王姿添王姿添 摄摄

苏浙沪高校热度不减

“人工智能”成咨询热点

“家门口”高校亮点纷呈

“冷热”专业如何抉择？

高考志愿填报用AI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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