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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版“押题卷”外，还有
考生和家长不满足于“预测”，
而对一些所谓“捷径”心动不
已，导致落入诈骗分子的陷
阱。去年高考前夕，多地教育
部门整理汇总与高考相关的诈
骗套路，其中兜售“高考试题及
答案”被高频提及。

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
站，用发短信、贴广告、网页弹
窗等方式借口出售所谓的“高
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后就
会以“预付订金”等名义要求受
害者付款，或是借传送“样题试
卷”的名义向受害者发送非法
链接，套取用户信息。考生切
不可心存侥幸，在网上购买所
谓的考题答案，给犯罪分子可
乘之机。

进入 5月中旬，距 2025年高考已不足一个
月。应届学子和家长紧张备考的同时，“高考
周边”也在持续火热销售，这当中借助AI技术
的押题资料吸引了不少学子的注意。

除了各家机构推出的传统“名师押题”，记
者发现，近期爆火的AI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
社交平台上的博主引入“押题”阵容，配合充满
噱头的图文视频标题，显得十分吸睛。

“Deepseek 超强预测 2025 高考押题全流
程，用算法打败高考的筛选！”有博主感慨，“AI
真的太神奇了，仅用38秒钟就给出了完整的出
题内容和思路框架，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惊！”
视频中，她从教大家输入指令，让AI大模型自
动生成高考题目切入，侃侃而谈。

为佐证AI押题的可行程度，博主将自己通
过 1号软件生成的数学题目，与去年的真题共
同输入到 2号软件中，让 2号软件来对比判定，
得到“总体相似度高达87.5%”的结论。

乍听之下，如此高的相似度令人称奇，然
而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当记者暂停视
频画面，细看 2号软件给出的相似度数值分析
表，发现AI完全抛开具体题目，只是将真题与
生成的预测题的题型，以及大致考查方向分别
列出进行对比，例如二者均包含基础题和难度
题、数学文化元素、集合复数概率等考点，
即判定为“相似度极高”。较之传统押题
密卷而言，精准度更是无从谈起。

但这并不影响一众博主仿佛发现新
大陆般的激动，相关帖子的收藏、点赞量也非
常可观。在“投喂Deepseek近五年的高考数学
题，得到2025的预测卷”帖子下，尽管博主晒出
的卷子难度较高考差了一大截，评论中仍不乏

“求资料”的声音。而从博主回复来看，要么需
私信关注，要么需申请加群，还有的则直接挂
出链接。记者看到，某博主出售的“历年高考
真题+Deepseek预测 2025高考题”，已有 111份
销量。

“用AI辅助学习是可行的，让它生成考题，
需要对考点掌握透彻，对指令输入尽量细致。”
对此有网友评论，“要是有这个能力，哪儿还需
要做AI出的题啊！”

打出“预测”“押题”名号
传统试卷价格飙升

□专家

AI押题更多是
一种营销噱头

□提醒

走“捷径”
或落诈骗陷阱

有教育专家提醒，高考
命题有着严格的保密机制与
反押题措施，妄图通过押题
产品获取真题几乎是不可能

的事。所谓AI押题更
多是一种营销噱
头，考生和家长切

不可盲目迷信，以免
既损失钱财，又扰乱正

常备考节奏。在备考冲刺
阶段，考生应保持理性，回
归课本与基础知识，通
过扎实地复习与练习
提升自身实力，才是
应对高考的正确之
道。

除了AI押题，传统的高价押题
卷也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不算泄题吧？2025高考预测卷已

曝光，速来！考试就像抄答案”“年年押中，
拼的是硬实力”……冲刺阶段，能够帮助考生
培养手感、保持应试状态的成套试题是必不
可少的。相较售价几十元的模拟试卷，一些试
卷打出“预测”甚至“押题”的名号，换用厚实的
牛皮纸袋包装，价格便飙升至三四百元。

记者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试卷还出现了抢
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模式。一家机构在直播
间称，所出押题卷5月起发售，优惠价每套298元，5月10
日恢复原价398元，6月1日停止销售。

为什么 5月才发货？商家给出的理由显得颇为神
秘，“是为了避开每年高考命题的‘反押题’，并加入三四
月份的新信息，使得押题更新更准。”这样的表述无形中
营造出与命题组“斗智斗勇”，或许能“押中”高考真题的
氛围。

那么，这些高价试卷的“押题”战绩如何呢？在某考
卷详情中，以 2024高考真题为例，列举了各科多道“押
中”题目，细看却令人哑然失笑。一道数学几何题，真题
为五面体，押题卷为三棱锥，题干、设问均不相同，因均
考查了“二面角的大小”，即判定为“押中”。一道物理解
答题，只是与真题共同考查了“粒子在圆筒形磁场中做
螺旋线运动”的情境，也视作“押中”。更夸张的是，在另
一家机构所出的押题卷中，一道化学选择题只因“均涉
及物质间的相互转化”，同样划归为押中范畴。如此宽
泛的判定，显然与惯常认知相去甚远。

曾购买过此类试卷的李同学告诉记者，押题卷的题
量题型，包括答题卡等，与正式考卷颇为相似，主要提供
一种“考前感觉”，有精力的话可以练手，但指望“押中原
题”并不现实。“本来试题就是围绕着知识点有各种变
化，考查同一个知识点就算押中的话，学校模拟考不都
押中好多回了？”

更有甚者，竟从形形色色的押题密卷中进一步发掘
“商机”，推出高考押题卷的“平替”，即扫描电子版，做起
复习资料的“二道贩子”。

“目前已经出了大部分，5月份会全部出完。”记者咨
询一位卖家，对方发来一份资料截图，称已上传了十余
家机构所出押题卷，后面还会陆续更新王后雄、天星、张
雪峰等所出的押题卷。“包更新，以后挂上去的也都可

以下载。”该卖家已获114份销量。
店主购买一份押题卷，将其扫描为电

子文档，再作为商品出售，通过网盘“发
货”。甚至无需亲自购买纸质押题卷，而从

其他卖家处购买电子文档，再低价转卖，可谓
一本万利。消费者只需支付几十元钱，就能获

取这些资料，自行打印即可。记者看到，社交平
台上这样的资料“吆喝”比比皆是，评论中不
乏“资料齐全，更新速度快”“各科都有，
省下大几百”等表述，而这属于典型
的盗版行为。

N北京晚报 界面新闻

随着高考临近，AI“押
题”成热门话题。一些博主宣
称 AI 能快速生成高考题，甚至给
出与真题高相似度的对比结果。但深
入探究便会发现，这不过是噱头。其所谓
的高相似度，只是基于宽泛的题型和考查方向，
抛开了具体题目内容，精准度无从谈起。

高考命题有着严格保密机制与反押题措
施，想靠AI押中真题近乎天方夜谭。考生若迷
信AI“押题”，不仅可能钱财受损，还会扰乱正
常备考节奏。在冲刺阶段，回归课本、扎实复
习，提升自身实力，才是应对高考的正途。

AI生成题目对比去年
宣称“相似度高达87.5%”

利益驱使
盗版押题资料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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