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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实验篮球健身俱乐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50500075030204K，经过 6 月 4 日理事会决定注销并
清算，现在已经成立清算组并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
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债务登记手续。

联系人：蒋金旭 联系电话：13808546898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泉州市实验小学阳光

体育俱乐部内
泉州市实验篮球健身俱乐部

2025年6月6日

公 告
近日，在人民银行漳

州市分行与市反诈骗中
心的指导下，兴业银行漳
州分行开展“智慧防诈，
让财富更从容”反诈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该行工作
人员向高净值客户揭露不
法分子虚构“专家”进行虚
假理财、投资等骗钱套
路。市反诈骗中心干警则
剖析“杀猪盘”、保本高息

等常见电诈类型，传授实
用防骗技巧。

兴业银行漳州分行表
示，将持续增强客户反诈
及自我保护意识，以切实
行动守护群众“钱袋子”。

兴业银行漳州分行：共筑反诈防线 护航财富未来

所谓的AI“押题卷”，是依赖大数据分析
与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及机器学习等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和提取历年试题和
答案、评分标准、考试大纲、教辅材料等语料
的特征规律，试图达到模仿命题逻辑、预测考
试题目的。

山西教育科学研究院义务教育课程教学
研究中心主任李萍近年多次主持中考命题。
她表示，中高考命题均有严格的反押题机制，
试题内容要严格区别于市面上的试卷。同
时，命题时会结合当年学生的学情，确定考题
风格和难易程度；学情数据要基于大量调研
和分析，AI是不可能掌握的。此外，中高考强
调育人功能，试题设计需考虑跨学科融合，以
及“从记忆、分析到创新”的三级思维跃迁等，
实现考题反套路化。

北京一位中学教师说，当前高考已从考
查学生解题能力，转向考查在真实复杂情境
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命题者设计的实际情境
难以被简单“押中”。“AI 基于统计关联‘猜
题’，难以真正理解考题背后的具体情境、文
化内涵和开放思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
示，AI预测仅停留在知识点表层，无法触及高
考考查的高阶思维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

部分商家宣称的“覆盖大多数考点”实为
偷换概念。

重庆一位教师以作文押题举例说，“科技
与人文”“当代青年责任担当”等宽泛方向属
命题应有之义，并无实质性指导意义。

“高考作文考试，往往跟当下的时事紧密
结合，而且题目往往是开放性的，没有标准答
案，所以，我觉得这种预测没有太大的实际意
义，即使它预测到了，那也是运气。”国家教育
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表示，无
论是名师还是AI，押题内容的背后，暗藏的都
是商业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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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进入冲刺阶段，
一些商家以“AI押题”“AI提
分”等为噱头推出各类商
品、课程，宣称“押题准确率
超80%”。动辄上百元的“押
题卷”吸引了一些焦虑的考
生和家长。

这些被热炒的产品究竟
是助力考试的“神器”，还是
收割家长钱包的“利器”？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学习本无捷径。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樊秀娣认为，无论是传统的人工押题，还是热门的“AI
押题”，本质是商家利用考生和家长考前焦虑心理开展
的营销炒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表示，这
类宣传属于典型的虚假营销。商家通过偷换概念虚构

“高考押题准确率”，涉嫌违反广告法。“广告法第28条
在界定‘虚假广告’时就提及了‘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效果’。‘AI押题’等相关营销活动符合‘虚假
广告’情形。”赵精武说。

重庆三智律师事务所主任赵树乾指出，商家宣称
“AI押题卷与真题相似度达 87.5%”“AI提分”等，本质
是通过模糊的算法比对制造“押中”假象，且“相似度”
标准缺乏权威定义，易使消费者误以为购买后可大幅
提高分数，属于误导性宣传。

此外，近期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
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点
击进入便会以“预付订金”等名义要求付款。

业内人士建议，针对“AI押题”营销乱象，监管部
门应严查夸大宣传和虚假营销行为，打击利用押题诈
骗及侵犯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相关网络平台需认真
落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对涉考违法违

规信息的监测处置力度。此外，还应推
动AI教育产品合规认证，建立算法透明
度与安全审查机制，要求开发者披露数
据使用逻辑，减少“AI幻觉”误导。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师王浩等受
访者提醒，AI 等技术只是学习辅助工
具，不能过度依赖，以免干扰正常的备
考节奏。家长和学生要理性看待押题
噱头，避免因焦虑而轻信受骗。考生应
扎实巩固基础知识，沉着应考。

“求资料！”在一些社交平台，
一批以“AI押题”“AI预测”为名的
帖文评论区，充斥着考生和家长的
询问。帖文内容五花八门：作文预
测、数学重点标注、选择题答案分
布分析……

一些账号滚动发布“喂了 17万
道竞赛题、4000套内部卷”“AI押题
准确率超80%”等吸睛话术，推销付
费“押题卷”，单科资料包普遍标价
百元左右。

记者随机联系一名商家咨询。
对方表示，其团队针对新高考二卷
研发了语文、数学、英语三套资料
包，其中语文、英语主打作文押题，
数学则提供基于AI统计的考点分
析及两份押题卷，三套售价共 299
元。购买者多为考生家长，也有少
量学生和教师。从商家发布的聊天
截图看，近一个月来，数十名顾客转
账购买了相关押题卷。

“我们的数据来源是近 5年真
题、近2年名校试卷，用AI估算考点
题型出现的概率，筛选押题内容。”
该商家声称，其自研大模型给出的
3份押题卷，与 2025年浙江首考物
理试卷对比，准确预测的考点覆盖
分数超过75分。

然而，记者在“押题卷”中发现，
所谓的分数“覆盖”，仅指“押题卷”
中涉及的宽泛考点在正式考试中同
样出现，如“牛顿定律”“电磁学”“几
何光学”。而这些知识点本来就是
中学物理的教学重点。

高三学生郭轩玮说自己就曾购
买过这类AI预测卷，“我在使用过
后，感觉AI押题其实都是比较通用
的模板，根据往年高考题型制定的，
而缺少了个性化的一些题目。”

除了成规模的“AI押题团队”，
社交平台上还有“散户”希望趁机在
市场上分一杯羹。记者联系到一名
售卖AI“押题卷”的用户，对方自称

“利用国外最厉害的算法大模型进
行推理”，并可定制押题卷。例如，
侧重参考某地区历史试卷或针对考
生薄弱题型出题，此项服务收费
100元。

AI“押题卷”还存在误导备考风险。
当前不少AI工具存在“幻觉”问题，常编造看似合

理实则漏洞百出的信息。业内人士提醒，机构若直接
使用此类内容作为产品，有可能严重误导学生。“过度
依赖AI押题，极易误导复习方向，浪费冲刺阶段的宝
贵时间，反而让学生忽略了系统复习知识体系和掌握
应对考试本身规律的重要性。”山西省阳泉市实验中学
物理老师南明科说。

储朝晖也提醒，考生需要避免过度依赖AI解题，
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利用AI的前提是学生
对大模型是有了解的，有判别的，就能够自主地把它当
成一个工具，但是如果是跟着大模型走，自己处在被动
的一方，那么，事实上有可能最后成绩不但不能提高，
反而会被误导。”

教育部近日也提示，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
注重考查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
押题、反套路的导向。依靠AI或所谓“专家”押中题目
的可能性极小。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不
仅在备考时间安排上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
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收
割
谁
的
焦
虑
？

噱
头
吸
睛

题

AI
押

付费“押题卷”
广告诱人价格却不菲

专家解析：
AI押题实为偷换概念

过度依赖AI押题
或严重误导学生

谨防营销陷阱
更要提防钓鱼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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