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2 日下午，记者约见了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谌志群。当记者问及 AI 大模型能

否取代人工填报高考志愿时，谌志群打

开了电脑中的“文心一言”软件为记者做

了一个演示。

谌志群首先向“文心一言”提问：“我

是一个女生，性格比较内向，将来选择什

么专业？”几秒钟后，“文心一言”提供了

一份十分系统的答案，列举了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数据分析与统计、图书情报

学、心理学等六大类专业，并分析了每个

专业与提问者的适配情况，如：“心理学

是一个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学科，它

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人类思维和情

感。这个领域的工作需要细心观察和深

度思考，适合内向者。”

随后，谌志群又提问：“我是 ISTJ

（MBTI 人格类型的一种），适合什么专

业？”“文心一言”同样在几秒钟内给出了

详细的回答。谌志群说：“像推荐专业这

类问题，现在的大模型已经能回答得非

常好，甚至比部分志愿填报咨询师更加

专业。但与录取分数相关的问题，大模

型还没有办法回答。”

一边说着，谌志群又在电脑上向

“文心一言”提出了新的问题：“我高考

分数 600 分，能给我推荐一些学校和专

业吗？”几秒钟后，“文心一言”给出了一

份大学名单，其中不乏浙江大学、中山

大学等 985、211 名校。谌志群分析说：

“这份名单就有比较大的问题了。提问

中我没有说明我是哪个省份的学生，各

省份的高考政策不同，600 分也代表了

不同的水平。有些省份高考满分都不

到600分。”

记者查询了相关信息，以我们熟悉

的浙江大学为例，在全国各省的录取分

数线基本在640分以上，600分的成绩要

上浙大似乎希望渺茫。

这样的问题不止出现在“文心一言”

上。事实上，谌志群和他的团队正在研

发一个应用于高考志愿填报的 AI 大模

型，因此对市面上推出的各类竞品都进

行了调研。“我们团队试用过各款竞品

后，普遍的反馈是‘不好用’，目前想要用

大模型完全取代人工填报志愿还是不可

行。”谌志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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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AI越来越能干，人类会不会有被取代

的一天？这并非杞人忧天。在谌志群看

来，将AI大模型应用于高考志愿填报是一

件有困难但势在必行的事。他认为：“技术

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在全民讨论人工智

能的当下，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

对于正在不断突破边界的人工智能，

人类抱有的希望和担忧是一样多的。没

人能准确预测未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工具是解放人的。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

的某些工作，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就业。这

固然伴随着风险与挑战，但更能让科技惠

及普罗大众。人类社会的每次跃进，无不

伴随着技术浪潮的推动。正如蒸汽机的

出现曾带来手工业者的失业潮，但从全人

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蒸汽机的出现大大提

高了社会整体生产效率。

而我们如今对于AI发展的期冀、担忧、

焦虑⋯⋯在未来或许也只会成为历史书上

的一个小小注解。 融媒记者 俞舒梦

技术发展不可阻挡 AI的尽头远不止填报志愿

记者体验用AI填报高考志愿

AI大模型填报高考志愿靠谱吗？
每年高考季，高考语文作文题总能引起广泛讨论。今年的高考新课标 I 卷作文题同样引发了热议：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
而这道题目与另一个跟高考紧密相关的话题形成了互文：AI 大模型可以取代人工填报高考志愿吗？就这一

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了解。

600分可以报浙大？人工智能还不够靠谱

那么，AI 填报高考志愿的难点在

哪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目前填报高考志

愿的难点。第一大难题是庞大的数据

量。相信每个经历过高考的人都对那

本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书印象深

刻。仅以本科为例，我国教育部发布

的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显示，目前我国本科专业共包含 93

个专业类、816 种专业。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共有本科院校 1275 所。进

行简单的排列组合后不难估算，考生

要面临的是数以万计的选项。而在浙

江省新高考改革之后，每位考生要综

合成绩、性格、兴趣等因素，从这几万

个选项中选出 80 个并进行排序，数据

量之大可想而知。因此，不少家长会

选择聘请一位专业的高考志愿填报咨

询师为孩子做高考志愿填报方案。

应永胜是我市一家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提供高考志愿

填报咨询服务。他告诉记者：“根据

我们近几年的观察，高考志愿填报咨

询服务的需求量很大。我们每年都

会举办公益讲座，为考生们解读相关

政策，今年的公益讲座原本限制人数

在 120 人 左 右 ，但 到 场 的 家 长 超 过

300 人。”而他们的服务就是让熟悉高

考政策的专家，根据考生的条件，为

他们量身定制一套志愿填报方案。

数据处理量大、市场需求大，这份

“工作”似乎正适合 AI 大模型来做。

面对专业推荐、学校简介等文字性的

问 题 ，AI 大 模 型 的 表 现 已 经 十 分 优

秀，它能凭借自身强大的搜索引擎，搜

索各个学校最新的文字性数据并整理

归纳成答案。“现在研发的难点在于，

市面上的大模型缺乏用于训练且与高

考分数相关的权威数据集。高考政策

每年都会有所变动，因此往年的高考

数据并不完全准确；而当年的高考数

据又没有权威来源。”谌志群说。众所

周知，大模型需要大量重复数据来训

练，缺乏了数据集的“喂养”，大模型这

匹千里马也只能“骈死于槽枥之间”

了。

除此之外，目前AI大模型的交互性

也不够充分，无法满足高考志愿填报的

另一大需求：充分考虑考生的兴趣、性

格等情况。

“AI 大模型还不能很好地理解人

类的意图，就像我刚才演示的那样。当

我向它提问‘我考了 600 分，能给我推

荐一些学校和专业吗？’时，它直接给出

了一份名单。而我们希望它能发出追

问，比如说‘你是哪个省份的？’‘你的兴

趣爱好是什么？’‘你选考的科目是哪几

门？’等，通过几轮交互获得需要的数据

点之后它再做推荐。目前的大模型还

没法对此很好地完成。”谌志群说。

“AI大模型填志愿”仍有难关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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