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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试卷能押题？踩
上知识点就算

“不算泄题吧？2025 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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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高考真题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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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一个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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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免想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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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模型帮忙预测？噱
头十足为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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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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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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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考的预测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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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版成了平替？为
获利盗版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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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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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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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专注提升思维能
力、改善记忆”“备考冲刺季，高分
抢先跑”……冲刺阶段，不少主打

“补脑”的学生保健品同样热销。
这些鱼油、神经酸藻油类产品被包
装为“学霸套餐”，打出“成绩噌噌
涨”的名号，十分吸睛。

事实上，截至目前，我国尚未
批准具有“补脑”“增强记忆”等保
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已批准的具
有“缓解体力疲劳”“增强免疫力”
等功能的保健食品，也不适用于补
脑、增强记忆和缓解脑力疲劳等。

别把AI“押题”当成备考神器
高考冲刺路，千万别走歪了

进入五月中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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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考题”
显然是关注度最高也最有“文章”可做的部分。一时间，“绝密”预测
卷满天飞，名师和AI齐上阵。种种“押题”路数，孰真孰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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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押题卷的“押中”标准十分宽泛
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搭车”线上售卖
“看着像老干妈，包装上的名字

却是‘陶碧华’”“远看是金典牛奶，
近看却是全典牛奶”……不少网友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踩过的坑。
曾经以农村市场为主要根据地的山
寨食品，如今借助网购、外卖以及一
些新商业模式，大规模蔓延至线上
平台，出现“搭车”售卖等现象。

直播间、线上购物、外卖平台成

为山寨食品的温床。一些商家将山
寨食品与餐食打包成套餐捆绑销
售，部分商家还使用“收藏店铺送饮
料”或“低价加购饮料”等促销手段
吸引顾客购买。网友反映，线上看
这些山寨食品外观与正品相似，极
易误导消费者。

更需警惕的是，山寨食品还存
在损害消费者健康的风险。部分食
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标注不实，可
能存在滥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超

标、重金属含量超标等情况。一些
山寨食品甚至“碰瓷”药品进行非法
售卖，如“安宫牛磺丸”冒充“安宫牛
黄丸”。

界定不清 威慑不强
山寨食品是一种处于法律灰色

地带的“侵权产品”。虽然部分生产
商在法律层面拥有完整手续，是经
过独立注册的合法企业，但本质上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用“合法外
衣”掩盖产品潜在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
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
或者近似的标识的行为属于不正当
竞争行为。但部分基层市场监督管
理人员反映，现实中对于“相同或者
近似”这一关键概念的具体界定仍
不够清晰明确，缺乏可操作性强的
细化标准。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食品造假
涉及面广、手段多样、手法隐蔽、危
害程度深，取证与执法难度较大。
即便被查，一些制假者往往仅面临
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等较轻处罚，
相较于所获取的高额利润，处罚力
度微不足道，威慑作用不强。同时，
由于信息偏差、辨别能力缺乏、损害
甚微而维权成本高昂等因素，消费
者往往只能自认倒霉。

全链条整治山寨食品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

农村市场发起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
治行动，剑指原料污染、知假造假、
误导消费三大顽疾。打击山寨食品
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广泛性的治
理任务，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提高违法成本。受访专家认
为，相对于不法行为获取的高额利
润，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较轻处罚

起不到应有的警示作用。专家建
议，严格购物平台、外卖平台准入标
准，并提高对食品造假者的处罚标
准；对于情节严重的食品造假行为，
应依法追究造假者的刑事责任，让
不法分子付出沉重代价。

织密食品安全网。专家表示，
执法和监管部门应梳理分析线上销
售数据，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追溯产品的销售商和生产
商，掌握侵权主体和行为的相关证
据，更高效识别和追踪山寨食品的
生产和销售链条。

提高全民食品安全意识。受访
者建议，加大对山寨食品危害的宣
传力度，增强消费者的辨别能力；加
强监督力度，建立第三方食品溯源
平台，确保所有在售食品来源可追
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明确，方便
消费者查询和举报，形成全社会共
同抵制山寨食品的良好氛围。

“全典牛奶”“橙果粒”……

山寨食品迷惑性太强，你踩过坑吗
如今，山寨食品的“势力范围”早已突破传统农村市场的局限，

凭借与正品高度相似的包装、极具迷惑性的名称以及低廉的价格，
悄然潜入监管薄弱地带，在网购、外卖等平台以及一些线下零食店
等渠道频频“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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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预测卷已售出100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