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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校渐成高考生报考新选择

专家表示，目前国内
民办高校林立，多数都已
经成为了受考生关注的高
校。本报综合专家和民办
高校在校生的观点和经
验，选择民办高校时，要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确定其是否
有相关的办学资格审批文
件。

不论是自学考试还是
学历文凭考试，一定要看
选读学校是否有学校所在
地教育机构对其办学资格
审批文件。如果实在拿不
准，可以到学校所在地教
育部门进行咨询，以保证
学校信息的准确性。

第二，确认学校主办
方身份。

学生和家长有必要到
学校主办方去仔细审核招
生单位的合法性，询问学
校相关情况。比如学校有
没有自己固定的场所、基
本的教学设备和固定授课
老师，进行实地考察，确
定招生单位所提供情况是
否属实，避免给自己带来
诸多不便。

第三，看学校口碑。
口碑不错的民办院校

一般经过了市场的冲击与
洗礼。而一所学校信誉和

口碑的好坏，不是单纯靠
学校的宣传，更主要的是
要通过它培养出一届又一
届学生的感受来评说。所
以，这里强调要和学校在
校或是毕业的学生进行必
要的沟通与交流。

第四，能否给学生提
供后续教育。

通常情况下，民办大
学培养的多是大专层次的
学生，很多学生希望能继
续读本科甚至考硕士研究
生，有一些民办大学就可
以满足学生的这种需求，
这样的大学在选择时，安
全感会更强一些。

第五，警惕个别学校
虚假宣传。

当前一些名气较小的
民办学校为了达到招生目
的，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与
名校搭上关系，提高自己
地位，实际上有的学校根
本未取得办学许可或根本
不具备最基本的办学条
件，中介机构对学校进行
不符合实际的夸大宣传，
扰乱了考生的视线。教育
主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
长，一定要向教育部门充
分了解报考学校的办学条
件、设施和教学质量，不
要被广告、招生简章和招

生中介所蒙蔽。
第六，出国留学要当

心。
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

好的学生，往往会选择出
国留学。近年来，一些机构
打着出国留学的牌子，利
用家长和考生出国留学的
心理，而进行违规操作。因
此特别提醒：打算让孩子
出国留学的家长，一定要
选择正规的中介机构，查
清所读学校的资质，有无
授权等多方面细节，必要
时，可向有关教育机构进
行咨询，以免带来不利影
响。谈起出国留学，我省一
些知名留学机构的负责人
表示，这方面也要分两个
层面，家庭条件优越的学
生，可选择欧美等国家的
学校，而对于虽具有一定
经济实力，但又负担不起
欧美国家的巨额费用的考
生，可先选择其他国家一
些费用相对低廉的学校。

总体而言，选择民办
高校，要一查学校实力辨
真伪；二看教学质量、继
续深造度；三看专业，便
于毕业后能顺利就业。掌
握好以上几个方面，相信
考生一定能找到一所令自
己满意的学校。

近日，网上出现一个名为
“上海建筑工业学院”的网
站。该网站看起来很正规，各
类正规高校网站的常设分类一
应俱全。然而，稍加浏览和印
证，就会发现这些图文资料都
是从正规高校的网站上拷贝、
粘贴过来的，驴唇不对马嘴。
有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市教委
公众服务处，相关负责人明确
表示：上海市根本没有这所学
校。

在这家网站上，教师的头
像和简介是盗用其他高校的资
料拼凑而成的；这家地处上海
的高校在“招生简章”上却以
“首都院校”自居；公布的学
校地址在上海地面上根本找不
到，而所谓邮政编码则取自广
东省某地。然而就是这所形迹
昭彰的山寨高校，却在“百度
百科词条”上占有一席之位，
词条上写着“创办于1983年，
是一所国家计划民助管理的综
合性大学”云云。那么假网站
和假词条是谁建的，意欲何
为？

根据往年关于高招骗局的
报道，某些家长和考生急欲找
一所学校就读，而骗子们则主
动打电话给他们，介绍自家
“学校”的悠久历史和专业优
长。谓予不信，有学校的网站
和百度百科词条为证。当此病
急乱投医的时刻，如果是某个
粗枝大叶的家长或考生看到了
这个山寨网站，可能直接就信
了。稍微精细些的人，也可能

通过百度来印证真假，还是有
可能得出“此校属实”的结论。
事实上，只要骗子们取得了考
生和家长的初步信任，他们有
的是办法让他们上当受骗。

据悉，“百度百科”是个
完全开放的信息平台，只要是
百度的注册用户，都可以自行
建立条目、填充和修改内容，
百度对词条信息的真假和准确
性并不负百分之百的监查认证
责任。检索可知，创建了“上
海建筑工业学院”词条的百度
用户名为kaozhengwang8。而
且此人不仅“创建”了这所学
校，还创建了“北京信息科技
学院”和“大连工人大学职业
技术学校”等词条。不出所
料，这两所“高校”均属于子
虚乌有。由此基本可以判定：
这是一个利用网络发帖的规则
漏洞，编造虚假高校信息伺机
捕获猎物的骗局。应该说，只
要稍存警惕之心，识别和防范
这类骗局并不难，因为骗子们
绕来绕去总会提到学费问题，
而只要是一所现实中存在的高
校，都不会在入学之前就向新
生收取一分钱学费。而且他们
都是“见光死”，没有谁能在
正式校园里接待新生和家长。

因此，学生和家长应从正
规渠道获取报考信息，对自
考、成人教育、网络教育以及
普通高等教育的异同了解清
楚，辨清“天上掉馅饼”的陷
阱，莫轻易上当。

(据《北京青年报》整理)

大学报考

须警惕“山寨高校”网站

目前，我省高考录取进入本科二批志愿填报和录取阶段，省内外众多民办高校逐渐走进了
考生及家长的视野，根据国家及省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民办高校已经成为高考招生的主
力军，随着民校办学水平和规模的升级，及社会声誉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考生愿意选择民办
高校这种办学灵活、贴近就业、贴近市场的办学方式，我省民办高校在全国已经具备了较高的
知名度，省内外考生也给予了民办高校较大的关注。民校越来越多，广大考生面对国内众多民
办高校，如何选择一所适合自己的学校，成了困扰学生和家长的大问题。考生如何选择民办高
校？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民办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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