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生的家庭理财教育

校园贷近年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涉事大学生多在十八周岁以上人，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他们在大部分案例中也负有一定责任。在极端案例中，当事人贷

款的目的往往不是助学，而是用于购买新款电子产品等非必要消费，他们往往“没

想到”“不知道”自己的贷款利息是怎么累积成巨额欠款的。攀比、从众、虚荣

的心理，冲动盲目的行动，使他们在消费时不顾长远；不熟悉利息、手续费、违

约金等概念，使他们在贷款时随心所欲。他们和多数孩子一样，没有亲身体验过

钱财如何获得、保管和运用，没有机会理财、进行长远规划，上大学前仅能支配

一定数额的零花钱，直到上大学后才有能够自主管理的银行账户和存款。如果缺

乏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和自律意识，财务管理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理财教育从孩子能够自主消费就可以开始，高中阶段重在观念引导，尤其是

消费价值观。

成长密码 1：高中生亟需理财教育

理财教育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对人才素质的要

求，进行的与金钱有关的教育活动。

在经济全球与信息全球化的时代，理财能力是孩子进入社会应具备的基本素

养，直接关系到其发展和一生的幸福；现在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消费和孩子自主支

配的钱财越来越多，高中生几乎每天都要和钱打交道，很多孩子有财可理、有财

需理；青少年畸形消费乃至因对金钱错误的认识和行为导致犯罪的案例不断出

现……理财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越来越被社会各方面所认识。

理财教育不仅培养孩子的理财技能，也是思想道德教育、行为习惯养成、社

会适应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载体。

理财教育培养良好的品质。通过了解金钱与劳动的关系，孩子知道父母挣

钱的艰辛，进而懂得感恩和珍惜，懂得诚实守信是做人不可或缺的品格。

理财教育提高辨别和分析事物的能力。通过自主消费，孩子需要透过令人眼花

缭乱的广告宣传和的促销手段，对商品的价格、质量进行考察对比，最后做出符

合自身情况的判断和选择。



理财教育是自我管理的实践。财务管理是自我管理重要的一部分，促进孩子责

任意识的养成，让孩子在学习或生活的其他方面，更有计划、懂得克制，并合理

运用资源。

成长密码 2：理财教育观念是先导

理财意识和能力不会随着年龄增长、收入增多而自然获得，不少成年人也缺

乏理财观念。理财教育绝不是管钱、算账、过小日子，而是从观念到行为、贯穿

在日常生活诸多领域之中的全方位教育。理财教育伴随终身，父母应和孩子一起

学习，以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

行为层面上，在管理零花钱、 购物、存钱、投资保险、家庭支出安排等与

孩子密切相关的事项中 ,父母要给以高中孩子决策和参与的机会，充分发挥孩子

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知识层面上，高中孩子从课本上基本认识了金钱的本质和价值是什么，以及

在经济活动中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基本常识，但还缺少如何创造财富、如何管

理和消费等操作性的知识。

理财教育观念是先导，高中的孩子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需要在日常生活与

钱打交道的细节中培育他们正确的金钱观、财富观和消费观 , 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成长密码 3：消费价值观教育是理财教育的重点

消费价值观是人们对待自己可支配收入的态度以及对商品价值追求的取向，

指导消费者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消费活动时买什么、如何选择、怎么买。

高中生还不是财富的创造者，却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欲望随年龄而

增长，但他们手中的钱来自成年人。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决定了消费价值观

教育是高中阶段理财教育的重点。父母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形成正确的消费

价值观：量入为出，适度消费；避免盲从，理性消费；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对待物质财富，适度消费价值观既不主张一味节约吝惜，也不赞成毫无节制

地滥用，主张消费时不仅考虑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且考虑他人利益乃至社会利

益，不仅考虑眼前利益，还要考虑长远利益。

有父母因为家庭经济宽裕对孩子花钱不加限制，有父母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



尽量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那么，对孩子来说价钱只是个数字，意识不到消费后

父母的负担，很难理性适度地消费。

为父母支招 1：父母以身作则引导消费价值观

家庭教育是理财教育的起点。父母的消费行为不仅持续性地传递了父母的消

费价值观，同时也反映出家庭的经济状况。高中的孩子应该了解家庭的真实经济

状况，知道家庭能够承担的教育、生活、包括追星消费等在内的休闲娱乐费用限

度，对自己的消费范围有一定的理解。

家庭的收支记录或消费记账是最直观的理财教育，父母定期记录、并分析每

笔消费的目的和效果，通过耳濡目染对孩子的金钱观和消费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同时通过对零花钱使用、自主消费或投资理财的指导，让孩子在实践中养成

适度消费价值观。

如果有条件，建议尝试勤工俭学活动或力所能及得兼职，或体验职业岗位、

或到贫困地区体验生活，或参加“一元钱生存挑战”之类的活动，让孩子从中体

会如何创造财富和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同时也体察社会，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

独立精神。

家境富裕父母仍旧理性消费不断进取，家境不富裕父母也积极努力改善生活，

这些精神对孩子有直接的影响，让孩子看到金钱只是生活的工具，不是生活的目

的，引导孩子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部分转移到追求精神富足上来。

为父母支招 2：高中孩子可以为家庭和个人理财

建议在寒暑假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让高中孩子全面掌管家庭财务，首先

是家庭财产统计（指实物财产统计，如房产、家居、电器等，收集整理重要的原

始购买单据并妥善保存）、家庭收入统计（包括每月的各种纯现金收入，非现金

或银行存款的潜在收益应该归入家庭财产统计，保险金等未来收入要在实际领取

时再列入收入）、家庭支出统计（包括房租或按揭还贷款等固定性支出、水电气

和通讯交通等必需性支出、吃穿营养等生活费支出、全家的学习教育支出、疾病

医疗支出及其他）；然后参考第一个月的支出明细表制定生活支出预算，在预算

中可以单列一个“不确定性支出”，理财的目的不是控制消费，是要让钱花得实



在、花得明白；最后，注意理财和投资分立账户，每月收入减去预算支出，剩下

的资金可以存入投资账户。家庭收入和支出统计比较繁琐，使用 EXCEL 等软件记

录就非常简单，也有利于保留和分析。

如果孩子没有时间进行家庭财务的管理，至少要对个人财务，主要指个人的

零花钱和存款进行相应的管理。父母要提醒孩子不但要记账还要反思，每周或每

月进行汇总，看看每笔钱是否花得是地方。坚持一段时间，孩子就能养成量入为

出的好习惯。

为父母支招 3 ：鼓励孩子进行投资理财

如果孩子对投资理财感兴趣，父母应该积极支持鼓励和指导，帮助孩子推荐

或选择理财产品。建议孩子在一定的资金、活动范围内进行尝试，例如资金主要

为压岁钱收入或自己劳动所获，活动则以不影响正常的学习作息为度。

成长型基金比较适合中学生理财，其主要投资对象是市场中有较大升值潜力

的小公司股票和一些新兴行业的股票。为达成最大限度的增值目标，成长型基金

通常很少分红，而是经常将投资所得的股息、 红利和盈利进行再投资，以实现

资本增值。

中学生还可以选择余额宝和一些网络理财平台，这些基本起点比较低。余额

宝风险低、收益低，其他平台虽然收益相对较高，但由于投资方向多是基金或是

企业个人微贷，相应风险就高一点。投资时特别要注重平台的选择，可以参考社

科院发布的年度金融报告。中学生也可以尝试邮票、艺术品收藏等投资理财形式。

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孩子不仅学习拓展了金融知识，还体会到每个人都有享

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同时需要具备风险意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果孩子对投资没有兴趣，父母可以给孩子设立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例如

求学、创业等，鼓励孩子围绕目标把压岁钱等收入进行储蓄等简单的管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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