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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媒体为中学生获取消费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了提高中学生消费教育的实效性，应树立正确的消
费教育观念，即将消费教育列入素质教育范畴，加强媒介素质教育，以防止单纯将消费教育等同于价值观教育的倾向。

同时，建立基于学生个体消费需要的社会—学校—家庭—个人互动机制，教师、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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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成长中的中小学生是潜在的消费者，也是现实
的消费者，中小学生的消费教育应成为重要的教育话题。

本文以湖南省某市高中学生为调查对象，在调查与分析

中小学生消费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中小学生

消费教育的建议与对策。

１　调查对象
湖南省处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偏上水平，本

研究所选取的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处于湖南省的

中等偏上发展水平。相对而言，电子传媒的普及程度或

拥有量也因此较高。由于电子传媒消费类广告以电子传

媒为载体，电子传媒的普及程度或拥有量，对调查电子传

媒消费类广告对中小学生消费的影响至关重要［１］。本研

究选取的中学生为高中生，生源主要为本市区适龄学生，

共计１４２名，其中男生７４人，女生６８人，各占调查人数的
５２．１２％、４７．８８％。从家庭背景看，这些高中生父母的社
会职业分布情况为：父母为教师的有１１人占７．７％，父母
为工人的有２４人占１６．９％，父母为政府职员的有１０人
占７．０％，父母为企业管理人员的有１２人占８．４％，其它
社会职业的为８５人约占５９％。从对家庭经济的调查情
况看，认为家庭富足的有８人，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
有９４人占６６．１９％，认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占２１．１２％，其
它占７．０％。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对电子传媒产品的需
求与他们对家庭经济状态的认识有关，比如学生认为家

庭经济情况较好，就会比较主动索要手机、电脑等产品；

反之，他们这种需求就跟着降低。

２　消费教育的现状调查
在１４２名调查对象中，主动关注电子传媒（电脑、手

机、电视）消费类广告的约占３０％，从消费购物渠道看，网
购成为中学生消费的时尚。从调查的情况看，中学生消

费带有很强的年龄心理特征，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值偏差。

２．１　社会消费教育的责任意识淡薄
据统计，我国现行的广告类法律、法规共计３００余部，

但基本没有涉及未成年人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规定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广告基

本准则》规定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

康，《电视广告播放审查》规定中小学生节目应避免播出

不适宜中小学生的广告，但《广告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

例施行细则》《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中针对中小学

生的均为空白［２］。笔者所调查的该市更没有针对中小学

生消费的相关实施条例或细则。可见，我国广告行业的

自律意识、责任意识并不强［３］。

２．２　学校消费教育零星存在
通过走访和调查发现，学校消费教育零星存在，但有

偏差，也失之简单。通过翻阅所调查学校近３年的工作
计划，特别是主管德育的副校长和班主任的工作日志，没

有发现相关专门的主题活动记录。可见，学校和班级层

面没有将消费教育纳入常规教育。

学校对学生消费比较重视的是对学习资料购买问题

的管制，学校统一购置学习用品和学习资料。不过，与学

校的要求相比，学生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如“你对学校订

的学习资料和校服怎么看”，学生们认为“符合学生要求”

的只占１４％左右，认为“基本符合学生要求”的占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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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符合学生要求”的占１９％ ，认为“很不符合学生
要求”占２０％。虽然学生的某些认识或许有其角度和立
场偏差，但仍可看出，学生对学校的消费教育及措施的认

同度不高。

２．３　父母对子女消费行为的放任
作为中学生，主要职责是学习，一般的正常的或基本

的消费，父母当然会主动满足。但是，当问及“你父母对

你的额外消费需求是否满足”时，选“经常能满足的”有

３６人占２５％，选“基本能满足”的占５４％。可见，当今父
母对子女比较宽容，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放任。调查显示，

父母对子女的消费很少劝诫的高达６３％，甚至有１７％的
父母“无所谓”劝诫不劝诫，只有１９％的父母经常性地劝
诫。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父母对子女消费行为总体

满意度较高也有一定的关系。调查显示，父母对子女的

消费行为很满意的占２１％，满意的占５８％。
２．４　多数中学生能约束自己

这种自律体现在如下３个方面：（１）较少攀比。通过
调查发现，看到同学有比自己好的消费品时选择“无所

谓”的占７８％，对攀比现象“很嫌恶”的占５０％以上，对别
人的高消费 “无所谓”的占８０％。这说明大多数学生能
约束自己并自律。（２）对父母或学校的劝诫或教导大多
数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调查显示，对父母劝诫反感的

占４．３％，无动于衷的占８．６％，而选择“可以理解”的占
８６％。有些学生之所以反感，原因是多方面的，调查发
现，主要是父母劝诫的方式简单粗暴且消费劝诫往往爱

与子女的学习进步与否联系起来。（３）努力学习，以成绩
作为获取消费需要的资本。相当一部分学生努力学习，

以成绩作为获取消费需要的资本，几乎成为他们的首选。

３　对策
第一，将消费教育纳入素质教育。在已有研究中，将

中学生的消费作为道德问题或价值问题，甚至拔高到爱

国的高度；认为中学生消费等于乱花钱的观念也很盛行。

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点。实际上，中学生网络消费也就

是根据电子信息进行的时尚消费，有其积极和消极意义，

不能仅从消极方面看待其消费问题。加拿大学校的媒介

素质教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学习的典范。加拿

大安大略省是北美第一个正式将媒介素养教育从政策上

规定为必修课的地区，规定如下：在中级和高级英语课程

中，至少要有１／３的时间必须分配给媒介素养教育；在７～
８年级学生（约１２～１３岁）的课堂中，必须有１／１０的时间
要用于各种形式的媒介素养教育［４］。此外，在毕业所需

的５个英语学分中，学生可选择一个完整的媒介课程来
完成其中１个学分。从学校的角度而言，开设媒体素质

教育课程值得借鉴。

第二，建立社会—学校—家庭—个人教育的互动机

制。要消除不良消费广告的影响，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从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看，仅在２００７年，全国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就查处虚假违法消费广告案件３．０２万
件，停止发布虚假消费广告４．０７万件，曝光典型违法案件
２３００件［５］。这类虚假广告对中学生的危害不可小视。

要合理引导中学生的消费，必须有一个诚信的网络文化

环境，这就需要加强相关法规建设，强调行业自律，但学

生成长最主要的场所是家庭和学校，因而学校和家庭的

积极主动教育是核心。从目前看，家庭和学校对中小学

生的消费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和偏颇，无法针对学

生的需要，即消费教育的现实针对性的问题［６］。之所以

没有针对性主要是观念偏差甚至落后，缺乏积极地从关

注中学生的需要出发进行消费教育的心态。因而，消费

教育要有效进行，净化广告环境是前提，基于学生消费的

需要来引导是关键，家校积极配合是途径。只有这样，才

可提高消费教育的有效性。

第三，长辈、教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近年来，不少

学校为了不影响学生学习以及防止学生不当模仿，对教

师的穿戴进行了规定，但效果甚微［７］。在对中学生的消

费教育上，身教远大于言教，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失为

一种较有效的方法［８］。总之，对中学生表现出的不良消

费习惯和行为应及时加以纠正，引导中小学生朝着健康

向上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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