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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中职生财经素养的培育
郑寅梅

（广西玉林农业学校，广西 玉林 537000）
摘 要：随着世界各国竞争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关注财经素养的培养，并将其作为核心教育重点关注对象。与之相

比，我国的财经素养教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自 2018年以后，财经素养教育才在我国教育中以比较正式的方式出现。在互联网+时
代，中职学生的消费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中院校要重视学生财经素养的培养。文章以互联网+为背景，首先对中职学生的财经素养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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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具有良好财经素养的人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出金融工具的作用，达

到预期的投资目标，获得较为可观的回报，还能拥有更多财富。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国中职学生的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
的中职学生使用各种金融工具满足自身消费需求，其所呈现出的财务
问题日益增加。中职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要帮助其树立正确的
理财观念，提高财经素养，才能使其获得更加幸福、稳定的生活，提高其
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

2 互联网+背景下中职学生财经素养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理财知识和风险甄别能力
随着互联网与金融行业融合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显著

变化。中职学生所拥有的消费潜力越来越大。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
需求，许多学生使用花呗、京东白条等金融工具。虽然这种方式可以使
其获得所需商品和服务，但还有部分学生不能按照约定期限还款，从而
深陷债理财困境。大部分中职学生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个人理财等
相关知识掌握有限，不能很好地甄别风险，缺乏必要的理财意识和健康
的理财观念。

2.2 缺乏良好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
中职学生普遍年龄较小，缺乏明确的消费计划，经常存在冲动消费

的现象。由于学生在消费时比较随意，时常会面临经济烦恼。如果这种
消费习惯不能及时改进，就可能会对其未来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不良影
响。部分学生之所以会陷入财务困境，或者产生不理智的消费行为，主
要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消费目标，存在从众和攀比心理。许多学生对自己
的消费行为不能予以理性分析和判断，甚至经不起物质的诱惑，很难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还有一些学生会盲目选择理财产品，并未提前对产
品进行调研，这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2.3 缺乏完善的财经教育
2018年 1月，我国颁布了《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尽管如

此，各大学校对财经素养的教育依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知识
点比较零散，缺乏成熟的教育体系。大部分中职学生虽然学习过相应的
财经知识，接受过专门的财经教育，但其财经素养却有待进一步提升。
当然，中职学生财经素养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学校要重视这一方面的
教育，完善课程体系，才能使学生拥有良好的财经素养。

3 互联网+背景下中职学生财经素养的培养途径
3.1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
许多中职学生缺乏理性的消费观念和良好的理财能力，导致其时

常会面临财务问题，甚至陷入财务困境。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职学生
要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对消费进行合理规
划。认真学习金融知识，养成良好的存储习惯，对理财进行合理规划。在
购买理财产品时，要提前进行调研，认真完善知识结构，对各种虚假宣
传进行准确甄别。

学校要引导中职学生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学生阐述网贷所带来
的危害，避免学生误入歧途，保障学生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引导学
生具备健康的消费观念，避免其滋生虚荣心，不与其他人攀比，减少冲

动购物的行为。引导学生养成记录的习惯，这样就能明确每一笔支出，
使其自觉规范消费行为，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3.2 学习理财知识，对学校教育予以有效补充
3.2.1 引导学生学习互联网理财知识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移动支付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便利，

方便人们随时消费，满足人们的购物需求。不仅如此，移动支付还能满
足人们对理财的需求，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职学生对投资充满浓厚的
兴趣。在互联网与金融不断融合的今天，市场中有大量的投资工具。为
了避免出现盲目投资的情况，学校需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能够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投资工具，认真听取具有丰富投资经验人员
的建议，初步了解投资与回报之间的关系，使学生的投资技能逐渐提
升。

许多中职学生对新鲜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他们积极使用微信
和支付宝等支付手段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由于中职学生的资金比较有
限，抗风险能力比较低，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理财技
巧和清晰的理财思路，才能避免上当或遭受伤害。最初，中职学生可以
选择风险比较低、收益较为固定的理财产品，这样不仅使其在实践中锻
炼理财技能，还能获得稳定的收益，降低风险。当学生积累一定的理财
经验后，就可以逐渐尝试具有更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在调研这一类型的
产品时，学生首先要了解产品具体收益说明，掌握理财方式，确定其是
否符合自身能力和条件。要避免出现跟风购买产品的行为，也不要因过
度追求回报率而选择风险较高的理财产品。要对产品的风险、收益等内
容进行全面分析，然后谨慎做出选择。由于理财经验是一个漫长积累的
过程，学生在尚未获得经验之前，要向有经验的人虚心请教、

3.2.2 将课外财经知识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
中职学生财经素养的培育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除了学校的引导与

教育之外，中职学生也要不断学习财经知识，使自身知识结构更加完
善。在引导的过程中，学校要为学生展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现状，
为学生推送、讲解近期发生的重要财经新闻，使学生掌握与时俱进的财
经知识。要引导学生了解国家大事，比如，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和阅读政
府工作报告，了解国家的最新政策。学生要认真对地方政府收费与税收
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逐渐提高财政素养。邀请业内专家来
到学校举办财经讲座，为学生讲解生动、典型的财经案例，使学生能够
了解财经问题的本质。比如，要引导学生掌握与三一五打假的经典案
例，在讲解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就能使学生在不断实践的
过程中既可以掌握知识，又能加强自我保护，提高对风险的防范意识。
此外，教师可为学生模拟购房场景，为学生讲解关于购房的注意事项，
使学生掌握等额本金、等额本息的计算方法，选择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
贷款方式。要引导学生接触更多与自身实际生活相关的案例和场景，使
学生能够提前了解未来的金融决策，提高学生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适
应能力。

3.3 重视财经教育，提高学生财经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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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院校要打造完善的理财课程体系，使学生的财经素养得到提
升。由于我国已颁布《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学校要根据框架的
要求，明确教育重点和教育标准，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培养，使学生具备
丰富的财经知识。第一，对学生进行财经教育时，要为其讲解国家的财
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重要的知识，使其掌握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形
势，对不同阶段的经济运行情况有所了解。第二，使学生掌握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信贷风险、汇率和利率等常见的知识，丰富学生的财经知识
储备。第三，为学生讲解互联网金融、P2P平台等与时俱进的知识，使学
生能够全面掌握互联网理财知识，合理甄别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树立健康的理财观念。第四，为学生讲解买房、贷款创业等相关知识，使
学生能够制定理性的投资计划，学会识别风险，一旦遭遇诈骗，也可以
采取有效的方式减少损失。第五，为学生讲解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知
识与政策。由于上述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和未来的工作密切相关，也更容
易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因此，学校要不断完善教学体系，丰富教学
内容。

为了使财经素养在中职学生身上得到更好的体现，学校要积极开
展第二课堂，组织学生参与其中。比如，为学生设置创业、商业策划相关

课程；组织学生进行市场调研，从事社会公益服务活动；邀请业内资深
人士或专家学者为学生讲解最新的理财知识。为了使学生具备理性的
消费观念和行为，可为学生讲解校园分期、次贷危机等知识。要使学生
树立正确的财富积累观念，使其通过合法的行为和丰富的知识积累财
富，避免误入歧途。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与许多行业的融合日益紧密，互联网金融就是典

型的代表。在这一背景下，中职学生需具备理性的消费观念，养成良好
的理财习惯，具备丰富的理财知识，不断提高个人理财素养，才能拥有
健康、幸福的生活，逐渐成为国家的栋梁。财经素养的培育需要多方面
共同协作，除了学校之外，学生、家庭、社会同样要参与其中，才能使中
职学生拥有优秀的财经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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