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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费作为现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与人们的行为习惯融为一体。大学生不仅是新时代

的人才储备，同时也是消费庞大群体中的主力军。但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大学生常常会陷入消费主

义的陷阱，产生非理性消费的心理，从而导致各种不良的消费后果。高校作为教育的主要场所，有责任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本文通过分析大学生消费心理的一些影响

因素，针对大学生消费过程中存在的消费需要问题、消费习惯问题以及消费观问题，提出了一些引导策

略。通过开展大学生理性消费教育、培养大学生理性消费行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能够使

大学生更加健康的成长，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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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odern People’s Daily life, consumption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people’s behavior and habits.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only the talent reserve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the main force in the huge consumer group.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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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often fall into the trap of consumerism and produce irrational consumption psy-
chology, which leads to various adverse consumption consequences. As the main place of educa-
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arr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to college students and guide them to establish a correct consumption concept.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psychology, and puts forward 
some guiding strategies in view of their consumption needs, consumption habits and consumption 
views. Through carrying out rational consumption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ing their 
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guiding them to establish correct consumption concept, col-
lege students can grow up more healthily and become qualified socialist suc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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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费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又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我们通常讲的都

是个人消费。消费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更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在高校大学生中，消

费现象十分普遍。科学合理的消费行为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日常生活需要，同时也能够给他们心理带来

一定的愉悦。但由于受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常常会导致大学生产生一些不理智的消费行为。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会导致金钱上的浪费，对大学生学习和生活都造成极大影响，久而

久之可能会带来价值观的扭曲。高校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必须及时关注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并

正确引导其消费行为，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2. 大学生消费心理的理论来源 

2.1. 马克思主义消费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

产之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肯定消费的积极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消费观的基础(向欣雨，2021)。马克

思的许多著作中都散发出对消费的思考，明确将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种形式。马克思在进行

研究时，是以生产作为出发点，把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论述了生产和消

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影响着消费，消费同时也对生产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对生产起着一定的引

导作用，是生产的动力源泉。毫无疑问，马克思对于消费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对过度

消费持批判态度。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要尊重自然

的规律，过度消费将会给自然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同时也会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所以马克思坚

决反对奢侈浪费的消费行为。了解马克思主义消费观，能够使大学生对于消费的认知更加深刻，对树立

正确的消费观也起到一定的帮助。此外，马克思还提出了消费异化的思想，消费本该是为了满足人们的

真实生活需要，而异化了的消费却成了满足人们贪婪欲望的手段，反过来阻碍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弗洛

姆所说，“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的，相反，人却成了物

品的奴仆”(埃里希·弗洛姆，1986)。这对我们准确分析大学生的消费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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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鲍德里亚消费思想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不再是以生产为出发点，消费也不再是单纯为了满足需要，传统消费中的消费

对象也发生了转变，从某种物质性的实体变成了物体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指涉(张彩玲，陈白鸽，2012)。鲍

德里亚认为，当今社会的消费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对物的实用功能或是他的有用性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得

某物所具有的特定的意义和突出的个性特征，物已经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符号成了鲍德里亚消

费思想的主要逻辑(张倩，2011)。通过鲍德里亚对符号的分析，消费的过程也被重新定义，人们不再看重

所消费物的有用性，而更加关注物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真实需要被遮蔽，人们通过

对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的追求，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或者社会地位。大众传媒的兴起更是为符号消

费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人们的消费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符号的支配下，人们变成了

物的奴隶，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中。 

3. 消费心理学及消费心理的主要类型概述 

3.1. 消费心理学 

消费心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目的是研究人们在生活消费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现象及其规律(郑
文春，2019)。它不仅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消费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在

一定程度上能通过消费者的气质展现出来，而不同气质类型的消费者，其消费心理也会有所不同。气质

是消费者心理特征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现代西方心理学认为，气质类似于人们常说的脾气、秉性，它

是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心理特征(王简，2022)。气质学说最初是由古

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他在四元素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气质体液学说。在希波克拉底看来，人体

内共有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和血液这四种液体，并分别对应冷、热、干、湿四种性质，人体内四种体

液配比的差异，自然也就造就了不同气质类型的人。目前被大多数心理学家普遍接受的气质类型有四种，

分别是：胆汁质、粘液质、多血质、抑郁质。不同的气质类型的消费者，其消费心理具有极大差异，所

以根据气质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是合乎情理的。遗传基因以及后天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不同气质类

型的人，进而对个体的心理及行为产生影响。在日常的消费活动中，不同气质类型的消费者由于不同的

消费心理，比如说求美、求异、求实，都会产生不同的消费行为，因此人们在消费心理学研究中的气质

研究才具有了意义(邵禹铭，2019)。 

3.2. 大学生消费心理的主要类型 

通过对不同气质类型的分析，大学生消费心理主要可以细分为四类，分别是：从众心理、求异心理、

攀比心理、求实心理。胆汁质与多血质气质类型的人通常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及求异心理，黏液质与抑郁

质的人则易产生求实心理。 

3.2.1. 从众心理 
人是社会性动物，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身处某个社会圈

子中，总是会倾向于与所属圈子的相关人员保持同频，跟上大部队的脚步。大学生长期生活在学校这个

社会关系网复杂的地方，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各种大大小小的圈子之中。像一条小溪，总是想着融

入大江大河，为了让自己显得合群，日常生活行为总是要跟上身边人的节奏，消费行为更是如此。在这

种从众心理的支配下，大学生常常会跟风消费，买东西不再是基于自己的真实需要。看到室友买了电脑，

就会让家长给自己也买电脑，毕竟“别人都有”，这种从众心理支配下的跟风消费在大学生中极其普遍。

近日，瑞幸咖啡与贵州茅台的联名咖啡引发极大关注，“酱香拿铁”一时间炙手可热，大学生争相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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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各高校附近瑞幸门店“酱香拿铁”爆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众心理在发挥作用。 

3.2.2. 求异心理 
求异心理主要是表现为“标新立异”，在消费过程中总是喜欢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效果。在这种心

理的支配下，大学生消费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个性”，追求能够展示独特个性的符号性消费。网购时

往往不再考虑自身真实需要，物的有用性也被弃之一旁，彰显个性的“符号”则凌驾于这些之上。这会

导致大学生在消费时产生非理性的行为，由于太过于追求标新立异，大学生在购物时总是倾向于购买一

些“限量款”或者“定制”的产品，试图通过这些前缀，来彰显自身独一无二的身份。 

3.2.3. 攀比心理 
攀比，社会学家称之为“比照集团行为”。有这种行为的人，照搬他希望跻身其中的那个社会集团

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大学生社交圈子较广，经常会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与许多人打交道，所以会更加在

意自己在群体中的形象。在自尊心与面子的驱使下，往往会追求一些“名牌”商品，从而使自己更加有

“档次”。情不自禁会把自己与他人做比较，从而相互攀比，追求时尚潮流。这种攀比心理导致大学生

中浪费现象极其严重，忽略了家庭经济情况，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极大负担。近年来，校园贷引发了大众

关注，大学生的攀比心理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过于攀比导致超负荷消费，从而误入歧途。 

3.2.4. 求实心理 
求实，顾名思义就是讲求实际。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往往综合要考虑许多因素，比如商品的价格

是否便宜合适、商品的质量怎么样、以及商品是否是自己切实需要的等等。在求实心理的支配下，消费

者会货比三家，讲求实惠，基于自己的需要购买商品，这是一种理智的消费心理。大学生中也不乏有求

实心理的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会被社会潮流所影响，会考虑自身情况，购买真正对自己有用的商品。这

种健康的消费心理值得提倡，能够有效避免大学生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抵制诱惑，从而树立正确的消

费理念。 

4. 大学生消费心理的影响因素 

4.1. 社会因素 

改革开放不仅使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也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大学生的传统消费理念也在不

断碰撞中发生改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的获取与传播变得更为迅速，大学生所能接触到的信

息也变得更加全面、复杂，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思想造成冲击。西方国家大肆宣

传消费主义，鼓吹超前消费，而大学生辨别真伪的意识比较薄弱，则落入西方国家的圈套中，花呗的流

行让大学生还未开始挣钱便已经背上了债务。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冲击也给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带来极大改

变，由传统的“存钱”转向了“挣多少花多少”，与父母那一辈相比，当代大学生更多的是考虑当下生

活的质量，而不再把目光放到遥远的未来。与此同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也趁虚而入，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心理。西方推崇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导致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

了偏离，认为钱才是第一位，享乐是毕生追求(顾建伟，2007)。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大学生的传统消

费理念已经被打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艰苦奋斗精神背道而驰。 

4.2. 家庭因素 

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2020 年我国已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家庭经济水平不断提升，

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消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父母的思想大多是“宁愿苦了自己，不愿苦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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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孩子的各种需求也是尽量满足，这种溺爱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大学生的无节制消费。家

庭的消费理念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父母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大学生耳濡目染，会不自觉地模

仿父母的消费方式。家庭是教育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家长应该承担起责任，给孩子树立榜样，培养孩子

艰苦奋斗的精神，及时关注孩子近况，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4.3. 学校因素 

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场所，应该承担起责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

生观。近年来高校对大学生的教育更加偏向于课程学习方面，而忽略了心理健康方面，学校缺乏对大学

生生活方面的沟通，未能及时发现大学生消费心理的偏移，消费观教育的缺乏以及高校消费风气都会对

大学生消费心理造成影响。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也远远不够，艰苦奋斗作为我国的优良传统美德，

近年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却很少被提及，部分大学生对于艰苦奋斗的理解不够深刻，从而产生逆

反心理。正由于艰苦奋斗教育的缺乏，导致大学生产生了错误的消费心理，长此以往，着实令人担忧。 

4.4. 大众传媒因素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学生消费的方式更加多元化。近年来，直播带货成为热门领域，“双十

一”“618”等活动更是掀起购物狂潮。大学生看到满减活动，会有一种捡到便宜的“错觉”，在直播间

激情下单，或者被“安利”，实则是落入了资本主义制造的虚假需要圈套中，并不是为自身真实需求买

单。社交平台的分享便利，使大学生可以看到各类人的生活，精致包装的刺激下，会滋生大学生的攀比

心理。大学生辨别能力薄弱，消费心理容易受到冲击，从而导致各种非理性消费行为。 

5. 大学生消费心理的主要问题 

5.1. 消费需要问题 

消费需要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萌发的内在意愿，以获取各种消费资料及服务为目的(冯娟，

颜松漳，2021)。消费需要具有多样性与层次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消费需要，而对于同一个人来说，

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消费需要也有所不同，随着低层次需要的满足，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将会产生。在一

定程度上，消费需要的满足能够给人带来极大的愉悦感，同时激发内在潜力，促使人不断向前发展。反

之，当人的消费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则会陷入不断的自我怀疑中，从而产生负面情绪。对于大学生来

说，要对自身消费需要有准确的认知，以自身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大学生常常分

不清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不知不觉地落入资本主义创造的消费陷阱中。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消费，

支配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不再是他们真实的消费需要，而是具有表征意义的符号。对于符号的推崇，使大

学生的消费心理逐渐发生偏移，理清大学生消费需要问题对于正确引导大学生消费心理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5.2. 消费习惯问题 

消费习惯对于消费行为有着很大影响，如果大学生一开始就养成了良好的消费习惯，那么就会在很

大程度上避免非理性消费，反之亦然。大学生虽然在年龄上接近成年人，但是心理上却更趋近于未成年，

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容易受到攀比心理、从众心理的影响，从而养成了浪费的过度消费习惯，长此以往

不仅会不利于自身的健康发展，同时会给家庭带来危害，“校园贷”就是血的教训。对于大学生消费习

惯的养成，家庭应该担负起主要的责任，家庭对于个人有着深刻影响，不同家庭的消费观、消费风气都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消费习惯，挥霍浪费的消费习惯可能会伴随孩子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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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消费观问题 

消费观在本质上是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一种体现。消费观的产生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主

体意识的结果，因此消费观问题是客观世界问题在主体意识上的反映(周映萍，2021)。中国传统的消费观

主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如今人们的消费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各种消费倾向层

出不穷。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消费更多注重的是当下的享受，这与传统的消费观背道而驰，由此也出

现了许多不理智的消费行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科学的消费观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

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科学的消

费观主要包括理性消费、用之有度、绿色消费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我

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高校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消费观教育。多元化消费并不意味着无节

制的挥霍，大学生应该认识到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同样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6. 大学生消费心理的引导策略 

近年来，由于消费观导向错误引发了许多事件，曾有一篇《还不起“校园贷”被起诉，数百大学生

成被告无人应诉》的新闻报道引起了社会对大学生提前消费的关注，大学生借贷购买高档手机等，后因

未偿还借款而被告上法院，此类事件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是大学生消费观存在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得

到纠正，才能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科学理智的消费行为，因此，高校必须开展大学生理性消费教

育、培养大学生理性消费行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6.1. 开展大学生理性消费教育 

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存在问题，就无法很好地服务于社会(谢兰

璋，2022)。当代大学生仍旧处于一种价值观不够成熟的状态，无法对消费有着深刻透彻的认知，所以高

校对大学生开展涉及消费心理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开设消费教育相关的课程，通过课

堂上的学习让学生把握更全面的消费知识，了解当代消费背后的陷阱，促使他们培养理性消费的意识。

“课程思政”理念的引入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形成了互联互通的有效渠道(卢鹏宇，2023)。对

于高校来说，也可以将消费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向大学生揭露消费的本质以及来龙去脉，

从根源上抵御消费主义的入侵。高校也可以经常开展一些消费教育讲座，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从而培

养他们的理性消费观念。2021 年双十一到来之际，重庆移通学院艺术传媒学院开展了“理性消费，理性

先行活动”，旨在倡导理性消费，传播正确的消费观，活动的圆满举办不仅有效减少了该院系大学生双

十一冲动消费的行为，更为其他高校开展大学生理性消费教育提供了良好示范。 

6.2. 培养大学生理性消费行为 

当代大学生日常消费行为总是存在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现象，花呗的普及更是导致了超前消

费的行为，使大学生每月背负债务。在面子的支配下，大学生在消费时往往会忽略自己的实际情况，这

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对个体和家庭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消费观教育的缺乏是产生这些行为的主

要原因，所以对于高校来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已经迫在眉睫。学校可以充分利

用大众传媒，通过广播、短视频的方式来宣传消费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教育的趣味性，能够使大

学生更易于接受。2021 年西安理工大学官方抖音账号发布一则作品，标题为“探究网红经济对大学生消

费观念的影响”，引发大学生极大共鸣。该视频制作采取了极具娱乐趣味性的方式吸引大学生目光，同

时从大学生容易接受并深有同感的方面入手，巧妙地进行消费教育，使大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网红经

济背后的陷阱，从而培养理性消费的行为。通过短视频进行消费教育，不仅传播力广，更能取得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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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这点从该视频的上万点赞量就可以明显看出。同时也应该定期举行班会，加强师生间的联系，教

师应该多多关注学生的生活情况，以便于能够及时发现学生消费行为上的偏差，并做出正确的引导。 

6.3.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消费观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的重要体现。想要进行消费观教育，首先还是要从“三观”入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

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综合教育活动，对

于摒弃大学生的错误思想有着显著的作用。高校可以通过开展班会活动来使大学生了解自身消费活动中

的误区，从而掌握正确的消费原则，树立起正确的金钱意识，学会合理分配钱财消费各方面的比例。针

对“校园贷”事件，武汉东湖学院管理学院的辅导员周老师就曾动员全体学生一起，开展了“正确看待

校园贷乱象，形成理性消费观”的主题班会，班会在融洽的氛围中开始，并以深刻的教育意义结束，在

本次班会中同学们表示受益匪浅，校园贷水太深，理性消费才是王道。消费本身是提高人们幸福感的一

种方式，运用得当，能够给大学生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着关键的推动作用。所以

一定要加强消费观教育，使大学生认识到消费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时更是社会行为，促使他们树

立科学的消费观，不仅有助于个人健康成长，更能够带来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绿色消费能够提高人们

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促进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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