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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social wealth, the sound scientific view of money, consumption has not 
yet formed; consumption ahead of time and other ir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 have occurred 
in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frequent occurrence of campus loans and other malig-
nant events, which promote children’s financial quotient education to become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children’s literac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ldren’s financial education in 
Luann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parents’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or 
of the children’s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concludes th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include the parents’ weak sense of financial education, the lack of financial and com-
mercial education and the incomplete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education system, putting sugges-
tions on other ways of education for financial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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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社会财富快速增长，而健全科学的金钱观、消费观尚未形成；超前消费等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已经发

生在当代大学生中；也频频出现校园贷等恶性事件，这促使儿童财商教育成为儿童素养的必修课。通过

对河北滦南县家庭儿童财商教育的调查，总结了家长对儿童财商教育的认识和行为；调查认为财商教育

存在的问题有家长的财商教育意识薄弱、财商教育方式欠缺及财商教育体系的不完整，从而提出树立财

商教育理念、构建家庭财商教育开拓其他财商教育途径的建议。 
 
关键词 

儿童财商教育，调查分析，政策建议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研究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培养正确的财商意识和财商行为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1]。有材料表明在中国当代的年轻群体中，财商教育的缺失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深远。财商教育

的缺失不仅会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还会在社会中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影响未来社会的持续

发展。因此儿童财商教育课程体系的发展迫在眉睫，本文将结合对家庭儿童财商教育的现状调查，提出

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 研究意义 
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重视智商和情商的培养，轻视财商的教育，不少家长围绕孩子考好大学来判断

教育目标，认为跟高考无关的内容都没有用，从而忽视财商教育。青少年信用卡刷卡无节制，存在超前

透支消费；我们在一些媒体报道中经常看到“房奴族”、“啃老族”、“月光族”、“卡奴族”这样形

容年轻人的理财误区，其根源是财商教育的缺失。 

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共同发布了《中国财经

素养教育标准框架》，正式将财商教育纳入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素质教育体系，儿童财商教育的发展既要

纳入国民教育基础内容，研究财商教育现状和路径，也具现实意义。 
(二) 研究综述 
学者们对家庭财商教育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文献集中在财商教育内容和财商教育途径等方面。 
财商教育内容。学者们主张财商的观念教育，融入品德教育和思修课内容；有的学者主张，培养孩

子的财商关键在于家庭理财教育。要让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融入财商教育[2]，比如让儿童自主支配管理

零花钱和压岁钱、鼓励孩子独立购物付账、鼓励孩子自主开始银行存款账户，不断培养如何管钱、花钱

和钱生钱的意识和能力。 
家庭财商教育的途径。要强化家长财商教育意识、教育部门通过在线教育等互联网教育工具，开发

多渠道财商教育课程，家长及时与学校配合，形成家校共同培育财商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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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儿童财商教育理论基础 

(一) 儿童财商教育概念 
财商，是指理财能力。包括两方面的能力：一是正确认识金钱及金钱规律的能力；二是正确应用金

钱及金钱规律的能力[3]。儿童财商教育是指根据儿童的学习范围和学习特点，制定专门的财商教育和理

财课程。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并且课程教育要融合心理学、教育学、财务知识；让小孩子形成正确的金

钱观，实现儿童财商教育的理论目的；让儿童理解理财、初步学会理财是儿童财商教育的实践目的。 
(二) 儿童财商教育的重要性 
当下年轻人出现很多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比如接连不断出现的“校园裸贷”事件、大学生因无法偿

还高利贷自杀事件等等，都是财商教育缺失的现实根源，提醒儿童财商教育的发展迫在眉睫。在现代商

业社会，一个人的综合生存发展能力是多方面的，而理财能力无疑已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反观西方国家，犹太人孩子 3 岁开始便教其识别硬币和纸币，孩子 5 岁时告诉他们钱是怎样来的；

孩子 7 岁时便可以看懂价格标签，培养了“钱能换物”的理念；孩子 8 岁时可以通过工自己劳动赚钱，

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懂得储蓄；到 10~12 岁时，孩子就懂得制定开销计划。美国的父母把财商教育称为

“从 3 岁开始的幸福人生计划”。大多数美国孩子都会接受贴近生活的财商教育，从而使之具备较强的

自主能力、金融意识以及基本的物质资源的管理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财商教育理念差距较大。 

3. 儿童财商教育实证调查研究 

团队在河北滦南县展开调查，针对儿童财商教育设计问卷调查，财商教育问卷，主要针对父母对财

商教育的知晓程度、对孩子压岁钱的处理方式、是否愿意让孩子自己管理零花钱、对孩子财商意识的培

养方式等问题设计，本问卷共发放了 115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9 份。 
通过问卷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我们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并分析如下： 
(一) 家长培养孩子财商教育的意识较弱 
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父母对孩子财商教育有较强的意识(见图 1，图 2)。 

 

 
Figure 1. Whether the parents will discuss the budget 
with their children before shopping 
图 1. 在购物前，家长是否会和孩子商量预算 

 

 
Figure 2. Parents develop their children’s awareness of 
financial and business education 
图 2. 家长培养孩子财商教育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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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得，74%的家长会在购物之前和孩子商量预算；图 2 所示有 40%的家长有意识去培养孩子

的财商教育，46%的家长对儿孩子的财商教育持模糊的态度；也就是说，有财商教育就是锦上添花，没

有财商教育也没有影响。由图 1，图 2 可得，家长对儿童财商教育都有所了解，但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倾

向去培养孩子的财商教育。 
(二) 家长培养孩子财商教育的方式欠缺 
在孩子压岁钱的处理方式上有 51%的家长让孩子自己决定，28%的家长会才用压岁钱给孩子开设银

行账户或者购买理财产品(见图 3)；说明家长对财商教育的认识依然处于初级层面，以及对培养孩子财商

教育的方法也欠思考，很多家长对培养孩子的财商没有明确的规划。 
 

 
Figure 3. Treatment of child’s lucky money 
图 3. 孩子压岁钱的处理方式 

 
虽然有部分家长已经了解财商教育并有意识去培养孩子的财商；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家长介绍对

孩子的财商教育方面的培养，但也仅限在认钱、独立购物和自己决定压岁钱等比较浅显的方面(见图 4)。 
 

 
Figure 4. Parent’s advice on financial education 
图 4. 家长对进行财商教育方式的建议 

 
(三) 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及经济水平会影响孩子的财商教育 
问卷调查所得数据显示，大部分家长的受教育水平都在初中、中专、高中、大学及小学层面，有少

部分的家长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在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层面；因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很多家长的

儿童财商教育知识是空白的，所以不会让孩子自己管理零花钱以及做好消费记录，受收入水平的限制，

家长不会给孩子零花钱，更不会要求孩子管理自己的零花钱(见图 5，图 6)。 
根据河北滦南县儿童财商教育现状分析，家庭对儿童的财商教育影响较大，但受较多因素的限制；

比如父母的经济水平、父母思想观念等等，各个家庭也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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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Education level of parents 
图 5. 家长的受教育水平 

 

 
Figure 6. Income levels of parents 
图 6. 家长的收入水平 

4. 儿童财商教育政策与建议 

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家长层面的儿童财商教育问题是对孩子的财商教育没有清晰和科学的理念和

规划。从当前的家庭中儿童财商教育现状来看，学前儿童财商教育一直处于被父母忽视的状态。财商教

育是学习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学科，需要孩子亲身体验并且实践。 
(一) 树立家庭财商教育理念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这就要求家长在行为和观念上做出改变。首先，家长自己需要学会理财并

加强自己的理财能力，改变自身的不良消费习惯；其次，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重视孩子的财商教育；

摒弃智商第一、学习第一和前途就是“钱途”等等的错误观念；对孩子进行科学的金钱观和理财教育。

家长在孩子的学前财商教育中应与幼儿园的课程内容相符合，并且家长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幼儿园财商教

育的亲子课程和实践活动，积极配合老师的教学。 
(二) 构建家庭财商教育内容体系 
4~6 岁是学前儿童数理方面迅速发展时期，教育方式应符合该时期儿童的学习特点和学习能力；家

长应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家庭财商教育方式；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方式，在生活的真实案例中，

理论与实践相混合的方式既可以摆脱枯燥的理论认知，又可以发挥孩子的主动性。 
当孩子表现出购买自己喜欢的玩具等商品的欲望时，父母可以告诉孩子该商品的价格、需要花多少

钱买回和此次家庭购物的总额，让孩子了解到“钱是什么”、“购物的代价”；掌握基本的关于“钱”

的常识；若孩子所选择的上商品超出此次购物的总额，父母需教导孩子在钱不够的情况下，学会适当的

放弃多余的商品；对通过此类方式让孩子养成科学的消费观，同时也培养全盘和长久考虑问题的习惯。 
在孩子有能力支配零花钱的时候，同孩子讨论每个月零花钱的用度、要求孩子记开支账以及提出最

低存钱限额的要求；让孩子学会优化配置零花钱，通过对花钱量的控制，让孩子懂得量入为出和长短期

规划的理财意识。家长要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渗入财商的培养，比如同孩子一起商讨家庭保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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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金、家庭投资规划等，让孩子知道“为什们需要理财”、“理财的目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

理财”；将理财与家庭氛围结合，让孩子对理财有感性的认识和理解[4]。 
(三) 开拓其他财商教育途径 
财商教育是一门关于生活的学科，所以要求在培养的过程中与实际生活相切合。除了家庭和学校的

系统课程外，社会层面的教育同等重要。各大教育机制和社会组织需要对家庭和学校未涉及到的方面做

出弥补，对儿童财商教育做出更多的延伸。如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联合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组织儿

童参观陕西钱币博物馆，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的环境下了解我国璀璨的钱币文化史；广发银行开办“小

小理财师学习营”，孩子们认识货币、学习点钞、真假币识别、体验银行自助设备功能等，让孩子到“柜

台”体验存钱和取钱，到“商店”体验买东西消费，使得孩子对金钱的意义、使用和管理有了形象的认

知；长沙农商银行点点儿童银行作为湖南首家全功能儿童主题银行，推出了“梦想存钱罐”和“我的压

岁钱”等特色金融产品，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 

5. 研究结论 

论文以唐山市滦南县居民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儿童财商教育文献研究，认为儿童财商教育培养

是儿童全面发展的基本素养。调查显示，家长对儿童财商教育缺乏明晰的认识和科学的培养方式；受到

经济水平以及自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限制，在家庭中，落实儿童财商教育方案的占比很低。论文从三

个角度提出对儿童财商教育的对策建议，一是树立家庭财商教育理念，让家长在儿童财商教育方面做出

观念上的转变；二是构建家庭财商教育内容体系，从学前教育就要开始抓起儿童财商教育，让家庭成为

儿童财商培养的基地；三是开其他财商教育的途径，财商教育作为一门社会学科，这要求所教所学的内

容广泛且贴合实际生活；社会层面的拓展，让儿童财商教育走出家庭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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