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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商教育不仅是财富能力的素养培养，也是一种全面的人格教育。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财商教育起步较

晚，在各地发展并不均衡，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为提升我国儿童财商教育，本文通过分析现状，问卷调查，

数据分析，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研究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儿童财商教育路径，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家庭提升家长对儿童财商教育的意识以及教育方法、学校研究相应课程及聘请专业的财商教育教师、社

会出版相应书籍等，打造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四位一体”的财商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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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cultivation of wealth and ability, but also a com-
prehensive personality educ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hina’s financial intelli-
gence education started late, the development is not balanced,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improve children’s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a feasible path of 
children’s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data analysis,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It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is-
sue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amilies to raise parents’ awareness of children’s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schools to study corresponding courses, hire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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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sional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eachers, and publish corresponding books, so as to create 
a “four-in-on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hat conforms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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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提出 

财商一词最先源自美国投资家 Robert T. Kiyosaki 的《富爸爸穷爸爸》。财商，很多金融学界认为是理

财能力，一般包括两方面的能力，一是正确认识金钱与金钱规律的能力；二是正确应用金钱及金钱规律

的能力，财商包括的内容很广，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财商就是投资能力。儿童财商教育是对儿童的财富

观价值观进行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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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智

商”“情商”和“财商”认知和素养培育方面，从学校学习的科目以及日常的家庭培养中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目前更加重视“智商”和“情商”的培养，对“财商”的教育还处于初级待开发阶段，但西方一些

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了儿童财商教育的重要性，针对儿童财商教育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纵

观我国目前并没有一套完整系统有效的路径来为我国儿童财商教育进行指导[1]。 
(一) 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家庭财富日益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目前青年人群体中，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啃老族”“月光族”“财盲族”等族群，并有很多青年认为自己的理财知识不够，也没有合适

的渠道去了解。究其原因，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家庭更多把孩子培养的重心放在智商和情商上，对财

商存在认识误区，认为规划理财是成人的事情，觉得自己那一代人也没接受过财商教育，成年后自然就

会理财了，不需要过早开展财商教育，结果导致我国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游戏充值，以及大学生逾期贷

款，月光族啃老族的现象逐年增加。 
我国目前儿童财商教育还不够成熟，体系不够完善，已经出现的部分财商培训机构缺乏监管，造成市

场混乱，无法有效地对儿童财商起到指导与教育作用。学校的重点授课内容依旧是文化课的应试教育，

对于财商的教育仅是一笔带过甚至直接忽略，亟待探索适合国情的儿童财商教育路径[2]。 
(二) 研究意义 
通过对儿童财商教育路径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儿童财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提供路径指导。财商教育

是儿童成长的基础素养内容，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是对孩子知识结构的完善，可以提升儿童素养，也

是社会生活能力教育，也有助于树立孩子的自信心，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

念，掌握基本的理财技巧，能够解决孩子在实际生活中正确面对金钱与财富的问题。实践证明，财商教

育不仅仅是锻炼儿童的财商，也是对儿童多方面技能的锻炼，青少年如能在早期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价值观，那么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尤其是自我管理、时间管理、金钱管理、社会

交往等方面的挑战，他们将有能力和智慧积极应对。 
重视儿童财商教育有助于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社会风气，提倡勤俭节约，勤劳致富，本文

探究适合中国特色的儿童财商教育路径，提高社会大众财商教育意识，对提升儿童素养，促进儿童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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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意义。 
(三) 文献综述 
1、国外文献 
在儿童财商教育概念及重要性方面，1999 年，美国的罗伯特·T·清崎和莎伦·L·莱希特在《富爸

爸，穷爸爸》一书中首次提出“财商”(Financi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 FQ 或 Financial IQ)概念后，

相关研究越来越集中。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于 1982 年首次科学系统地提出了理财教育的概念，他

指出“理财教育就是能够让人们学会如何设立理财目标、认识个人收入基础、制定详尽的达到目标的理

财计划、应用理财计划、调整理财计划、评价理财目标和理财过程的一系列环节”[3]。Jonathan Fox 认

为财商教育的主体作用在于充分发挥其社会组织性，政府要进行法律和监管等方面的配合[4]。Federico 
Triolo 则认为“财商是指对理财及财务等方面的智力，财商与情商、智商已成为当前社会必不可少的素

养和能力。财商教育侧重财富观念教育、财富知识教育、财富心理教育和财富管理行为教育”[5]。 
2、国内文献 
在对财商教育的重要性上，洪明(2017)认为“财富”教育是财商教育的核心，财商教育是学生认识财

富、创造财富、使用财富的教育认知活动[6]。在当前的财商教育问题上，黄雯(2019)提出财商教育在社

会的认可度相对较低，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财商教育被单一化和边缘化[7]。关于儿童财商教育路径方面，

陈勇(2015)在对国外的财商教育进行了有效的研究，他提出了财商教育要实现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即“家

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8]。 
由上述可得，国外的儿童财商教育已经迈入成熟阶段，而我国还处于初期阶段，儿童财商教育任重

而道远。 

2. 儿童财商教育情况实证调查研究 

(一) 调查问卷设计 
笔者查阅相关文献，编制调查问卷，首先是对被调查者基本情况信息，如年龄、性别、学历、所在

行业、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孩子所处的学习阶段等；第二部分是财商教育的认知程度，包括对儿童财

商教育的知晓程度、孩子零花钱的管理、是否重视且有针对孩子进行一定的理财教育等，第三部分是对

儿童财商教育的一些建议，如是否认为应当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应当在什么阶段进行财商教育，家庭

开展财商教育面临的困难、我国财商教育应当从何处着手等。该问卷是基于北京、河南、河北、甘肃的

居民为对象，采用线上调查随机抽样方式，收回有效问卷 300 份。 
(二) 调查现状分析 
通过研究此调查问卷，我们分析了我国儿童财商教育的现状及认知情况以及对我国儿童财商教育的

意见建议。 
1、对财商教育认识不够，还未认识到其重要性 
针对此项调查问卷的数据可以得出，被问到“对儿童财商教育的知晓程度”时，有 26.27%的父母表

示“不了解”，有 51.33%的父母表示“了解不多”，另外有 19%的父母表示“比较了解”，只有 3%的

父母表示“很了解”如下图 1。而对于“孩子是否应该接受财商教育”的问题，有 95.33%的家长认为“应

当”，有 4.67%的家长认为“不应该”，如下图 2。在被问到“学校应如何开展财商教育”时，只有 7%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将财商教育视为“主科(等同于语数外)”，有 36%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视为“副科(等同

于除语数外之外的学科)”，然而超一半(52.67%)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相关课程中穿插即可”，如下图 3。
由此看来我国的家长对于儿童财商教育方式的掌握不足，虽然已经认识到应当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但

是对财商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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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arents’ awareness of children’s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图 1. 父母对儿童财商教育的知晓程度 
 

 

Figure 2. Whether a child should receiv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图 2. 孩子是否应当接受财商教育 

 

 

Figure 3. How the schools should carry out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图 3. 学校应如何开展财商教育 

 

2、财商教育途径不多，缺乏专业规划发展 
通过调查发现，在被调查者中有 45.9%的学校未开设儿童财商教育相关的课程，而只有 16.39%的学

校有儿童财商教育的内容，有 37.7%的家长并不了解孩子的学校是否开设儿童财商教育相关课程，如下

图 4。当被调查者被问到“在家庭中开展财商教育有哪些困难”时，其中回答“自身财商教育经验薄弱”

有 204 人，其次认为是“缺乏财商教育的意识”还有“缺乏时间精力”分别有 176 人和 170 人，认为“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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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业繁重没有精力学习财商知识”的有 147 人，还有被调查者表示需要遵从孩子的自我意愿，如下图 5。 
 

 

Figure 4. Whether there is any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content for children in the school 
图 4. 所在学校是否有儿童财商教育内容 
 

 

Figure 5. Difficulties in conducting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in families 
图 5. 在家庭中开展财商教育的困难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highest degree and awareness of children’s financial education 
表 1. 最高学历和对儿童财商教育的知晓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 

 最高学历 您对儿童财商教育的知晓

程度如何 

最高学历 

皮尔逊相关性 1 0.174** 

Sig. (双尾)  0.002 

平方和与叉积 299.720 39.700 

协方差 1.002 0.133 

个案数 300 300 

您对儿童财商教育的知晓程度如何 

皮尔逊相关性 0.174** 1 

Sig. (双尾) 0.002  

平方和与叉积 39.700 172.917 

协方差 0.133 0.578 

个案数 300 300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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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儿童财商教育的认知程度与家长学历程度的相关性 
通过对“最高学历”以及“对儿童财商教育的知晓程度”两个问题进行相关分析得出，最高学历和

对儿童财商教育的知晓程度的 Pearson 相关性为 0.174，家长学历和对儿童财商教育的知晓具有相关性，

如表 1。 
(三) 调查结论 
从上文调查分析，可以明确我国儿童财商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1) 家长对儿童财商教育

的重视度不够高，虽然已经认识到孩子需要进行财商教育，但是还未意识到其重要性；(2) 家长对儿童财

商教育认识不足，缺乏相关教育指导；(3) 学校缺乏相关的财商教育课程。 

3. 儿童财商教育路径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 发挥政府对财商教育路径建设的主导作用 
通过对国外儿童财商教育的研究发现，政府在儿童财商教育发展方面起到了主导的地位，我们可以

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教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儿童财商教育路径，将儿童财

商教育纳入我国义务教育的基础课程，形成政府主导、学校参与、社会协同、家庭支持的合力。把财商

教育纳入我国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标准等，有关方面出台相

关的财商教育教材，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分化细则。同时搭建共享网络课程，针对学校、社会、家庭不同

的身份开放对应课程，相互合作为我国财商教育快速发展同出力。 

(二) 发挥家庭教育对儿童财商教育的主体功能 
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摇篮，不可否认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深远，在教育初期，家庭教育发挥基石作用，

父母的行为和观念也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家庭对儿童财商教育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父母要对孩子

的财商有正确的教育引导，这就要求父母自身要有一定的金融理财知识，给孩子引领正确的价值观财富

观，这不仅仅是教孩子如何使用钱还要告诉他们钱是什么，怎么来的，让孩子自己去探索应该怎么用，

在此过程中做适当的引导。一味地引导孩子怎么省钱是一个错误的思想观念，要给孩子足够的施展空间

让孩子自我认知，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父母要以身作则，不超前消费，不攀比消费等不良消费，为子

女营造良好的消费形象，可以适当地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的日常支出管理以及理财规划中，形成理财理念

的基础。 

(三) 发挥学校儿童财商教育的责任 
学校是孩子学习的主要阵营，孩子们系统的接受知识教育的地方就是学校，学校相对于家长对孩子

更有威严，更有教导性。学校应根据国家要求的教育内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开展儿童财商教育，

培养引进相关方面的人才，开设专门的财商教育课程，研究出专业的课程教育思路形式，把财商教育纳

入基础课程体系，并将其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指标。 

学校可以借鉴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的相关教育经验，将财商教育分为由“学科整合”“仿真体验”

“实践应用”三大子课程组成，包括讲授性课程、场馆性课程和活动性课程，并注重与部分国家基础课

程实现联动。以多学科融合为主的“财商 + 学科统整课程”，以财商知识和文化为基本内容，循着两条

基本线索而设计：一是梳理提炼相关课程中的财商知识内容，实现跨学科重构；二是将学生生活中真实

的问题和话题整理为学习主题和课题，实现学科交融实施。以体验为主的“财商 + 仿真体验课程”将财

商技能实操作为主要内容，通过仿真场景和职业体验，让学生树立“劳动创造财富”的劳动观和“为人

民服务”的职业观。以实践为主的“实践应用课程”则立足校外实践让学生学以致用，着重培养学生在

真实情境中灵活应用知识技能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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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发挥社会儿童财商教育的支撑作用 
儿童财商教育应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发挥政府在儿童财商教育中起到顶层的指导作用，而社会各界

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互相配合，相互合作，发挥自身作用为儿童财商教育的专业主体。社会金融机构

例如银行、证券基金机构等可以组织财商教育培训，可以发布一些针对儿童的银行卡，金融理财产品等，

来锻炼儿童的理财能力，提升财商实践能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深入到校园中，为儿童财商教育

做出指导，研发相关网络课程，远程指导家长学校应如何增强儿童的财商教育，出版儿童财商教育相关

的书籍，为儿童财商教育提供理论指导。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儿童财商教育的科普，提升大众对儿童财

商教育的认识度、认可度、重视度。 

4. 研究结论 

我国儿童财商教育事业刚刚起步，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和制度规划，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学校教师

的系统教学，家庭成员的密切配合，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所说“政府、

社会、学校、家庭，大家各有其责，而且这几个责任谁都不能替代谁，不能越界也不能缺位。学校替代

不了家庭，老师也替代不了家长，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才能有助于形成共识。”只有这样我国的儿童财

商教育才能快速发展，赶超其他国家，为我国经济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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