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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专注于分析家庭在少儿财商教育中的角色和影响，探讨其现状、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势。通过问

卷调查、文献阅读和数据对比分析，深入了解家庭财商教育的方式、内容和实践情况，分析家庭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探究影响少儿财商教育的家庭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在少儿财商教育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存在教育内容不够全面、教育方式单一、缺乏实践机会等问题。同时，家庭

经济背景、家长的教育程度和观念等因素也影响了家庭财商教育的实施效果。本研究对于加强家庭少儿

财商教育的认知大众化、深化实践研究具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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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families in children’s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exploring its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faced and development trends. Through question-
naire survey, literature reading and comparative data analysis, we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content and practice of family financial education,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family education, and explored the family factors affecting children’s financial educ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famil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hildren’s financial education, bu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ly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content, single education method 
and lack of practice opportunities. Meanwhile, factors such as family economic background, par-
ents’ education level and concepts also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financial education. This 
study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strengthen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ognition and deepening the 
practice research of family children’s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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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1.1. 选题背景 

家庭教育对少儿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至关重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

变迁，财务管理能力和金融素养在个人及家庭生活中日益重要。然而，目前社会普遍缺乏对财商教育的

重视和系统的教育模式，大部分学校未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课程，家庭教育因而成为少儿财商培养的主

要途径。通过家庭教育，父母可以培养孩子的消费观念、储蓄习惯和理财意识。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如何

通过家庭教育提升孩子的理财能力，为家庭财商教育提供有效的教育方法。 

1.2. 国内外现状 

2016 年，教育部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

要求高校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的监测和预警机制[1]。2018 年，《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框架》发布，2021
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2]。国际方面，经合组织在 2005 年发

布了金融教育书，强调少儿财商教育的重要性[3]。Jonathan Fox [4]和 Aisa Amagir [5]等学者也强调了财

商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家庭教育在儿童财商教育中的作用。通过整合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

解家庭教育在少儿财商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财商教育。 

2. 研究的目的、意义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家庭教育中儿童财商教育的路径，分析不同文化程度的家庭在儿童财商教育方

面的差异。揭示家庭背景对儿童财商教育路径的影响，并分析不同教育方式对儿童财商素养培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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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将为家庭财商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2. 研究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财富的积累，少儿财商教育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商教育不

仅影响少儿的金钱观和物质观，还关系到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塑造。因此，对少儿财商教育的

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和数据对比分析法。通过多个渠道搜集相关文献，为研究提供

理论依据。针对家长对家中孩子的财商教育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结合数据进行交叉分析，深入了解影响

因素，为提升家长重视程度提出对策建议。 

3. 家庭中少儿财商教育实证调查分析 

3.1. 问卷设计及调查过程 

本次问卷共设计了十六道题，其中一至十四题为必选题，十五、十六题为跳转题(前提为十四题选

“是”)。问题包含如下：一是孩子的年龄以及家长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月收

入情况；二是家长对少儿财商教育的认知程度以及重视程度，包含家长个人对自己了解少儿财商教育程

度的认知、认为孩子目前对人民币的了解程度、孩子是否有自己的存钱罐、是否有自己的银行卡、压岁

钱如何处理、是否愿意带孩子参加免费的财商课程；三是少儿财商教育的实践情况，如偏向采取哪一种

方式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孩子是否有零花钱、孩子获得零花钱的渠道、孩子使用零花钱的习惯。 

3.2. 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我们集中在广东省广州市、浙江省温州市以及北京市海淀区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问卷调

查，并在广州市进行调查时与一些家长进行访谈。本次调查报告发放 450 份，有效回收问卷 438 份，达

到 97.5%的有效回收率，对于缺失值，采用了删除处理；对于异常值，则进行了人工核查，确保数据的

真实性。 
研究分析： 
(1) 家长对少儿财商教育认知不足，缺乏精准教育方法 
我们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问卷调查数据，使用频数、百分比等指标进行描述。从第七题“对

孩子财商了解程度”的反馈数据来看，“从未了解”约 4%、“有所耳闻”约 16%、“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约 44%、“很看重”约 36%，家长普遍认为自己对孩子的财商教育十分看重。但是结合第九题“孩子是

否拥有存钱罐”大约有 50%的孩子拥有存钱罐、第十题“是否拥有银行卡”排除 3~6 岁儿童后仅 10%的

孩子拥有银行卡，大多数家庭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储蓄方法来教育孩子关于金融的基础知识。 
这种传统的储蓄方式，如使用存钱罐或定期存款，长久以来被视为引导儿童学习金融管理的简单路

径。尽管这些路径在教育孩子关于储蓄的基本概念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当前快速发展的金融环境

中，这种传统模式在培养儿童全面的财商教育成效方面显示出了一些局限性。比如，第一点孩子会缺乏

金融产品和市场的理解，包括各种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基金)和市场运作的知识。这种局限性的少儿

财商教育，限制了孩子们对经济如何运作以及投资对个人和社会经济健康的影响的全面理解。二、忽视

财务决策和风险管理，在真实世界中，有效的财务管理不仅仅是储蓄，还包括如何选择合适的投资渠道、

如何评估和管理风险，以及如何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个人财务计划。三、未培养少儿财务规划和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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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有效的财商教育应该包括教授孩子如何设定财务目标、制定达成这些目标的计划以及监控进度

的能力。传统储蓄方法往往过于简单，未能鼓励孩子们思考长期目标和计划，如教育基金、创业资金或

退休储蓄。因此为提高儿童的财商教育效果，家长需采取更全面的方法，结合传统的储蓄概念和现代金

融知识的教育。这包括引入关于金融市场、风险管理、数字支付系统以及财务规划和目标设定的教学，

以此帮助他们在未来的金融世界中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但本研究存在部分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小，代

表性有限；调查数据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统计分析方法相对简单。 
根据深度访谈结果，家长普遍认为家庭中少儿财商教育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但当前社会对此重

视程度尚不足。在家庭财商教育实践中，家长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教育孩子，例如指导孩子存钱、

规划零花钱等，但也面临自身缺乏系统的财商知识以及获取专业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

家庭财商教育，需要加强家长财商知识培训，丰富适合孩子的财商教育资源，并构建家校社协同的财商

教育体系。家长希望获得更多适合孩子年龄和认知的财商教育资源，如动画、游戏等形式，并希望学校

能提供系统的财商教育课程。此外，家长认为孩子在基础金融知识方面有一定掌握，但在投资理财方面

还有待提高，并认为财商中的财务规划和风险意识对孩子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2) 发达地区家长背景影响少儿财商教育偏好 
初中以及高中毕业的家长大部分选择实践教育；学历为大专及本科的家长大部分选择机构培训和实

践教育这两者；学历为研究生的家长大部分倾向社会培训，其次是实践教育和机构培训；学历为博士及

博士后几乎一半选择社会培训。且根据调查问卷的数据学历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即学历越高收入越高。 
结合以上可以看出，随着家长学历以及家庭收入的提高，对于财商教育方法偏好的变迁从理论教育

渐渐转向实践教育，再转向机构培训，最后更多地重视社会培训和综合使用不同的教育资源。这些差异

反映了不同背景下家长对财商教育的认知以及对孩子教育方法的期望不同。理论教育提供基础财经知识，

但可能缺乏实践经验，限制了孩子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生活。实践教育通过日常经济活动增强孩子的金钱

管理技能，但可能不够系统全面。机构培训为孩子提供深入的财商知识，结合理论和实践，但可能需要

更多时间和资源。社会培训让孩子直观了解金融运作，但内容复杂性可能不适合年幼孩子，有效的财商

教育应平衡理论学习和实际经验，符合孩子的发展阶段和兴趣，结合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利用各种教

育资源适应孩子的理解能力和发展需求。这种综合方法有助于全面提升孩子的财商，培养正确的金钱观

和财务管理技能。 
(3)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少儿财商教育差异分析 
根据文献研究的方法发现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方面更加重视，在家长的重视

下能够充分利用农村职业学校的资源开展系统的“财商 + 创新创业教育”，全面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财

经素养。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重视程度较低，培训内容单一，家长

未能充分利用农村职业资源进行系统教育，导致新型职业农民的财经素养培养相对不足。这种城乡差距

和地区差异导致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乡村振兴的整体推进。这种差异与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要缩小地

区差异，需要加大家长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注重对新型职业农民财经素养的培养。 

4. 研究的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的结论 

1. 教育内容和方式的局限性：当前家庭财商教育主要集中在储蓄和基本金融知识，较少涉及复杂金

融产品、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等。这种单一教育模式限制了孩子财商能力的全面发展。 
2.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家庭经济背景、父母教育水平和财商意识对财商教育实施至关重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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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导致财商教育资源差异，影响孩子财商培养效果。 
3. 实践教育的缺失：尽管家长重视财商教育，但孩子在实践操作和金融知识应用方面经验不足，影

响了对复杂金融概念的理解和财务决策能力。 

4.2. 建议 

1. 提高家长财商教育认识：家长应主动学习财经知识和教育技巧，例如通过在线课程、财经论坛和

书籍等，增强自身财商和教育能力。 
2. 丰富和创新财商教育方法：家长应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方法，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如设定家

庭经济项目、模拟投资游戏和家庭理财会议等。 
3. 增强实践和体验式学习：鼓励家长带孩子参与实际财务活动，如银行开户、家庭预算制定和投资

决策，帮助孩子理解金融操作流程和财务规划的重要性。 
4. 协同学校和社会资源：家长应与学校、社区和财经机构合作，共同为孩子提供全面财商教育，如

参与学校财商教育项目、社区金融知识分享会和专业机构财商培训课程。 
5. 定期监测和调整教育策略：家长应定期评估孩子财商发展进程，关注其在财商教育中的兴趣点和

潜在挑战，及时调整教育计划和方法，确保教育内容与孩子年龄和发展阶段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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