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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消费异化失去了消费的本来意义，同时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困扰。社会大众媒体的误导，学校消费观教育缺乏、家庭消费观的

培育缺失、部分大学生未能树立正确消费理念等造成大学生消费异化现象日益严重。本文基于一例校园贷引发的心理咨询案例分析大学生消

费异化的现状、原因，以寻找大学生消费异化措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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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校园贷在大学校园内兴起，校园贷无需担保、资质审核，仅

凭身份证、学生证便可获得小额贷款，以这种低门槛、操作简单、过度的

广告宣传诱导大学生贷款。大学生的不理性消费、炫耀消费、攀比消费促

使大学生贷款，影响大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及精神状态。不同领域的专

家学者从法制与监管角度提出防范“校园贷”的诸多建议措施，但想要杜

绝“校园贷”对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还需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消费观，以防止大学生消费异化。 

1 案例概况 

小A，家境贫寒，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有收入来源，有三个兄妹需要抚

养，两位老人需要赡养。进入大学以后，看到周围同学经常买名牌衣服包

包，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而且很多同学都有笔记本电脑，自己也想要，但

家里经济困难，不可能有钱给她买想要的任何东西。另外，平时同学过生

日要送礼物，礼物不能太差；自己过生日也要请客，这些日常的人情消费

就让小A负担不起，更别说买名牌衣服、包包、电脑。 

一次小A和高中同学聊天听说网上做彩票可以赚钱，但做彩票需要成

本投入，小A正在愁没钱投入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校园贷的广

告。广告宣传很诱人，小额贷款，无需担保，仅凭身份证、学生证便可获

得。小A觉得借贷后可以分期还款，而且也可以用做彩票赚来的钱还。就

这样，小A开始了借贷，用借来的钱做彩票，刚开始彩票赚了点钱，为了

想要赚得更多的钱，彩票客服说服要投入更多，于是小A又向平台借了钱

全投入到买彩票中， 后借来的钱全部赔了，而在平台借的钱必须按时还，

当贷款还不上的时候，就又找另外其他的平台借钱，借的钱就像滚雪球一

样，从几千块滚到了几万。各种催款的信息使小A每天晚上睡不好觉 ，觉

得自己要崩溃了。怕家人承受不了不敢跟家人讲，也怕同学知道会取笑自

己。即使白天也魂不守舍，每天脑子里都在想“怎么还钱？”有时真想解

脱自己。 

经过咨询，小A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认识到“校园贷”的危害，分

析了自己陷入“校园贷”的心理历程：开始羡慕同学的物质生活，想通过

网络彩票赚钱从而满足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借贷，贷款简单易行，觉得

自己可以承担，后来无力承担的时候担心家人的责备不敢说，不敢求助，

从而造成心理崩溃，产生想要解脱自己的想法。分析了自己想解脱的心态

是想要逃避现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后来很后悔自己当初想要解脱

的想法。 

2 大学生消费异化现状分析 

新消费时代的到来激活了大学生群体的消费热情，在社会物质消费环

境的刺激之下，部分大学生的消费观出现了“异化”现象，突出表现为盲

目消费、炫耀消费、攀比消费、人情消费等问题。 

2.1炫耀消费 

炫耀消费是夸耀自己的消费，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更是为了满足

精神需要，以此来体现身份，证明“地位”。在大学校园里，部分家境

富裕的学生以穿名牌衣服、拎名牌包包等虚荣的炫耀行为形成了引领炫

耀消费的主要力量，这使得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却又要“面子”的大学生

迈向了网络贷款这个深渊(如案例中小A见同学经常买名牌而羡慕从而

使自己陷入网贷)。另外，随处可见的、充满象征符号的商业广告使大

学生迷失于符号世界而无法自拔。炫耀消费使大学生沉迷于消费对象所

象征的符号和满足自身过分的物欲需求，使得消费原本作为手段，而变

成目的，这使得消费并没有实现其真正的价值，也失去了消费的本来意

义。大学生经济尚未独立，自控能力较差，过度的符号消费会使他们更

虚荣、更迷失。 

2.2攀比消费 

攀比消费是在消费过程中倾向于更高的消费，属于非理性盲目消费行

为。在大学校园里，部分学生追求高消费、崇尚名牌，认为追求价格高的

名牌是一种时尚、一种个性、一种主流价值。使得越来越多的同学看见别

人穿戴名牌自己也想要紧跟潮流，追求时髦、彰显身份。这种攀比的不良

风气，使大学生在流光溢彩的消费中失去理性、失去自我。如案例中小A

周围同学对名牌的追求，使得小A也想和周围同学一样买名牌衣服包包、

笔记本电脑，说明大学生们对于高价格名牌的执着与追逐，是为了彰显身

份、证明地位，体现出大学生的强烈虚荣心。这种现象反映出当前大学生

注重表面而非注重内涵的消费心理，体现了大学生消费异化。 

2.3人情消费 

人情消费是人与人之间人情往来的消费。通过咨询了解到大学生普遍

认为，人情消费是同学之间增进感情必不可少的手段。如同学过生日需要

买不能太差的礼物，自己过生日，获奖学金，当选班干部等都会成为请客

吃饭的理由。即使这些人情消费并非自愿，却碍于面子，也不得不消费。

虽然大学生们在大学生活中是需要维系人际关系的一个群体存在，但这种

“为了面子而消费”的过度人情消费已越过礼仪的范畴，带来是社会资源

浪费和人情的异化。 

3 大学生消费异化原因分析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关键转折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

成，由于缺少人生阅历和磨练，消费思想和行为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使

在思想与消费行为上产生异化。大学生消费观出现异化问题有着多方面

的原因，在这里主要从社会大众媒体、学校家庭教育、个体自身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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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分析。 

3.1社会大众媒体的误导 

当前，我们处于信息爆炸的信息时代，各种文化与信息良莠不齐，辨

别力不强的大学生容易受到消极文化的影响，从而盲目攀比，追求功利价

值和物质享受。大众媒体是大学生接收信息的重要渠道，具有较高的影响

力和说服力，又承担着市场主体宣传者的职责，为追逐更多的经济利益，

大众媒体普遍存在重视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责任，甚至存在缺乏道德的社

会大众媒体为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对大众文化进行误导性的传播。如现

实中过多的奢侈品广告，不实的虚假广告，过分的夸大产品功能的广告，

很容易误导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从而使得大学生作出错误的判断，使陷入

消费异化困境。 

3.2学校缺乏消费观的教育 

大学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是大学教育工作中应该有的，但现实

中高校并没有真正重视大学生的消费观教育，一般情况是将大学生的消费

观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畴中，很少为大学生专门开设以消费、

理财教育为主题的课程或讲座。 

3.3家庭缺乏消费观的培育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培育有着不可忽视的影

响，但现实中家庭教育在子女的消费观培育中没有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

于有些家长缺少消费教育意识，或家长本身不具备对子女消费观理性引导

和培育的能力；有些家长迫于生活压力，忙于生计，为弥补对子女的愧疚

而拼命地在物质消费上予以补偿；有些家长对子女过于溺爱，尽量满足子

女的所有要求，为他们提供超出大学生活必须的额外经济支持，纵容了大

学生的非理性消费。 

3.4个体自身缺乏正确的消费理念 

大学生已近成年或已经成年，应具备一定的理性能力和自控能力，应

当对自己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性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少

大学生明知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仍然盲目追求高消费，不惜借贷来满足

自己的不理性消费欲望，缺乏正确的消费理念。  

4 大学生消费异化措施建议 

4.1社会大众媒体应传播正确的消费观 

作为社会媒体要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传播文明健康的消费理

念，鼓励合理的消费行为，发挥媒体传播的辐射示范效应，帮助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因此，应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和监督。首先，增强大

众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媒体机构和广告商的伦理道德水平，加强社

会媒介工作者诚信意识的教育，宣扬正确的消费理念，大力提倡媒体从业

人员的行为自律，积极承担文化责任，主动引导社会舆论。其次，加强对

社会大众媒体的监督，建立奖惩制度制约大众媒体的行为，定期检查大众

传媒贯彻落实的情况，对表现好的应公开表扬并树立为社会先进榜样，对

存在道德缺失的大众传媒给予严厉的惩罚。 

4.2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消费观教育 

学校要在常规的教育之外加强对大学生消费观与理财观教育，提高大

学生对消费本质的认识和消费行为的控制。一方面，学校应开设消费观和

理财观相关课程，在课程中老师传授科学的消费理财理念、正确消费态度

和消费理财知识、技能的培训。使大学生对消费观等基本概念有系统性的

学习和掌握，纠正一些学生消费观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消

费习惯。另一方面，学校定期举行与消费理财相关的讲座、在校园显眼位

置拉横幅等方式，使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后，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消费理念的认

同，提升对消极、错误的消费思想观念的抵制能力。 

4.3家庭应加强大学生的消费观培育 

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消费观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作用。父母要引导子女

参与家庭理财和消费分析，让他们了解家庭经济来源与经济状况，并根据

家庭的实际能力进行适当消费。首先，家长应增强自身的消费知识，提升

消费观引导和培育的能力，从而才有能力有针对性的对子女进行教育引

导；其次，对大学生子女提出消费要求，不能一味的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

以防止形成盲目攀比的消费观念； 后，家长在消费方面应做好正面示范，

以身作则。家长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消费意识，使其养成良好的消费

习惯。 

4.4个体自身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 

首先，大学生要主动学习消费、理财等相关知识，养成理性消费习惯，

消费是为了真正满足真实需求，在消费中实现其真正的价值；其次，大学

生要坚决抵制炫耀、攀比消费、从众消费； 后，当代大学生在年龄上已

成年，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拒绝一切非法平台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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