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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周刊

研究多年提出
“积极财富品质培育”

如何进行财富素养教育，冯铁
山和团队研究了美国和日本中小
学的做法。

“日本有家校一体化的财富课
程，财富素养从幼儿园开始，其课
程包括社会公共财富，个人财富
等，不光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
富，比如幼儿园就让小朋友们自己
的书包自己背，自己的文具自己整
理。这既是保护自己财产的教育，
也是自食其力的品德培养，进入小
学还会有道德银行……”

“在美国，‘今天花明天的钱’
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美国从上世
纪60年代开始就有机构专门负责
调查研究美国中学的经济学教育，
其经济学教育已进入小学和幼儿
园，初高中会拿出一学期或一学年
进行相应课程安排，进入社会还会
进行消费者教育、家庭购物计划教
育，以及有关退休储蓄的经济素养
教育……”

团队不仅比对了中西方财富
素养教育的方式方法，还研究包玉
刚、邵逸夫等“宁波帮”代表人物的
财富品质，厘定“积极财富品质培
育”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以家长和
学校教师为主体的教育者基于人
生的幸福、社会的和谐为终极目
标，培养受教育者正确认识财富背
后的伦理道德、社会责任，学习主
动创造财富、负责任地使用财富而
形成的正面、积极的道德品质。

“‘积极财富品质培养’包括四
个方面，积极的财富认知、积极的
创富体验、积极的驭富实践和积极
的惜富积淀，这种品质的培育，不
局限于一般的金钱和消费层面，而
是从观念到行为、贯穿青少年日常
生活、学习诸多领域里全方位的教
育。”冯铁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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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如何上好
“财富品质”这一课

作为家长，又该如何对孩子进
行“积极财富品质培养”呢？冯铁
山以“压岁钱”为例对家庭教育提
出建议。

过年了，孩子收到压岁钱，要
告诉孩子这不光是一笔用于购买
物资的资金，也包含着长辈的祝
福，还有长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的
财富，让孩子了解长辈从事的职业
和创富经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去
长辈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实地探
访，让他们从小奠定财富的道德根
基。与此同时，家长可以设计一些
活动，让他们通过劳动或智慧获得

“财富”；还可以通过阅读书籍、玩
大富翁的游戏，向孩子讲解理财知
识，感知创富体验。另外，也要让
他们敢于“花钱”，从不同的花钱
体验中提升他们的道德品质，比如
给家人买礼物，资助困难学生等，
让他们体会到钱不仅可以满足自
己的欲望，也能在帮助他人、奉献
社会中获得快乐和满足。

“尤其要注意的是，家长不要
狭隘地将财富和金钱划等号，告诉
孩子金钱只是财富的一个方面，拥
有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品德、优秀
的才能、家人的关爱，也是一笔巨
大的人生财富。”冯铁山说。

同时，他也指出“宁波帮”人物
是积极财富品质培育的精神宝库，
可以开发相关课程进入校园。“比
如学校可以开发‘幸福农场’，开
辟一块块小菜地，让学生团队成员
合作享受开荒、播种、生根、发芽、
浇灌、间苗、护养直至收获的劳动
快乐，在此基础上，将‘菜地’‘麦
田’升华为学习、生活以及社会实
践的‘责任田’，化狭隘的物质实
践为储蓄知识、能力、美德、健康
身心等元素构成的、广义的精神实
践。”

对青少年财富素养
的教育显薄弱

采访冯铁山教授，是在宁波帮
博物馆，做浙东地区中小学生“积
极财富道德品质”的研究时，他们
团队经常在这里讨论，冯教授也研
究提炼出了包玉刚、邵逸夫、严信
厚等宁波商帮人物富有浙东文化
底蕴的积极财富道德品质的核心
内容。

做这个课题的初衷，他说来源
于自己的观察。

“社会上，比车比房比享受，学
校里，学生比吃比穿，金钱成了衡
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还有一种情
况，青少年对钱缺乏概念，打赏主
播，游戏充值，手机点点，成千上万
的刷掉，没有感知到金钱背后的劳
动付出……”冯铁山介绍，国内关
颖等专家学者在针对某市的调查
中发现，初中生消费呈现出炫耀式
消费、盲目消费等特点，分别有
21%、16%的初中生认为积累财富
最重要的因素是家庭背景、社会关
系，而非个人的优秀和努力。

冯铁山和团队对宁波、舟山、
台州等地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做了
上千份调查问卷。值得一提的是，
在对中小学教师财富观的问卷调
查中，数据显示52.1%的受访教师
特别注重“提高成绩”，36%的受访
教师选择了“培养品德”，1.9%的受
访者注意培养孩子“理财”的意识。

“大多数教师偏向学生的学习
成绩，理财素养的培养显得欠缺。”
团队也调查了“家庭收支”状况，

“大多数家庭主要是‘工资收入’，
支出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日常生
活消费、孩子上学、送礼和人情往
来，就医消费和买房子，选择给孩
子创业等其他支出排在最后。相比
较而言，欧美国家多数家庭会留出
一部分资金作为孩子的创业基
金。”冯铁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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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如何培育孩子的财富观？
宁波大学有团队研究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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