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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各种消费金融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为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很

多的困扰。尤其是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这些群体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认知、对于网络陷阱的防范意识较差，导致很多

学生误入歧途。在新的时代下，高校要加强对于大学生金融安全的教育，使金融安全意识贯穿于每个大学生的心中，对

金融安全意识教育进行合理创新，不断增强大学生的金融安全意识，构建良好的校园环境和金融秩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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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金融业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也扮

演着特别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近些年来，很多的金融借贷和小微贷

逐渐地普及率越来越高。大学生作为支撑我国发展的重要的力量，

金融安全意识对于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社会的

洗礼，对于生活和其他方面的认识较为不足，容易受到资本的诱惑，

从而导致受骗。每年都会出现很多自杀、死亡事件的发生，这也为

我们敲响了警钟，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金融安全教育不仅能够提高他

们的金融安全意识、减少犯罪率和死亡率，还能够促进金融行业有

秩序的发展，促进大学生健康的发展。 

1  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主要的形式 

目前，很多的高校对于学生的金融安全教育缺乏相应的课程，

没有专业的课程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金融安全教育的课程和金融

专业的挂钩较大，因此，在高校中，只有一部分学习专业课程的学

生才有机会接触到安全教育的学习和训练。除此之外，很多高校对

于金融安全教育的模式比较单一，没有进行相应的规划，教学的形

式也比较单一。进行教育的形式主要有理论知识的讲解、报刊的阅

读、进行活动比赛等。在教育的内容上，主要以校园贷、网络贷等

为主，介绍这些借贷的主要形式和特点等。有的学校还会以举办相

关的活动为契机，进行金融安全知识的教育。但是这些活动针对性

较差，对于学生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对于

金融安全教育的必要研究，满足不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没有针对

教育的形式进行一定的创新，导致学生对这些教育的形式感到乏

味，起不到真正的教育的效果。无论是对于知识的传授上还是对于

实践能力的培养，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要使教育产生理想

的效果，必须要完善教育的形式，创新培养的模式。 

2  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情况下，很多高校在对于学生进行金融教育中存在着

很多的问题，比如，金融安全教育的普及率较低等，这些问题要引

起相关人员的重视，当前很多的高校中对于金融教育的问题主要如

下： 
2.1  安全教育的普及率较低 

在进行安全教育知识的普及方面，高校在这方面的做法有明显

的不足之处，导致很多的学生安全意识较为淡薄。当发生一些事情

后，不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之所以很多的学生能够成为金融消

费的主力的群体，和他们容易受到攀比心理的影响不无关系，因为，

在大学生群体中，很多大学生的消费都是严重的超前消费，一旦最

后无力偿还借贷，个人的信用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当

贷款无力偿还时，有些心理比较脆弱的学生会产生犯罪、轻生的念

头，不仅对以后的终身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对社会秩序的稳

定造成不良的影响。比如，校园贷是高校校园中的一种常见的校园

贷款，一些较小的贷款平台，通过向学生发布各种虚假的信息导致

学生上当受骗。校园贷充分地利用了大学生喜欢追求新鲜感的特

点，利用相关的虚假信息引诱学生进行借贷，进而完成对学生的“收

割”。另外，这也和学生自身的认知比较薄弱也是难以分开的，因

为大学生自身的认知较低，就成为了校园贷的主要目标。很多的高

校忽略对学生进行这方面安全知识的教育，或者进行教育的方式不

恰当、力度较小等。因此，高校要不断地加强对于学生金融安全知

识的教育程度，增强学生对于金融风险抵抗的能力。 
2.2  校园金融安全教育发展比较落后，对于相关金融安全风险

的预测比较落后 

据调查研究发现，在目前的校园中，最具代表性的借贷当属校

园贷了。这种借贷模式的背后反映出资本的无限扩张。校园贷的本

质是一种网络贷款，它通过电商平台和用户建立起联系，通过“抛

出诱饵”的形式，如低利息，吸引大学生进行借贷，一旦用户完成

借钱，就会产生高额的利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的不断发

展，校园贷借助很多的网络平台进行无序的扩张。这背后缺乏国家

制度的有力的监管，如果从网络贷款产生时，国家就出台相关的政

策进行监管，禁止在校大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网络贷款，那么就会

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对于社会金融秩序的发展和大学的终身发展都

具有很大的意义。高校作为传播文化知识的主要的地方，承担着教

书育人的重任，然而很多的高校却没有建立起严格、系统的教育模

式，这对于学生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另外，近些年来，高校大

学生的犯罪和死亡率节节攀升，出现很多自杀的现象，多数和网络

校园贷有极大的关系，这些惨痛的事件发生以后，很多高校才采取

一定的措施进行补救，但是悲剧已经酿成。因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高校对于学生的金融安全教育存在着大量的漏洞，有关人员一定要

重视对于高校学生金融安全教育的培养。 
2.3  金融安全教育偏重于理论，忽视实践的运用 

在各大高校中，承担金融教育的主体主要是教师，这些教师虽

然具有较高的学历，但是他们在平时主要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写论

文、做研究、开发课题等方面，注重对于理论的研究，却忽视了对

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高校对学生金融教育的评价体系不完善，

加之对于金融安全教育的观念比较落后，导致很多教师没有足够的

动力去进行金融安全教育。另外，高校没有建立相关的评价指标，

导致很多的教师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这对学生的金融安全

教育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高校金融教育在本质上就是要贴

近实际，将校园贷的危害和实际的生活相结合，让学生能够真实地

感受到校园贷带来的危害，而不是一味地进行理论的研究，如果只

注重对于理论的研究，学生感受不到校园贷带来的危害，很难达到

教育的效果。因此，各大高校在进行金融安全教育时，应该注重结

合实践，为学生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实例，以此来进行安全知识的普

及。 
2.4  社会和家庭的参与力度不够 

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校园贷造成的危害不仅是学生自己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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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校园贷出现在校园中，对学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时，除了学

生自身的问题之外，社会各界、家庭也是有责任的。家庭在学生成

长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学生的认知和行为都能

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当学生进入到大学以后，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

较为宽松，学生能够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事物，见到丰富多彩的世

界，但同时，社会上的物质对于他们也具有极大的诱惑，有些学生

抵挡不了诱惑，但同时自身的生活费不足以支撑起自己的欲望，就

会产生借贷的念头。这些现象的产生和家庭的教育关系很大，因为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学生成长的关键。除此之外，国家和政府在进行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具有不完善之处，法律的漏洞导致校园贷

平台能够趁机打“擦边球”，逐步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因此，在对

学生的教育中，除了学校要尽职尽责地进行金融安全教育以外，家

庭和社会也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共同参与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3  进行金融安全教育的对策探讨 

对学生进行金融安全教育，要从多方面进行，不能一蹴而就，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教育。针对高校学生安全

教育，提出以下几点策略： 
3.1  合理安排课程 

相较于西方欧美国家，我国的金融安全教育的发展相对较为落

后，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处于探索的时期。从实际的情

况来看，高校课堂仍是进行金融安全教育的主阵地，因此有必要把

金融安全的有关课程纳入公共课的范围之内。 
目前，针对目前大部分高校中，金融安全教育的课程被排挤在

外的现象，学校应该合理安排金融安全教育的课程，将金融安全教

育的课程纳入到公共课程之中，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接触到金融安

全的教育。在课程的内容安排上，主要以实用性、趣味性的安全教

育内容为主。教材内容的实用性能够突出教育的目的，趣味性能够

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保持一种趣味才能够使课堂教育的成效得到

最大程度的发挥。另外课程的内容还应该以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起良

好的理财观念、金融观念、消费观念为导向，充分地帮助他们建立

起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已经

步入了成年时期，对各种事情的认知和观念已经初步定型，安全教

育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一定要从内容和教育

的方式方法中加强对于学生的金融安全教育，使学生能够尽快地适

应社会的发展。 
3.2  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 

科学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对于学生的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

此，各大高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要帮助学生建立起对

于金融安全的认知，建立起防范意识。很多大学生进行网络贷款的

时候，大部分都是因为防范的意识不足造成的。如果高校能够加强

对于学生防范意识的培养，那么就会建立起安全的屏障，在很大的

程度上能够增强学生抵御风险的能力。其次，对于市面上存在的各

种金融产品进行深层次的讲解。如今，市场上存在的各种金融产品

数不胜数，眼花缭乱，学生对于这些产品不了解，很多学生就会因

此被迷惑，如果高校加强对这些金融借贷产品的讲解，学生会对这

些产品有一种基本的了解，就不会被这些产品所诱惑。再次，可以

加强对于基本理财产品技能的培训，很多学生对于金融产品了解甚

微，对于理财的手段也一知半解，加强对于这些理财技能的培训有

助于学生建立起基本的理财观念，对于财产的规划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加强对学生诚信观念的培养。当今社会，诚信是一种无形的

财富，在当今的金融活动以及各行各业中，尤其看重个人的诚信，

把金融信用的安全当成一种重要的内容进行培训，增强学生对于个

人金融信用的重视程度，这样才能够对学生形成一种约束，自觉规

范自己的借贷行为。 
3.3  采取多样化的金融信用教育模式 

各大高校要对金融安全教育进行探索，在金融安全的教育模式

下，高校要积极地探索与传统授课相结合的教育培养模式，加强学

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让知识内化于心，形成一种持续的影响。

比如，高校可以定期邀请一些金融行业的专家来学校进行讲座，通

过讲座的形式，学生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金融安全对自己的重要

性，不仅如此，讲座还能够弥补学校讲授知识的不足之处，更能够

帮助学生建立起安全的金融安全意识，增强对于风险的抵御能力。

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定期举办各类金融安全知识类竞赛以及各类

活动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形成金融信用安全的氛围，形成对于学生

的持久性的影响。因此，高校在进行金融信用安全教育时，可以积

极地探索各类方法，更好地提高教育的效果。 
3.4  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联动 

大部分大学生都已经成为成年人，他们虽然价值观已经初步形

成，但是仍然是弱势群体，对于他们进行教育应该形成多方联动的

教学模式，鼓励社会各界、家庭参与到学生金融教育中。各级政府

制定各项政策，加大对高校的投入力度，鼓励高校对学生进行金融

安全教育；家长要及时关注学生的行为，当发现有异常行为时，要

及时地和学生进行沟通，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避免产生不良的后

果，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可以极大地促进学生的金

融安全意识的形成。 

4  结语 

近些年来，高校在校大学生的自杀率和犯罪率日益攀升，其

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金融的原因，很多学生因为金融安全意

识淡薄和攀比心理等原因，导致自己深陷其中，最后导致悲剧的

发生。这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对大学生进行金融安全教育

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高校在对学生进行金融安全教育时，应

该秉持全面性、有效性、针对性的原则，结合学生自身的实际发

展情况进行金融安全教育。定期举办相关的金融安全活动和知识

竞赛等，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能够帮助学生形成金融信息安全

的意识，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总而言之，对于学生金融安全意

识的教育有助于帮助学生健康成长，为之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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