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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高校艺术设计类大学生绘画耗材消费现状调查分析

胡高源	孙志伟
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桂林，广西，541004

摘要：绘画类耗材是艺术设计类专业大学生的主要学习用品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群众的消费需求在不断提高，

人们的购物方式的种类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大学生对画材购买需求、方式上也随之改变，对购物方式的需求意识在不

断地增加。在购买画材中，购买方式深刻影响着用户体验。尽管现在的购物方式众多非一，但是高校在画材购物的这一方面，

会有或多或少的欠缺，导致学生在上学期间没有良好的购物体验。因此针对以上现象，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在校高

校艺术设计类学生画材消费的行为进行调查，在高校对大学生画材消费行为展开调查的基础上，对高校的大学生画材消费

行为进行不同方面的数据统计以及合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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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场调研背景

（一）时代发展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机功能逐渐常态化与多元化，借

着手机功能的快速发展，小程序如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点餐、服务预订、交

通出行等生活服务中都会有小程序身影的出现，小程序具有

操作简单、运营成本低、宣传力度大等优点，深受大众喜爱，

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群众提供更加智能化

的生活。根据腾讯 2020 Q1 财报显示，微信及 WeChat 的合

并月活跃账户数达 12 亿，其中有 4 亿用户每天都在使用小

程序 1。足以说明小程序每时每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近些

年来，小程序发展迅速，在不同的领域的发挥着巨大的作

用，然而，小程序在高校画材销售方式方面还是有待去开

发、应用。现在的大部分高校都开设艺术专业，画材主要

面对的还是艺术专业的学生，可是大部分的学校没有提供

直接的画材销售店面或者比较方便的销售手段，学校与学

生在关于画材销售方面的矛盾难以解决，这一主要原因是

跟随时代快速发展的高校学生在销售模式上需要更新颖、

更便捷的销售模式产生。时代在发展，学生对事物发展的

要求也在与时俱进。

（二）学生对购买方式的需求增多

时代在进步，人们生活质量需求同时在增长，对于销

售的方式不仅仅只局限于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介于手

机小程序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小程序的需求意识逐步在增

加，小程序可以成为另一种销售平台，作为一种消费方式

的衍生，同时也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高校学

生对画材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高校却没有一系列关于小

程序销售画材的做法，进而出现了学生在获取画材方面的

各种问题，为此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对广西高校的学生展

开了调查，总结出了高校学生在画材销售方面对画材与小

程序的要求与需求，并且对高校学生的消费现状进行合理

的分析。

二 市场现状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市场上很少出现专门销售各

类画材的销售平台，学生难以在一个画材平台上买到不同品

牌、不同种类的画材。这极大降低了学生在购买画材的用户

体验。现在大部分的学生通过淘宝、京东等平台来购买画材，

然而，学生从“下单”到“收货”这一过程，消耗了大量的

时间，学生没有办法立刻获取画材，当学生急需画材的时候，

这一销售方法就显的有些无助，这是目前现在销售画材模式

的一大短板。而且，学生在从网上获取画材的时候，画材的

质量得不到保障，往往销售过程中受骗等情况，这是销售模

式的另一大短板。

三 调研方法及优缺点分析

我们的调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举行，通过问卷调查

法、文献调查法、访问调查法这三种方法进行。我们考虑

到自己的人力、物力有限，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

同时问卷调查法能简单明了、方便快捷的帮助我们完成这

次调查。

调查方法：

（一）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线上我们

通过 QQ、微信等网络平台进行开展，调查不仅仅展开与个

别学校，而是通过一传二，二传百的方式对广西不同高校进

行，而不是仅集中于某一个学校，保障问卷调查的合理性。

线下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发放，对不同的学生进行调查，主

要调查人群为大学生，共有 120 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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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卷 调

查法

优点 缺点

线上

1. 线上调查不局限与自己

与周边的学校，而是可以

通过网络用问卷调查表的

形式传给更多学校，保证

数据的准确性。

2. 线上调查比较方便，节

省人力。

3. 线上调查效率高。

问题比较局限，可能会

遗漏更加细致的信息。

线下

1. 线下调查答复率较高

2. 数据质量高

1. 人员、人力输入大

2. 成本高  

3. 费时间

（二）文献调查法

我们通过借阅、购买文献对高校学生在画材方面的消

费行为进行借鉴与分析。

优点 缺点

文 献

调 查

法

文献所获得的关于学生画

材消费行为的信息比较全

面，所得到的信息的内容

不受时间的限制，可接触

的时间广。

有些获得关于高校

学生在画材方面的

消费行为的文献没

有依据，可信度较

低。

（三）访问调查法

访问调查法开展在学校中，对学校不同年级的学生进

行访问，通过口头方式深入了解高校学生在画材消费行为习

惯。

优点 缺点
访 问

调 查

法

访问过程中所收集的信息可

信度高，可以问学生的问题

也比较灵活。

访问过程中所消耗的

精力多，过程比较繁

琐。

四 画材消费习惯内容分析

（一）购买画材的侧重点

我们通过多选的形式对高校大学生问卷调查后发现学

生购买画材的侧重点如下：

1 质量问题（占比 86.67%）

同学们最看中的是质量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生活质量也随着提高，同时，学生对画材的要求也不断

在提高，学生把画材质量问题放在第一位，可见在购买画材

的过程中，学生得到画材时时常都会出现画材的质量问题，

这也是网上购物的一大问题。第一：画材质量与商家所说不

符。在购买画材中，商家有意的把自己的产品夸大化，导致

消费者得到的东西与实物不符。第二：画材在运输途中损坏。

尽管商家提供的是完整的画材，但是在运输途中，有些画材容

易损坏，导致学生收到的画材损坏。这些问题都影响着画材的

质量问题，导致学生在消费过程中更加注重质量这一问题。

2 价格问题（占比 63.81%）

同学们其次看中的是画材的价格问题。在高校的学生

处于大学阶段，基本上还是需要自己的父母所供养，所以也

不会买太过昂贵的画材，在购买画材过程中，学生也会根据

自己的条件来购买自己所需的画材，在这阶段学生更加看中

的是画材的性价比，所以价格是学生在购买画材过程中第二

被关注的问题。

3 时间问题（占比 45.71%）

时间问题也是一半同学所关注的问题。由于现在广西

大多数高校线下很少有完备的画材实体店，学生不得不通过

网上购物这种渠道来购买自己所需的画材。但是在网上购物

有一大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学生在网上下完单，从“买”

到“收”，一般需要 2-3 天的时间。但是一些同学在绘画

过程中如果急需画材的话，在网上购物就不能满足自己的需

求。所以时间问题也是一半同学们所关注的点。

4 品牌问题（占比 23.09%）

同学们在购买画材时看中品牌的占比中偏下，主要可

能是因为自己正处读书阶段，对商品的要求程度不是很高，

更加看中的是商品的性价比，普遍对品牌的要求不高。

（二）画材购物平台

调查报告分析发现，大多数的同学都是通过网上购物

这一方式来购买自己的所需的画材，很少同学会去线下实体

店购买画材，原因是在网上购物比较方便，可以选购的画材

种类也较多，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下单，而且线下的实体店数

量较少，同学们去实体店比较麻烦，而且花费的时间也长，

很难满足同学们的需求。问卷调查分析显示，大部分同学是

从淘宝、京东购物平台来购买画材，相比去其他购物平台，

学生更倾向于市场信任度更高的购物平台上购买画材，这些

信任度更高的购物平台，往往客服服务态度好，物品比较有

保障。以此达到自己的需求。

图二 您使用的画材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购买的？

（四）学生大学期间每年购买画材的金额

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同学每年购买画材的金额在 200-

1000 之间，超过 1000 的占少数，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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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您每年画材消费的金额大概为多少？

五 结语

如今社会发展的脚步还在继续，社会在不断的往好的

方面发展，画材销售平台也不能落下脚步，与时俱进，跟着

大社会这个大步子，更好的为大学生在购买画材这一方面更

加全面、便捷，现在高校学生风格各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风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同时对画材销售平台的诉求

也不同。我们应该尊重、认可他们的个性，在完善画材销售

平台的同时多注入年轻人的元素，希望画材销售小程序能蒸

蒸日上，做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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