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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探析学生攀比现象 
◆苏雪珍 

（湖南省浏阳市职业中专） 

 
摘要：我们的校园是一个小社会，它必然也会受到大社会的影响。我们

所要探讨的攀比现象更是如此。攀比现象我们每一个学生的身上都不同

程度的存在，严重有碍现代中学生健康心理和健康人格的形成。攀比是

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它不是比学习、比勤奋、比文化素质，比团结友爱，

而是变着法儿比吃、比穿、比打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这种不良的攀比之风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令人担忧。作为一

名教育工作者，我们有必要对此现象有所了解并加以教育，学校与家庭、

社会形成合力对学生的攀比现象加以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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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校园之中，攀比邪风劲吹，豆蔻年华之际，斗富恶习盛
行。而且攀比斗富的版本，一日一个新花样，升级速度甚至堪与
电脑病毒繁茂期间的商业杀毒软件相媲美。同学间不是比学习、
比勤奋、比文化素质，比团结友爱，而是变着法儿比吃、比穿、
比打扮、比排场、比玩乐、比私家车、比居家楼盘、比父母的官
阶和钱包。且不说耽误学习，分心乏术，一些孩子仗着父母有钱
有势，便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常无视贫困学生的存在，别人说话
不搭理，别人有事不帮忙，长此以往，同学间正常的人际交往便
受到阻隔，正在形成中的人格个性无形中也被扭曲了。另一方面，
部分孩子家境较差，爱与同学比较，又总觉得自己底气不足，于
是乎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经常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
长此下去，他们将走向何方？很多学生因此而丧失了学习的斗志
和信心，结果可想而知。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忧心忡忡。现
今社会，攀比心理普遍存在，危害多多，不可小视呀！究竟怎样
才能帮助孩子们克服攀比心理？如何在“以德育人”的同时“以
心育人”呢？我觉得，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协起手来，形成教
育合力，才是当务之急。 

一、攀比心理学探析  
所谓攀比心理,是刻意将自己的智力、能力、生活条件等方

面与别人进行比较,并希望超越别人的一种心理状态。 
心理学认为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有一定的心理基础，攀比也

是如此。攀比是人近乎本能的活动，人是在不断与他人比较的过
程中认识自己的。也是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攀比
心理通常是以“自我”和“虚荣”为基础，追求的是“别人有的
我要有，别人没有的，时尚的东西我也要有”，以显示我和你有
“公平”的待遇，甚至我比你好，从而获得心理满足。 

一方面，中职学生处于人生的特殊阶段，身体迅速发展，对
身边的新生事物天生好奇，思维能力缺欠，往往做出错误的选择。
若不加以正确引导，虚荣心会逐渐膨胀，心理产生价值偏移，必
然导致缺少理性的盲目攀比。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比是不可缺
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时刻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但怎样
使这种比指向积极的方面，避免其中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每一
位中职学生必须思考和弄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的职责
和义务。 

另一方面，从众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学生相互攀比的重
要原因之一。中学阶段是学生人格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格的发展
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完善，都是每一位同学作为个体在社会活动的
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在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学生就得与社会与人
广泛接触，便会有大量好的和不好信息源源不断地输入同学们的
大脑，而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学生往往缺少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能
力，而好奇成为第一需要。社会上的攀比之风必然对学生的心理
产生影响。社会上很多明星作秀的攀比，成了学生攀比的榜样。
于是乎将头发染成花的，好好的牛仔裤挖几个窟窿。 

二、攀比矫正 
首先，克服攀比心理，家长要率先垂范，树立榜样。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要把握好四个字：“适度消费”。该花的钱，父母不
会吝啬；可花可不花的钱，不妨适当节制，把钱花到“刀刃”上；

不该花的钱，要坚决不花。把握住这样的原则，就能远离攀比，
杜绝不正当消费。在教育过程中，以孩子自身的健康发展为出发
点，给孩子一个自由、自信、和谐的家庭环境。往往一个健康、
自信的孩子不容易进行攀比。 

其次，我们老师要正面引导，加强教育，从小培养学生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我校一位资深语文教师，常把学生的课
外阅读训练贯穿于整个语文教学中。她要求学生背诵诗词、熟读
经典，如《论语》、《增广贤文》等，在圣贤的引领下，孩子们自
然而然能明白诸多道理，无需过多的言语。他们深知，在校园里，
最受欢迎的孩子，不是最富有的，而是个性完整、有所追求、与
人为善的孩子。正是这样，孩子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步步形成
了。 

我身边的类似的成功教育范例很多，给我启示颇多。还记得
有一个旅游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名家境不太好的同
学，父母亲都在学校食堂里当勤杂工人，但她却穿着一身的名牌
服装，从不到学生食堂吃饭，平常不是吃泡面、零食，就是想着
法子到外面吃。问其原因她承认是虚荣心在作怪。这名女孩子家
庭经济条件一般，她也觉得那些衣服太昂贵了，她也清楚经常吃
泡面、零食对身体不好。但她觉得如果不跟上名牌的潮流就太落
伍了，还有就是父母都在食堂打工不体面，丢她的面子，好像自
己忽然就比别人矮了一截，所以她在自己也很矛盾的情况下，还
是让家里给她买了一些名牌衣服和一些垃圾食品。但是当她一身
名牌出现在同学们中间的时候，她自己倒觉得很不自在，往日的
那个天真活泼，朴实大方的她一下子在老师和同学记忆中消失
了。在老师的教育和帮助下她很快的认识了自己的问题，重新成
为班上一只可爱的小燕子。显然，盲目攀比对个体的自我发展和
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不利的，而理性的比较才是我们中学生真正应
该提倡的心理模式。 

当然，攀比也不是一无是处，关键是看比什么，怎么比，把
握“尺度”最重要。作为老师，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孩子明白
自己是一名学生，而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应把主要精力放在
学习上，引导孩子在学习、劳动、品德方面与同学展开竞赛，而
不是在物质上盲目攀比。 

此外，通过自我教育，突破认识局限，增强自信。还可以根
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自我调节，或放松身心，锻炼身体，努力提高
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或在极度疲劳时给自己放假休息，或者干
脆换一个学习生活环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情
放松下来，不卑不亢，学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改“不良攀
比”成“合理比较”，找到正确的参考点，全面提高自己。 

社会是个大染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相信，只要人人自
勉，端正态度，我们一定能够营造出一种既和谐平等又健康轻松
的社会氛围。但愿我们的孩子少一点虚荣，多一些自尊；少一点
自卑，多一些自信；少一点盲目攀比，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点
物质享受，多一些精神追求。总之，要想杜绝攀比之风，必须从
根本做起。需要家庭、学校及学生本人等各方面共同努力、培养
学生独立、自信、健康的人格，才能避免与人盲目攀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