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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大学生过度消费令人担忧
□文/晚报首席记者 宋亚威 □图/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

前天，在市区一商场，几名大学生在选购笔记本电脑

入学装备只是学生步入大
学花销的开始。大学期间，包
括吃饭、逛街、购物、同学聚餐
等各种开支，细细算下来，也是
一笔不小的花销。晚报记者在
商丘几所高校的学生中间走
访，受访的 30名大学生中，2/3
以上的学生表示月花销在1000
多元，只有3名同时做校外兼职
的女生表示月花销不到800元。

“一个月花个千把块钱太
正常了，我很多同学都是这
样。”某高校的小李给记者列了
个账单：餐饮费 700元，交通费
100元，学习用品外的各种购物

费用和同学聚餐 500元。仅这
些，已经达到 1300元。而他表
示，对很多学生来说，平时所需
要花费的地方远远不止这些。

相比之下，在省会城市和
其他大城市就读的学生，花费
相对更高。在郑州某高校读大
专的小马受访时说，她花钱并
非大手大脚，但平均一个月的
各种花销也在2000多元。

不过，也有不少学生表示，
考虑到家庭条件，他们会尽量
省着花钱，平时再做点兼职补
贴日常所用，这样对自己也是
一种提高。

阅读提示 每年的8月底，随着全国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大一新生们背负行囊入学的场景又将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而在一件件或新颖或昂
贵的装备背后，则凝聚着广大家长的汗水与期盼，对部分家长来说高昂的费用则成为“甜蜜的负担”。

不得不承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入学装备不断升级换代的同时，攀比之风也乘势而上。而不同年代的入学装备，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回顾在物质相对较匮乏的上世纪，那些简单、实用却又渐行渐远的入学装备是不是也能带给你暖暖的感觉？

2005年，刘金辉考取济南
一所大学。尽管家庭条件不怎
么样，但望子成龙的父母还是
勒紧裤腰带为他购买了一部千
元手机，这是他最珍贵的入学
装备。到校不久，他又花300多
元钱买了一部智能MP3。

据刘金辉回忆，与上世纪

大多数学生在校期间“闷头学
习”不一样，当时学生带手机已
经非常普遍，有的学生还购买
了台式电脑，放在宿舍或者校
外的租住房内，闲暇时聊聊
QQ、听听歌曲、看看电影，偶尔
也玩玩游戏。

调查：
高达近万元的
入学装备不稀罕

现在的大学生入学装备花
费如何？几天来，晚报记者随机
采访了20名学生或家长，其中的
2名学生购买的入学装备花销在
万元以上，包括高档品牌手机、
笔记本电脑、拉杆箱、新衣服、手
表等；花销在 5000元至 1万元之
间的有 9名，所购买的主要装备
是大屏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其余
的 9名花销在 5000元以下，但也
均在2000元以上。

晚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学
生均购买了手机，近一半的学生
购买了笔记本电脑。

在价值昂贵的入学装备面
前，有学生不以为然。“3000多元
的笔记本电脑是很普通的了，千
把块钱的手机也不贵吧，谁上大
学没有这两样东西！”受访的大
学生小周说。

“大学是孩子最后一个阶段
的学习时光，想让她在大学多学
习点知识，将来找个好工作。虽
然家里不宽裕，毕竟都上大学
了，孩子要什么就尽量去满足
她。”市民崔先生的女儿考取了
郑州某高校，他给孩子准备的装
备中，除了新衣服、拉杆箱、洗刷
用品等外，还有一部新手机和一
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看来，“对
孩子的投资不能吝惜！”

也有家长表示，他们的家庭
条件一般，孩子相比之下也懂
事，不会伸手去跟父母要什么奢
侈品。不过，现在孩子上大学都
有的东西，作为父母也不能让孩
子在同学面前“失面子”。

考取南京某高校的小高说，
在村里，他家的经济条件算中上
等，但钱都是父母辛辛苦苦挣来
的，再说妹妹也在上学。“我只跟
父母要了一部智能手机，笔记本
电脑的话，学校有微机室，我认
为没那个必要。”

A 现状：月消费千元很普遍B

回顾：那些年的入学装备简单而温馨D

“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
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所以有人会说‘以前的入学
装备差，那是物质水平差’，这
是不对的。”商丘工学院老师刘
冬冬认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
情况下，为孩子添置些特别的
入学装备也未尝不可，但是家
长一定要把握好度，不可过分
溺爱。

不管是普通的入学必需
品，还是高端电子产品等装备，
首先要根据家庭的经济情况，
购买时量力而行。其次要正确
引导孩子的消费观念，让他们
学会理性消费，不能养成奢侈、
攀比的不良习惯。

“大学生涯结束后将直接
面临步入社会。培养一个大学
生，应培养他的良好生活习惯、
独立自主能力和发奋学习、吃
苦耐劳精神，一味拼装备是不
可取的。”刘冬冬说。

刘冬冬介绍，孩子外出学
习，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物质化
的“开学装备”，而是“心灵装
备”。其一，要让孩子带上感恩
之心。父母养育了这么多年，
也一直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
现在脱离父母的视线，就需要
深怀感恩之心，到了大学，应该
及时和父母联系，打电话、发邮
件，和父母微信交流。其二，学
会和别人交往，到了一个陌生
的环境，遇到新的老师和新的
朋友，如何和别人相处，相处时
应注意哪些，这些也是“开学装
备”之一。其三，要学会保护自
己，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在外读
书，遇到的人很复杂，如果不懂
得如何保护自己，是很危险
的。其四，要提高自己的心理
素质，要提高抗挫能力。许多
大学生因为一点挫折就选择自
杀，这也与父母没有给予“心灵
装备”是有关的。

带着被子和衣服轻装上阵

人物：陈明启（51岁）
上大学时间：1987年
开学装备：衣服和被子
奢侈品：手表

1977年10月21日，中断了
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随后的
一个时期，大学生可谓是名副
其实的“天之骄子”。那时的高
等教育堪称精英式教育，适龄
青年中只有 10%的人能够进入
高等学府进修。由于物资匮
乏，他们的入学装备十分简单。

陈明启是商丘启明心理咨
询中心负责人。1987年，他开
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虽已年
代久远，但他对当时的入学装
备记忆犹新。“从民权到商丘乘
坐的是公共汽车，车费 4元钱，

家里人给了几十元钱，除了学
校的补贴，一个月的生活费也
就是十来元钱。”陈明启说，当
时很多同学与他一样，只带了
被子和几身衣服，“家庭条件好
的，就带两身新衣服”。

在陈明启的记忆里，当时
的学生学习劲头大，物质相对
匮乏，大家也不追求什么装备，
比较耀眼的也就一块手表。快
毕业时，学校里有极少数的学
生有了收音机和胶卷相机，“大
家都很羡慕，有的从农村出来
的学生根本没见过”。

一块手表成为香饽饽

人物：陈宝刚（45岁）
上大学时间：1993年
开学装备：自行车和衣服
奢侈品：BP机

对于自己的大学装备，陈
宝刚记忆如昨。

1993年9月1日开学那天，
家里人用口袋为他装好行囊
——几件用来替换的旧衣服和
几双布鞋。一大早，饱饱吃了
一餐，带上行李，他便骑着那辆
破旧的东方牌大架自行车直奔
学校——商丘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陈宝刚是虞城县站集乡
人，从家里到学校大约40公里，
他骑了3个多小时才到校。

“被子和生活用品都是学
校发的，家里能给带的也就是
衣服和鞋子。”陈宝刚说，从家
里到学校，乘公共汽车单程需
要3.5元的车费，他才决定骑上
自行车，每逢周末，他也是骑着
那辆自行车回家。就这样，一
直坚持到两年以后毕业时。

“当时学生的自行车就停
在化学生物系的楼下，整个学
校大约也就有 20辆。”陈宝刚
说，除了吃饭每周花上个十几
元钱，其他基本没有什么开
支。普通手表成为很多学生比
较耀眼的装备，放寒假时，其表
姐花10多元钱给他买了一块电
子手表，算作“装备补偿”；同
时，他在新疆当兵回家的哥哥
为他买了一双皮鞋，连同手表
成为他最为宝贵的礼物。

“那时候的装备就是那么
简单，戴块手表、听听收音机已
经不错了……印象最深的是一
个出身富裕家庭的同学入学时
带了个吉他，当时售价几百元，
在我们看来是件非常贵重的物
品。”陈宝刚说，“虽然当时已经
流行 BP机，但也是个奢侈品，
我毕业几年以后才用上它。”

电子产品随身带

人物：刘金辉（30岁）
上大学时间：2005年
开学装备：手机、MP3
奢侈品：笔记本电脑、大屏手机

声音：应正确引导学生消费观念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