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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装备占大头 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大一新生置办行头花费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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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装备之丰堪比搬家

记者了解到，家长为大学新生
准备的生活和学习用品，除了多套
品牌运动服和运动鞋外，数码相机、
手机、笔记本电脑几乎是最普遍的
选择，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家庭还会
为孩子配备数码摄像机。更有甚者，
还有为孩子购买小型洗衣机。

许先生的儿子考取了南方一
所大学，他和妻子在为孩子准备生
活用品时可谓大费脑筋。怕儿子不
适应南方的气候，怕从未洗过衣服
的儿子洗不干净衣服，怕儿子吃不
惯南方的饮食，许多个“怕”，促使

许先生夫妇不仅为儿子购买了大
量食品，从面包、香肠到各种罐头、
咸菜。同时，还为儿子准备了十几
条床单、多套名牌运动服，让他穿
脏了后攒到一起拿回家来洗。

秦女士的女儿考取的也是南方
一所大学，除了为女儿购买了好几
套新衣服外，还为她购买了一个立
式蒸气熨斗和小型洗衣机。秦女士
说：“女孩子都爱美，是她自己要买
熨斗的。后来我考虑学校的洗衣店
不一定卫生，她也不爱用手洗衣服，
就给她准备了一个小型洗衣机。”

父母的面面俱到、考虑周全，让
许多孩子感动之余也有些无奈。新
生李昱杰说：“父母为我准备各种用
品，非常用心，生怕我受苦，我不想
违了他们的好意，但也没有全盘接
受。我告诉他们，我要学习独立生活，
要学习如何经受磨炼。他们虽然不情
愿地答应了，但也知道，我说的是对
的。”新生赵茗宣的父母则比较强悍，
不管小赵如何拒绝，仍然为他准备了
丰富的生活用品，物品多到如搬家。

“他们的理论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
日难，我只好接受。”小赵无奈地说。

数码装备成为开销主力

9月是大学新生集中报到的时
候，8月中旬开始，新生和家长就在
为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购置各种“装
备”，其中最热门的要数数码装备。

记者调查发现，笔记本、数码
相机、手机成为不可或缺的“三大
件”，一些大学生购买商品的档次
也越来越高，手机要触摸屏智能
的，数码相机要单反的，笨重的台
式机也换成了笔记本电脑，“三大
件”升级，花费也不菲，动辄上万
元的整套装备早已超越了学费，
成为新生最大开支。

5000元(笔记本电脑)+2100元
(手机 )+2000元 (相机 )+2000元 (衣
服、鞋子、行李箱 ) + 1 1 0 0元 (化妆

品、护肤品 ) = 1 2 2 0 0元。这是大一
新生萌萌入学装备的花费，也是
她父母2个月工资的总和，而像萌
萌这样花费的大一新生不在少
数。记者走访烟台多家数码商品
店了解到，近期数码产品店以“奖
励”为名带准大学生来消费的父
母很多，“进店顾客一半以上是给
孩子准备大学装备。普通家庭通
常只是花1 0 0 0多元买个手机，家
庭 条 件 优 越 的 ，笔 记 本 电 脑 、
PSP、i P h o n e等电子产品一次买
齐。最多的一次有家长在店里消
费了1 . 5万元。”三站附近的一家
电器商场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许多学生会在购买前多方了解，

选择性价比高的数码产品。当然
也有父母和孩子在店内争吵，最后
家长妥协的事，但只是少数。此外，
电脑价位方面，学生们通常都瞄
准售价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的
机型。

许多家长为了庆祝孩子考上
好大学，不惜掷重金买下时下贵重
的流行数码产品。多数新生也表
示，高中时候由于课业压力大，很
少有时间摆弄心仪已久的数码产
品，到了大学要敞开了玩。不过，也
有家长对此表示担忧，担心孩子在
高考后，抱着“解放了”的心态，将
电脑作为高级玩具，上网成瘾，荒
废了学业。

格专家建议

烟台职业学院副主任
阎邢英建议说，刚升入大
学的孩子好不容易脱离开
父母的照顾，要去体验独
立生活的滋味，家长最好
不要为他们担心，孩子并
不 像 我 们 想 像 的 那 么 脆
弱，许多能力也要在学习、
磨炼中培养，给他们一个
空间，让他们自己去闯，胜
过事无巨细地照顾，毕竟

他们的生活最终需要他们
自己去创造，而开学正是
一个最好的锻炼机会。而
一切都由父母包办，则会
让孩子养成惰性，做事指
望别人帮忙的坏习惯。孩
子已经工作的孙女士提起
她的儿子刚上大学时说：

“就拿了一个小行李，没用
我们送，一个人报到。现在
发展得很好。”

阎邢英认为，各种用品
名牌攀比在学校毫无意义，
只会在开始兴奋一小段时
间。开学了学生们应该重视
同学之间的交往，在大学生
活开始时为自己营造一个
良好的人际氛围。她建议家
长应该正确引导孩子形成
正确的消费观念，一味追求
高档时尚，既不利孩子的学
习，又容易助长孩子相互攀
比的心理。同时，家长加强
对孩子责任感的培养，不可
把高消费品作为奖品来激
励孩子，让孩子形成良好的
消费习惯，让他们明白学生

应以学习为主，不应与其他
同学比谁穿得好、用得好。

虽然电脑、手机等在
大学生群体中普及率非常
高，但阎邢英还是建议新
生在大一时期不要自带电
脑来学校，一是因为这段
时间正是适应学校氛围、
学习基础知识的时候；二
是希望学生养成良好的作
息习惯，突然从高考中减
压下来的新生很容易放纵
自己，影响学业不说，还影
响身体健康。而一些需要
电脑、网络完成的作业学
校的计算机房就能完成。

阎邢英建议新入学的
大学生应当树立合理的消
费观以及学会如何理财，并
给出里几点小建议：

首先，刚踏入校门的
大学生，在购买时，要充分
考虑自己的实际需要，不
要盲目购买贵重的生活用
品或电器。更不要购买违
反学校的安全规章制度的
电器。

其次，学会记账，现如
今网上有记账软件，把每天

衣食住行的费用详细记录
下来，定期整理，月后看看
花费，掌握自己的资金流
向。看看哪些是可以控制的
支出，哪些是可有可无的花
费，哪些是完全不必要的支
出，这样有助于针对自己的
情况量入为出。

最后，学生们做个财
务规划养成储蓄习惯，根
据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费
用，给自己编制一份财务
规划表。

不要给孩子包办

引导孩子理性消费

大一新生要学会理财

在商场选购数码产品的学生。

大学生生活费居高不下

学生升入大学后的每月生活
费也让家长们很犯愁，生活费给
多了担心孩子养成奢侈和大手大
脚的坏习惯；给少了又怕孩子不
够花，急用钱时去跟同学借丢面
子。

而现在大学生的生活费比往
年学生提高了很多，记者在烟台
大学采访发现，大部分学生的月
生活费在1 0 0 0元左右的，更有多
的达到三四千，而几年前大学生

的生活费普遍在五六百元左右。
“一月五百贫困户，千儿八百刚够
用，两三千元是扮酷，四千五千真
大户！”这首大学校园流行的打油
诗，影射了部分学生真实的生活。

烟台大学的曲晓敏今年上大
二，她告诉记者，去年刚升入大学
的第一个月，她的生活费就严重
超支了，原来以为第一个月1 0 0 0

元就够用，一个月下来竟然花了
3000多，后来一算才知道，自己上

大学前很少有过这么多钱，结果
没有节制，再加上新的学校生活
需要购买的东西很多，自己第一
个月的生活费便超支了。她告诉
记者：“现在我的生活费每月在
1000元左右，虽然父母没说什么，
但是想到父母赚钱也不容易，我
也觉得挺内疚的，但是花钱的时
候总管不住自己。”像曲晓敏这样
的大学生很多，他们大都缺乏一
定的理性消费和理财观念。

9月将近，面对即将到
来的大学生活，大学新生和
家长也忙着为升学准备，在
购置的升学装备中最热门
的便是数码产品，家长们为
孩子购买装备的花费少则
数千，多则数万，开学装备
越来越多的花费让家长们
直喊“受不了”。面对如此多
的“受不了”，8月22日，记者
进行了采访。

资料图


	J3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