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生活费
每月多少合适
欢迎留言讨论

最近，一条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一对父女围绕大学生活费多少发生争吵：女儿觉得每个月的

1000元生活费不够花，父亲则觉得足够。那么大学生每月1000元生活费到底够不够？

对此，不同城市的网友感受很不一样。有江西的学生说 1000 元足够，南京的学生说爸妈每月只给

700元，自己靠勤工俭学赚生活费，而广州的学生则表示1000元实在太少，那么浙江的学生怎么看呢？

大学生每月生活费1000元够吗
“包邮区”有学生表示每年2万都打不住，对此你怎么看

本报记者 郑琳 通讯员 陈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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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新疆阿克苏支教一年半后，潜海龙老师又

一次站在了杭州义蓬初级中学的讲台上。望着台下一张

张稚嫩的面孔，潜老师已经想好了第一节课的内容：就和

同学们唠唠自己在新疆的生活吧。

也许是潜老师在阿克苏的故事过于吸引人，当潜老

师在班级里“招兵买马”时，有十几个同学举起了手，“我

从教近三十年，还是第一回看到有那么多人想当语文课

代表。”潜老师望着班上一只只举起的手陷入了沉思，不

一会儿，他开口道：“不如竞选吧，想成为语文课代表的同

学，每人写封自荐信。”

“只需把自荐信写在作业的后面，我批改时就能看

到。”批改过上万本作业，按说早已“心如止水”，但潜老师

却用“拆盲盒”来形容这次的批改。

最终，潜老师收到了 8 封自荐信。张同学有一个八

岁的弟弟，为了给弟弟做榜样，她毅然写下了这封自荐

信：虽然我很胆小，但我明白如果不再勇敢点，就不配当

姐姐了。还有充满责任感的王同学，她在自荐信里写道：

在这之前我已经成了英语课代表了，不过我不怕苦！

看着同学们在自荐信里的真情流露，潜老师相当感

动，“写自荐信本身就是一道门槛，不知道怎么写的同学

就会放弃，课代表的工作比较繁琐，现在的小孩都怕苦，

最终有 8 个同学主动写了自荐信，我为他们身上的责任

感，感到高兴。”

支教前，潜老师就在自己班上成立了诗歌部落，教学

之余，他会带着学生们在校园里发现美景，同学们会在教

室里、QQ群上分享各自写的诗。

杭州初中老师出奇招
让学生写自荐信“应聘”课代表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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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消费加聚会
每月1500也很正常

在浙江农林大学，一个题为《大一期

间，我花了两万生活费，感觉也不宽裕啊》

的帖子很热，楼主说：“现在刚上大二，不算

学费，我大一两个学期花销 21000 元，除

了开学初买了辆电动车，其他就一些生活

用品，平时也没奢侈啊，如果大学生活费一

个月 1000 元，我觉得在包邮区真心不够

用。是我的生活奢了么，求建议？”

大部分大学生有个共同的感受：和高

中生活比较单一不同，大学校园生活比较

丰富。除了平时吃饭外，还需买生活用品、

学习用品，交纳水费、电费、手机费、网络

费，参加学生活动、班级聚会、集体出游，这

些都需要花钱，更不要说偶尔买点水果、买

件衣服。即使一个月花 1500 元，也很正

常。

很多学生认为，虽然月消费1000元也

能保证基本温饱，但如果还需额外购买物

品，那么很多同学的生活费就要大大增加

了。不少学生发帖子说，如果你买了辆电

瓶车，每个月充电也要钱；现在每个学生都

有智能手机，流量也需要钱；冬天到了，洗

个热水澡也要钱；寝室里一开空调，电费也

不少。

除了这些生活开销，大学生还有社交、

业余爱好、谈恋爱的消费。不少艺术类的

学生，经常需要买些颜料画笔，一个月又要

增加不少开支；还有的同学比较热爱户外

活动、摄影等方面，随便买点装备、买辆自

行车或者买个相机，基本消费都要等于或

者大于一个月的生活费。

网友“黑色的小天鹅”认为：“大学生活

不同于高中，必要的交际、交流、外出活动

都是需要的，这一切都需要经济支持，而且

学校很大，我买了个二手电动车，开学半个

月已经花了 2000 多元，自己算算还是省

的，我们班有的同学已经花了4000元了。”

其实，2016年就有研究机构调查出了

不同城市的大学生消费统计数据，在这份

统计中，浙江学生的消费水平位列三甲，超

过1400元。

大一新生花费普遍较高
学校老师倡议理性消费

不少同学也分析：哪类同学消费可能

比较高。“怪怪的味道”认为，在吃饭方

面，男生肯定比女生多一些；但是女生需

要买更多的护肤品、化妆品还有衣服。爱

交际、爱运动的同学消费会多一些，如果

宅着，生活费肯定会少一些，但那样不利

于自己成长，“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应

该多参加社团、多参加活动，但参加各类

活动，免不了要买瓶饮料、买点水果、坐地

铁、打电话，虽然每一样消费都不高，但积

累下来也需要不少的钱。”大二学生“网球

菜鸟”说。

与此同时，学生们普遍认为“大一第一

个学期的生活费，比高年级要多一些”。究

其原因，学生们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

第一个学期往往需要购买电脑、电动车等

大件生活物品，这些物品一次购买以后就

不需要经常更换，大一时自然消费要多些；

二是有的大一学生，还没有很好地掌握理

财能力，在消费方面没能很好地克制，到了

大二以后学会理财或者参加勤工俭学，就

会好一些；三是大一新生为了尽快适应大

学生活、增进相互了解，各种交流、聚会都

会多一些。

“不管生活费多少，关键是要结合家庭

实际，要在家庭支付能力内合理消费，大学

生目前还没有收入，更需要树立正确消费

观。”针对学生们消费情况，该校辅导员徐

老师认为，合理消费和节约都是应该提倡

的，新生应该主动学习理财，千万不能盲目

消费。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用

自己努力来获得报酬，改善生活。

潜老师还开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潜语文”，专门用

来发布同学们写的小诗。支教后，诗歌的种子也被潜老

师带去了阿克苏，他与那边的学生一起，成立了“姑墨诗

社”，“阿克苏，古时候曾叫‘姑墨’。‘姑墨’是秦汉之际西

域三十六国之一，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也是龟兹

文化和多浪文化的发源地。‘姑墨’一词，来源于梵语，意

为‘沙漠’。我们的诗社就像沙漠里的一片小小的绿洲，

是文化的传承，也是诗意地栖居。”

新学期，潜老师打算延续以往的传统，在班级里成立

诗社。“写自荐信的同学，我希望能发挥他们的潜能，不仅

仅是当课代表收发作业，还会安排一些有创意的工作，比

如公众号的小编、报纸的编辑、QQ 群的管理员、读书沙

龙的负责人⋯⋯”

潜老师说，在“双减”的背景下，自己既希望给学生减

负，又想增加学生的责任心，“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找到

自己的‘春天’，让语文成绩较薄弱的同学，多参与到语文

课的工作中来，以此激发他们对语文的兴趣。学生特别

需要老师的肯定鼓励和表扬，都需要一顶‘桂冠’。”

前不久潜老师发现学校种了不少柚子树，他还特意

带领班上同学去逛了一圈，“本来想发条朋友圈，后来觉

得可以让学生们写文案。作业交上来后，还是有很多惊

喜。我觉得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最主要的是让学生

感兴趣，贴近他们的生活。”

本报记者 姜赟 通讯员 朱张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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