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理財錦囊/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高中 

 

生活事件教案 

 

理財錦囊 

 
示例概要 

 

隨著生產力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香港人的物質生活愈來愈豐富。社會風氣不

斷鼓吹物質至上，加上不少人喜歡相互攀比和炫耀，青少年如不理智的話，便

容易墮入競相追逐新奇高檔商品的網羅中，以致入不敷出，更嚴重者或會欠下

巨債，甚至破產收場。本教案幫助學生思想購買名牌貨品背後的動機，並分辨

想購買的物品是自己「想要」還是「需要」，以理性的理財態度處理購物的慾

望。 

 

對象 

 

高中學生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思想購買名牌貨品背後的真正動機，從而於購物時作更理智的選擇 

2. 讓學生分辨想購買的物品是自己「想要」還是「需要」，從而以更理性的

理財態度處理購物的慾習 

 

價值觀/ 態度 

 

自律、理性、負責任、健康生活 

 

教學形式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成長課、生活教育課 

 

教材 

 

1. 「『格』價專家」學生工作紙（附件一） 

2. 「衣著入時青年 『碌爆卡』捱餓 4 天送院」新聞摘要（附件二） 

3. 「『格』價專家」討論指引（附件三） 

4. 「想要 vs 需要」學生工作紙（附件四） 

5. 「想要 vs 需要」討論指引（附件五） 

6. 「我的反思」學生工作紙 (附件六) 

 

教學時間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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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財錦囊/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高中 

 

延伸活動 

 

為鼓勵學生在實際生活中善用金錢，教師請學生以「我的理財原則」為題，撰

文一則，並選出三篇最好的作品貼在壁報板上。文章的內容必須包括學生如何

看待金錢，及如何妥善安排財務，令自己及他人相信他是一個理財能手。學生

交回文章後，由教師選出三篇最好的作品貼在壁報板上。 

 

 

社會資源 

 

廉政公署：德育資源網      網址：www.icac.org.hk/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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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財錦囊/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高中 

教學流程 

 

教學步驟 (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一︰「格」價專家（25 分鐘) 

 

課前準備：  

1. 於課堂前派發「『格』價專家」工作紙

(附件一) 予學生，請學生完成上半部，並

請學生在家思考為何有些人願意多付額

外金錢(有時可能是數倍)購買名牌貨品。

 

教學流程 

1. （學生於課堂前已完成「『格』價專

家」部分。）教師可先請同學分享一下

他們的調查結果。 

2. 教師派發給每學生一份「衣著入時青年

『碌爆卡』捱餓 4 天送院」新聞摘要 (附

件二)或預先搜集一至兩篇有關青少年理

財失當的新聞 (如：欠卡數、店鋪高買、

以非法的行為賺錢或因欠下巨債而自殺

等)給學生閱讀，然後一起討論。 

3. 教師向學生提問： 

(a) 新聞報導的內容是甚麼？ 

 （包括：事件的起因、過程及結果） 

(b) 假如你是當中的主角，你會如何處理

自己的債務問題？ 

(c) 從新聞中，你有甚麼體會？ 

4. 教師就學生的回應，將重點歸納，並指

出：以自律和負責任的態度來管理金錢

是非常重要的。 
5. 然後，將學生分組，讓學生討論並思考

為何有些人願意多付額外金錢(有時可能

是數倍)購買名牌貨品，並於「『格』價

專家」工作紙 (附件一)上寫下論點，稍後

向全班同學分享。 
6. 教師利用討論指引(附件三)帶領討論。 
7. 教師也可以影印數份討論指引(附件三)交

同學作分組討論。 
 

  

 教師可選用附件二的新聞摘要

或另找一些較近期的熱門新

聞，以增加學生的興趣和關

注。此外，若教師所選的新聞

與其親身經歷有相似之處，教

師更可藉此作分享，令學生加

深印象和有貼身的感覺。 

 

 購買名牌貨品背後的動機 

 

 名牌貨品的社會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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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財錦囊/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高中 

活動二：想要 vs 需要（20 分鐘) 

 

教學流程： 

1. 派發「想要 vs 需要」學生工作紙 (附件

四)。 

2. 請同學於工作紙的空位上寫下 5 件他們想

要的東西及想要的原因。（必須為物品而

不 是 一 些 概 念 如 「 快 樂 」 、 「 友 情 」

等。） 

3. 教師問數位學生有什麼東西是他們想要的

以及為什麼他們希望得到那些東西。 

 

透過排列優先次序的取捨過程思考「想要」

與「需要」 

4. 教師對學生說：「你所擁有的金錢只容許

你購買其中的 4 件物品，請你剔除其中一

件。」 

5. 教師請同學於被剔除的物品旁寫下剔除該

物品的原因。 

6. 教師問部分學生為何選擇剔除該件物品，

並於黑板上另闢角落寫下原因。(此部分

是希望讓學生替 5 件物品排列優先次序，

從排列的取捨過程中思考物品的重要性及

篩選的原則。) 

7. 教師續對學生說：「你所擁有的金錢只容

許你購買其中的 3 件物品，請你剔除其中

一件。」並問學生剔除物品的原因。如此

類推，直至把 5 件物品都排好優先次序為

止。 

8. 教師可利用「想要 vs 需要」討論指引 (附

件五) 帶領討論。 

9. 教師小結： 

(a) 如何分辨「想要」與「需要」？ 

(細心思想以下的問題有助我們分辨

「想要」與「需要」。) 

 我有沒有該物品的代替品？ 

- 如果有的話，該件物品多屬於

「想要」而非「需要」。 

 欠 缺 該 物 品 會 否 為 生 活 帶 來 不

便？ 

- 如果會的話，那該物品多屬

「需要」。 

 購物的動機？ 

 購物的動機直接反映物品是「想

要」還是「需要」。 

 

 透過排列物品優先次序的取捨

過程中思考物品的重要性及篩

選的原則。此等篩選的原則是

分別「想要」與「需要」的其

中一個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討論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分

辨購物的慾望是出於「想要」

還是「需要」。讓學生看見我

們很多的物質慾望是出於「想

要」。 

 

 「想要」的原因有很多，可以

是出於享樂、虛榮心、朋輩的

認同等等。而這一些原因並不

一定構成購物的行動。 

 

 雖然「想要」與「需要」的界

線並不一定很清晰，但希望藉

此活動讓學生多去思考，讓他

們以更理性的理財態度處理購

物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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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財錦囊/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高中 

活動三：我的反思 (10 分鐘) 

 

教學流程： 

1. 派發「我的反思」學生工作紙 (附件

六)。 

2. 請學生重新檢視該 5 件物品到底是屬於

「想要」還是「需要」，並寫下原因。

3. 教師可請學生分享他們的心得/感想。 

 

教師總結 (5 分鐘) 

 

1. 「想要」不一定「需要」 

每當我們購物時，我們可先考慮購物是出於「想要」還是「需要」。若經仔

細思量後認為是「需要」而又能負擔的話，便可以買下來。反之，若物件只

屬於「想要」而不是「需要」的時候，我們便可考慮擱置購物的衝動。 

2. 健康人生 

個人如何理財反映其背後的價值觀和態度，情況因人而異。在社會不斷鼓吹

消費和即時享樂的意識形態及氣氛下，青少年需學會正確的理財態度，建立

健康的人生，例如：每個月有適量的儲蓄，以作不時之需。 

3. 自律 

大部分學生的主要收入來源是父母供應的零用錢，所以理財多集中於支出的

管理上。金錢是學生的父母辛勞地賺來的，故學生必須學會自律和節制，以

免因過份追求物質享受而胡亂花費。 

4. 負責任 

學生需要學會為自己的支出及消費模式負責，能夠量入為出，按自己的收入

計劃支出，不會「先用未來錢」，養成善用金錢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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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財錦囊/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高中 

附件一  
 
 
 
 
以下是一簡單的價格調查，請到市面走一趟並依照例子完成下表。 
填表指引: 

 「貨品類別」:可根據個人的喜好而選擇不同的類別，如:衣服、鞋、化妝

品、體育用品等等。 

 「一般同類型貨品的價錢」:指質素相若但不是名牌的同類型貨品的價

錢。 
名牌貨品 貨品類別 

牌子名稱 價錢 (A) 

一般同類型貨品 
的價錢(B) 

價錢差額

(A)-(B) 

例: 運動鞋 Nik_ $ 799 $ 299 $ 500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為何買「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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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摘要                               附件二 

 

 

「衣著入時青年 『碌爆卡』捱餓 4 天送院」 
 
 
 

 
一名衣著入時的青年，近日經常在深水埗的一個公園露宿，

這位青年與一般露宿者不同，他身穿時款的運動風褸、名牌

波鞋和簇新的牛仔褲。事件揭發這名青年『碌爆卡』，罔顧

自己的經濟能力，胡亂揮霍。早年欠下的卡數，需由家人代

還，導致與家人決裂。之後又故態復萌，欠下 10 多萬元卡

數，他不敢向家人求助，只有到處流蕩，最後報警求助，他

自稱 4 天沒有進食，幸送院後並無大礙。  

 
 

資料來源：香港報章（2008 年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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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討論指引 

1. 教師可先請同學分享一下他們的調查結果。 

2. 教師可請同學表達一下他們於調查過程中及過程後的感想。 

 「從你的調查中，你有什麼發現/感想？」 

 

為何買名牌？ 

 

3. 「為什麼人們願意多付金錢去購買（質素相若的）名牌貨品？」 

 「以多花$500 買的一對名牌運動鞋為例，為何人們願意多花$500 去購

買一對質素相若的運動鞋？」 

 「以多花$___買的_____(物品)為例，為何人們願意多花$___去購買質

素相若的____(物品)？」 

4. 就上一題的答案(學生的答案可能是朋輩的認同、虛榮心、「人有我有」的

心態等等)，教師可提出反問。 

 「為了這些(朋輩的認同、虛榮心、「人有我有」的心態等等)而多付金

錢，你認為值得嗎？為什麼？」 

 「這些東西(朋輩的認同、虛榮心、「人有我有」的心態等等)對你來說

有多重要？為什麼？」 

 「有沒有同學同意 xx 同學的想法？」 

 「有沒有同學持其他意見？」 

5. 教師可進一步利用學生的答案讓他們作更深層的反思。例子如下： 

 「使用名牌貨品便能得到同輩的認同嗎？」 

 「反之，不用名牌貨品便得不到認同？」 

 「朋輩之間相處之道是什麼？」 

 「是否任何事情都須要得到別人/朋輩的認同？」 

 「你認為自己是不是一個需要別人認同的人？」 

 「用名牌貨品的人一定富有？而且高人一等？」 

 「反之，不用名牌貨品的人便代表貧窮？」 

 「是否所有富裕人家都喜歡用名牌貨品？」 

 「使用名牌貨品能提升個人價值嗎？為什麼？」 

 「你的個人價值建立在哪？」 

 「你認為自己是不是一個喜歡炫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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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我想要的東西: 
(請寫下 5 件你想要的東西，此 5 件東西必須為物品 

而不是一些概念如「快樂」、「友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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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財錦囊/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高中 

附件五 
 
 
 
 
 
 
 

討論指引 
 

1. 教師問學生有什麼東西是他們「想要」的以及為什麼他們希望得到那些東

西。 

 「有什麼東西是你『想要』的? 為什麼你想得到它（們）?」 

 

透過排列優先次序的取捨過程思考「想要」與「需要」 

 

2. 教師問學生為何選擇剔除該件物品。 

 「為什麼你會先剔除該物品？」 

3. 教師將學生的答案化成一些購物時應考慮的具體原則。例子如下： 

學生答案 購物時應考慮的具體原則 

「太貴了!」 自己的負擔能力 

「已有很多類似的物品。」 

「可有可無。」 

物品的實用性、可取代的程度 

「我擁有的舊型號仍未壞掉，暫時未

有需要買新的。」 

環保原則(減少製造垃圾)、節儉原

則(減少無謂的消費)、物品的可取

代程度 

 

4. 教師問學生為何保留其他 4件物品，並將學生的答案化成一些具體的購物

動機，讓學生更清晰看見他們「想要」背後的動機。例子如下： 

 「為什麼你會選擇保留該 4件物品？」 

 「該 4件物品對你來說有什麼『吸引力』？」 

學生答案 購物動機 

「解悶、消磨時間。」 

「好玩。」 

娛樂 

「夠『IN』。」 追上潮流、虛榮心 

「現在最時髦的，每個人都擁有。」 追上潮流、朋輩認同、人有我有的心

態 

「幫我讀書。」 有利學習 

「新的款式較美觀。」 愛美、有新鮮感 

 

5. 在排列優先次序的過程中，教師可不時挑戰學生的購物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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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6. 教師可舉例說明「想要」與「需要」的分別。 

 「若果大家經常更換手提電話，那便是『想要』了，其背後的動機可能

是追上潮流、虛榮心或喜歡炫耀等等。但若果更換電話是因為舊的電話

已經壞了，那就是『需要』了。當然，是否真的『需要』擁有一部手提

電話又是另一個話題。」 

 

7. 當學生對購物動機及購物原則有進一步的認識時，教師問學生在工作紙上

的 5件 

物品中，有什麼東西是他們「需要」的。(可給學生 1分鐘時間思考。) 

 「在你『想要』的東西之中，有哪些東西是你『需要』的?」 

 「為什麼你『需要』它(們)?」 

 「沒有它(們)會帶給你什麼不便/影響?」 

8. 教師可寫下學生所列舉的不便/影響。 

9. 教師可進一步挑戰學生的想法： 

 「這些影響真的如此嚴重，令你非『需要』該東西不可？」 

 「請細心想想到底它(們)是你『想要』的還是『需要』的？」 

 「那些你『需要』的東西有沒有更便宜的代替品?」 

 「有沒有同學持不同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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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物品 想要 vs 需要 原因 

1. 想要  

需要  

 

2. 想要  

需要  

 

3. 想要  

需要  

 

4. 想要  

需要  

 

5. 想要  

需要  

 

 

其他感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