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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元到手，一天就花光；拿到200块，转手就买游戏卡

孩子的“财商”到底该怎么培养？
同样是几百块压岁

钱，有的孩子转手买套新
的游戏卡；有的孩子则是
一半存银行，一半“入股”
妈妈的小店，享受年底分
红，平日里还能通过做家
务赚点零用钱。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
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除了智商和情商之外，开
始愈加重视孩子的理财观
念，俗称“财商”。

“培养财商，不是要孩
子赚多少钱，而是培养他
们的理财观念，以及对事
物的规划理念。”采访中，
合肥不少家长开始尝试让
孩子接触理财。

▋记者 曾梅

家长支招：
让孩子明白钱的价值所在

众所周知，巴菲特从 5 岁开始做生意、11 岁
开始炒股的，采访中，向轩轩爸爸一类的家长，也
通过本报向各位家长支招，来培养孩子的财商。

张靖宇建议让孩子明白钱的价值所在。这
个阶段，应该教会他“物有所值”“物超所值”“物
有不值”的观念，让孩子明白如何使用相同的钱
购买到更好更多的商品。此外，父母要让孩子明
白“多努力才会多得”的理念，以及“权利与义务”
的观念，学会通过劳动赚取相应的报酬。

对于那些已经能较好地支配自己零用钱的
孩子，父母要开始教孩子储蓄的理念，让孩子明
白“钱可以生钱”的理念。

而对于文中“小巴菲特型”的孩子，这类孩
子基本不需要父母担心他的财商了，此时，父母
要让孩子明白，金钱不在于数量多寡，而在于它
的价值。告诉孩子“钱的正确使用方法”，等孩
子长大后就不会因为金钱运用不当而付出惨痛
的代价。

专家观点：
财商不是理财，而是一种品质

对此，不少教育专家表示，财商不是纯粹的
理财，而是一种品质。对孩子财商教育不能是单
拎出来的，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首先在给孩
子零花钱尤其是压岁钱的时候，要有仪式感，压
岁钱最好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不要太多，更不
要直接物化为孩子想要的玩具、手机、自行车等
东西。把金钱直接物化，会导致孩子提出要求并
被满足的时候没有延迟性。一定要告诉孩子钱
究竟是怎么来的。如果孩子们仅仅知道如何使
用钱，但不了解劳动的艰辛，不知道、不理解财富
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那么他就不能够真正尊
重劳动，他的金钱观就不可能正确。

此外，财商教育不仅仅是家长的事情，学校
也应该重视。国外很多小学都会有社区课，带着
孩子去商场、邮局、消防队参观大人是如何劳动
的，让他们知道每种工作的艰辛，让他们知道钱
的后面是大量体力、精力、时间的付出。

同样是过年，合肥 12 岁的小蒙很是开心，她
不仅拥有了崭新漂亮的自行车，还从长辈那里拿
到了 600 块的压岁钱，这对于她来说，可是一笔

“巨款”。
“终于可以买下我最喜欢的那套芭比娃娃了！”

压岁钱还没在兜里焐热，小蒙就央求爸爸带她去了
小区附近的一家卖场。

芭比娃娃498元，余下的钱，小蒙还跟小伙伴把
小吃街里的各种小吃“扫荡”了一遍。

有钱转头就花光，这已经成了小蒙的消费习
惯。对此，她的妈妈张叶总会埋怨几句，但似乎也没
什么作用。

小蒙上小学开始，妈妈张叶就会定期给一些零
花钱，到小学五年级，每月零花钱就有80元，等到上
了初中，每月零花钱就达到 100 元。但对于小蒙来
说，不管给多少，钱总是不够花，经常刚过半月，就已
经没钱了。

张叶说，她记得第一次给女儿零花钱，女儿直接
跑到小区超市，买了几根烤肠，一次就把钱花光。“当
时我就觉得，她花钱没有一点规划，完全违背了当初
要培养她理财意识的初衷。”张叶说。但孩子的父亲
表示反对，认为需要保留零花钱制度。

如今，“月光”女儿让张叶很是头疼，很担心孩子
将来真的像奶奶口中的“钱不过夜”。

案例案例11：600块钱到手，一天就花光

今年春节，11岁的小伟过得很“坎坷”。原来，他
刚收到 200 元压岁钱，转手就找同学代买了游戏
卡。得知消息后，妈妈气愤之下把小伟狠狠地揍了
一顿。

“太气人了，游戏卡都是几毛钱一张，这个臭小
子就这么糟蹋钱，还瞎充大款，一次就买两百块的，
丝毫没有一点金钱观念，拿了钱立刻就得花光，好
像钱在手里多呆一分钟都扎手一样！”小伟的妈妈
朱丽说。

对于平时生活节俭，买化妆品都不超过 100 元
的朱丽来说，儿子的行为实在让她生气。让她更生

气的是，儿子好像丝毫不在意，被训斥之后转身就跑
去卧室打游戏，这可把朱丽气得不轻，于是一场暴风
骤雨般的巴掌，落在了小伟的屁股上。

提起这个“日光族”的儿子，朱丽就烦恼不已，关
于将来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更是一筹莫展。

朱丽认为自己言传身教了很多，也跟小伟讲过
大人挣钱并不容易，要学会有计划地花钱；每次带他
去超市买东西，也都要货比三家；她甚至还带着孩子
回农村老家，让儿子看看农村孩子生活的艰辛……

“我们这么费尽心思地教导，没想到培养出一个小少
爷，别说财商了，连基本的金钱观都没有。”她说。

案例案例22：200块压岁钱，转手就买游戏卡

读小学六年级的轩轩，是班里有名的“小巴菲
特”。当然，这要得益于他在银行上班的爸爸。原
来，在爸爸的熏陶下，轩轩从小学三年级的开始，就
跟着爸爸学习理财。

平时去超市，他会主动去收银台前参与结账；周
末他会主动帮助妈妈做家务，赚个“小时工”的钱；偶
尔收集家里的旧报纸、饮料空瓶卖废品攒钱；平日里
的零花钱和过年的压岁钱，扣除部分开支，其余的他
也会也存下来。甚至，每次爸爸在电脑前炒股的时
候，小家伙也忍不住趴在旁边看。很快，轩轩就攒下
了一笔不菲的积蓄。甚至在妈妈生日那天，他还花
了100多元给妈妈买了很漂亮的丝巾。

孩子爸爸张靖宇说，他会刻意培养孩子正确的金

钱观。“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会教他认识金钱，培养
一些合理规划使用金钱、科学理财的观念。。”张靖宇
说，为此，他会鼓励孩子参与家庭劳动，比如拖地3元/
次；洗碗2元/次；扫厕所3元/次……这个寒假，轩轩
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活动，一周的时间就赚了 100 多
元，也从中懂得了赚钱的辛苦，和理财的价值。

此外，他以孩子的名义在银行开设了账户，培
养孩子的储蓄观念。“我会教他，不要把所有的鸡
蛋放进一个篮子，一部分储蓄，一部分投资，一部
分消费。”张靖宇说，他还会教孩子养成记录消费
及理财的意识，“如果他想买一辆自行车，就必须
通过劳动赚钱、攒钱和理财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想
要的东西。”

案例案例33：小学生存钱挣利息，攒钱买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