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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钱不在手机里”
本报记者 吴艳 祁晓娟 张丹 李小贤 摄影报道

“儿子从抽屉里翻出来一个
好些年没用过的钱包，拿着里面
的零钱问我这是什么。我告诉他
这是钱，用来买东西的。结果孩子
说，钱不是都在手机里面吗，买东
西只要扫一扫呀！”暑假里，市民
张晶发了一条朋友圈，吐槽孩子
对金钱没有概念，引起了很多朋
友的共鸣。

“钱不是在手机里吗？”随着
移动支付的普及，很多孩子对金
钱没有概念，也不把花钱当回事
儿。

孩子不会现
金购物

一次现金购物经历，让市民
张晶发现 5岁的孩子没有金钱
概念。

最近，她拿出 10 元钞票让
孩子去超市买一瓶矿泉水。可当
孩子拿到钱之后，疑惑地问妈
妈：“钱不是在手机里吗？”

张晶耐心地告诉儿子：“孩
子，钱不在手机里。手机之所以
可以消费，是因为家长把钱存在
了银行。”随后，张晶又告诉孩
子，钞票面额不等，分为 100元、
50元、20元、10元、5元等。

孩子似懂非懂地拿着钱进
了超市。交完钱后，孩子拿着水
就走出了超市。超市老板追了出
来，“小朋友，还没给你找钱呢。”

“还找钱啊？”拿着找回的钱
后孩子有些蒙。

张晶通过这件事开始思考，
家中日常购物时，一些生活用品
都是在网上支付的。偶尔带着孩
子去超市或者菜市场购物，也是
一直使用手机支付，孩子从小到
大基本没有碰到过钱。从此，张
晶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对金
钱的认知。

市民王小婉听同事说，二年
级的数学课上有“认识人民币”

“人民币的换算”章节。孩子马上
就上一年级了，王小婉特意从超
市里换来了不同面额的钞票，想
提前让孩子认识和分辨。

王小婉还在家中翻箱倒柜，
找出了几个 1分、5分、1角的硬
币。“1角的硬币，孩子竟然是第
一次看见。”王小婉不禁感慨。
王小婉发现，孩子即使认识了
钱，也对这些钱能买什么没有
概念。

孩子会问她：“1 万块钱是
多少钱？咱家有几万块钱……”

“手机里有刷
不完的钱”

16 日晚上，家住市区恒顺
时代广场小区的张晓慧带着孩
子从商场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
个新买的玩具，满脸笑容。但张
晓慧却有些心疼：一个玩具 500
多元钱，太贵了。

之 前 ，张 晓 慧 和 孩 子 约
定：暑假坚持上完特长课，他就
可以随意挑选一个玩具。结果，
在商场，孩子第一眼就相中了售
价599元的一款玩具。

张晓慧说，她的儿子马上 7
岁了，但对商品价格的高低，根
本没有什么概念。100元的玩具
他觉得不贵，500元的玩具他也
觉得不贵。

为此，她也跟孩子说过，商
品价格高低不同，要选性价比最
高的。甚至有一次，为了让孩子
了解钱的概念，她拿一个玩具的
价格和自己的工资进行比较，说
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几个
价格高的玩具。

可当时孩子回了她一句，
“没钱了你就刷手机啊，手机里
有刷不完的钱。”

张晓慧遇到的问题，家住
天成名著小区的王勇也遇到
了。

王勇的儿子马上 10 岁了，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学会
了玩手游。

“上个月趁我没注意，孩子
买了 1000多元的虚拟币。”王勇
为此批评儿子。没想到，孩子却
不以为意，他觉得手机里的钱是
随刷随有的，根本用不完。

听到孩子这么说，王勇开
始反思。回想自己小时候，可不
是这番光景。王勇六七岁就会
算计自己那几元的零花钱，还
知道用零钱跟家长换张整的钱
存起来。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家
长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也发现了
当代孩子们存在的一些问题：互
联网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
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孩子们
的金钱观。

甚 至 有 一 位 家 长 担 心 地
说：“孩子对花钱无感，影响的可
能不只是当下。现在好多大学生
稀里糊涂就深陷网贷的泥潭。为
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原因之一恐
怕是跟小时候没有培养正确的
金钱观有关。”

超市购物，孩
子做主

在金钱消费教育上，市民韩
晓雪也尝试了很多种办法。她觉
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让女儿
参与家庭采购，小到蔬菜水果、
文具玩具，大到家具家电、长途
旅行，她都会把价格告诉女儿。

“一个西瓜多少钱、一台冰箱多
少钱、一趟旅行多少钱，慢慢地
孩子对金钱就有概念了。”

除了掌握价格信息，韩晓
雪还引导女儿学会了比价。一
次，在一家精品店，女儿看到一
个精致的手账本，标价 39.8元。
韩晓雪在手机上一查，网购的
话，只需要 29元。韩晓雪就告诉
女儿：“选择网购的话，这些钱可
以买更多东西。”

最终，女儿选择了网购，并
用省下的 10元钱挑选了 3张自
己喜欢的贴画。

“尝到了甜头，就知道以后
买东西前要货比三家。其实，教
孩子比价并不是真缺这点钱，
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她
建立起经济头脑，以后买东西
乃至做事情，都更加理性。”很
快，韩晓雪的比价教育就收到
了效果。

一天晚上，带着女儿去超
市采购时，8 岁的女儿主动要
求：“妈妈，今天我还挑选商品行
吗？”

于是，女儿按照购物清单开
始了挑选。一盒薯片标价7.9元，
三联包的薯片标价 21.9元。“妈
妈，咱们选这个三联包吧！一包
7.3 元，比单买便宜 6 毛钱呢？”
女儿兴奋地和妈妈商量。

韩晓雪在惊讶于才上二年
级的女儿的计算水平之余，又欣
慰地意识到，孩子已经对金钱有
了概念，知道买东西要比价了。

后来，买洗发水时，女儿也
会在同品牌里挑选大包装的商
品，并一本正经地告诉妈妈：“妈

妈，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买大瓶
的洗发水更省钱。”

女儿马上就要升三年级了，
韩晓雪又开始盘算着给孩子进
行理财启蒙。

韩晓雪计划告诉女儿，开学
后，每月会获得 100元零花钱，
这些钱可以选择放进储蓄罐，也
可以选择让妈妈帮忙存起来，每
月获得一笔利息。

“我会专门给她做了个账
本，上面写好日期和金额。如果
遇到有自己特别想买的东西，就
从里面支取一部分。”韩晓雪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女儿树立
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

带孩子摆摊，
体验挣钱不易

没有金钱概念，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不知道家长挣钱不
容易……意识到这些问题，有的
家长就开始行动起来。

市民李颖为了培养孩子的
金钱概念，让孩子体验父母挣钱
不容易，她让 8岁的儿子佑佑去
摆地摊。

“我家孩子以前对金钱的概
念很模糊。我曾让孩子自己掌管
过一笔压岁钱，希望他将钱花在
有意义的地方。没想到，孩子掌
握了这笔钱之后，花钱特别随意
甚至乱买一通。他还理直气壮地
说钱是他的。”李颖说，看到这种
情况，她又收回了孩子的“财政
大权”。

李颖觉得需要想个办法，培
养一下孩子的金钱概念。李颖觉
得让孩子“练摊”不错，既能让他
知道挣钱不易，又能锻炼他的沟
通能力。

这个暑假，李颖和佑佑一起
准备了文具、旧玩具等商品，打
印好了微信收款码，还准备了一
些零钱。晚上，李颖带着佑佑去
摆摊。

这个特殊的小杂货摊吸引
了大家的目光。作为“老板”的
佑佑开始“接待”顾客。起初，佑
佑有些不好意思，只是简单告
诉顾客价格。有的小朋友看了
看转身离开了，佑佑对此还挺
失望。

终于，一位小朋友经过讨价
还价后买走了一个玩具。佑佑很
兴奋地说：“妈妈，终于卖出去
了。”

1个多小时的时间，佑佑又
卖出去了几件商品。除去成本，
佑佑赚了 5元钱。接连摆了 3天
摊，佑佑感受了赚钱的不容易。
李颖告诉记者，现在佑佑再买东
西时节制了不少。

同市民李颖一样，张新建也
曾让儿子去摆摊，而且鼓励儿子
收取现金。在招揽顾客，讨价还
价以及收钱找钱过程中，张新建
让儿子多去思考。

张新建说：“孩子以前买东
西，很少看价格，总觉得反正有
父母买单。有了‘练摊’经历后，
我发现孩子买东西时，会货比三
家，寻求性价比最高的。这就是
一种获益吧。”

“钱不是在手机里吗？扫一扫就有。”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很多孩子从小极少
接触现金，对金钱没有概念，也不把花钱当回事儿。沧州不少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
金钱观和消费观，想出了许多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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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运河区颐和国际B座600平米，精装修、中央空调、办公家具一应俱全，高端品质，尊
享国际风范。商业配套成熟，是公司总部、律师事务所、专科医院等相关类型企业进驻的宝地。
●解放路运河区颐和国际B座400平米，本商铺位于经济中心，商业中心，交通便利，人流众
多，水电气齐全。市场空间巨大，适合于餐饮服务行业。联系电话：15028639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