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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穷养富养，看看专家怎么说

现在条件好了，父母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
孩子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到底是穷养孩子还是
富养孩子，这是很多中国父母非常纠结的问题，父
母担心“穷养”可能会造成孩子内心的匮乏感，
“富养”又可能会宠坏孩子。

其实，孩子会不会被宠坏，与穷养还是
富养无关，其根本在于孩子是否树立健康
的金钱观。倡导从小给孩子钱，给孩子
权力支配钱，并且鼓励孩子将钱花在
刀刃上。什么是刀刃，我认为是对孩
子的素质提升有帮助的事物就是，比
如买书。富养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给
予，让孩子多读书，培养孩子优雅的
气质和情趣爱好。

要想孩子不被宠坏，关键在于从小
培养与钱有关的优秀价值观与品格，而这

些价值观与品格必须以“钱”为工具来进行培
养，富养有道不会把孩子宠坏。

当孩子对花钱产生兴趣并想去支配时，除了引
导和帮他们了解和支配钱，一定记得把比钱更珍贵
的东西介绍给孩子，比如勤俭节约、理性消费、自
控力、感恩、慷慨等。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
观，也是父母对孩子最基础的教育之一。

此外，父母在生活中要多引导，比如现在一些
学校的数学课会进行生活化教学，一些数学老师会
要求孩子做“数学日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
正确金钱观的方式。我们家儿子前阵子跟爸爸去五
金店买水龙头和吸顶灯，单价多少、总价多少，再
货比三家，不同商店的价格又有什么不同，都做了
记录。再从中分析比较，从而引导孩子要理性消
费，花该花的钱，不花不该花的钱。

富养有道不会宠坏孩子
宁波市教科所基础教育研究室 李丽 博士

现在，不少父母不管自己的经济条件如何，
对于孩子都有求必应，结果孩子花钱越来越“无
度”。“一切为了孩子”，仿佛成了一些家长生活的
唯一宗旨，似乎活着就是为了孩子，一个家庭的
财富计划搞得“兵荒马乱”。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要承担孩子的生活
费用和读书费用，已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
让孩子无节制地花钱。孩子乱花钱的现象越来越
普遍，成了不少家长的头疼事。

要解决孩子“乱花钱”这个问题，要反省的
是家长，问问自己是不是平时太爱花钱，给孩子
做了坏榜样；是不是总是被孩子的情绪绑架，本
来不该买的东西，孩子一哭闹，没办法，就
给买了。如果家长的言行是混乱的，孩
子的思维就会乱套。

家长要好好评价一下自己的消
费态度，给孩子做出好榜样。能
满足孩子的尽量满足，不能满足
的说明情况。如果孩子不听耍
赖，家长切不可通过先讲道理后
打骂来阻止，或一边生气一边掏
钱。

家长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有始
终如一的消费观，这样孩子内心才
能不混乱。不被孩子的纠缠绑架，保持
态度平和，一发脾气，方法就失效了。

真正的教育是完善自己，在财富教育方面也
一样，不但要求家长有好的教育理念，还要讲究
好的教育方法，这样家长和孩子的“财商”才会
高上去。

金钱是把双刃剑，富裕的生活本身不会对孩子有害，但是如果缺乏健康的价值观指导，
就会给孩子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缺乏人生理想、乱花钱、对失败的恐惧、过分依赖
心理和强烈的虚荣心等。

在家庭教育中，对钱越是讳莫如深，孩子的财商就越缺位。如果孩子对钱有一定认知，
知道钱是如何来的，他就不会乱花钱。如果父母经常用钱来满足孩子的各种欲望，而且，不
论遇到什么事都喜欢用钱来摆平，家庭消费也从不制订计划，家长的这些不良习惯久而久之
就会影响孩子。有些家长怕孩子被金钱腐蚀，在孩子面前闭口不谈钱，这样的做法对孩子财
商的培养也是无益的。

一个人怎样管理和运用金钱，往往是他的才智与品行高低、自我控制能力的反映，也是
他实现人生目标的必备技能之一。财商、智商、情商并列为现代社会能力三大不可缺少的素
质，财商＝情商＋正确的财务观念、知识与技巧。从小有良好理财习惯的人不会依赖别人，
会珍惜有限资源，会珍惜金钱，对自己的能力也会更有信心。

家庭财富教育要讲究套路
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副教授 郭鉴

尽早对孩子进行金钱教育
宁波启立德教育儿童财商课程培训老师 窦晶

要想孩子不被宠坏，关键在于从小培养与钱有关的优秀
价值观与品格，而这些价值观与品格必须以“钱”为工具来
进行培养。

要解决孩子乱花钱这个问题，要反省的是家长，问
问自己是不是平时太爱花钱，给孩子做了坏榜样？

一个人怎样管理和运用金钱，往往是他的才智与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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