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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上，父母本身也有不
妥的地方。”宁波教育学院科研处专
家、宁波大学应用心理学兼职硕导徐
晓虹说，生活中，很多父母平时在家
随手放钱包等，给孩子提供了犯错的
便利。家有未成年的孩子，父母平时
应当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也可以从
根源上避免孩子多次拿钱却没被发
现的情形。

如果孩子偷偷拿父母的钱，父母
该怎么办呢？“最关键的是，要耐心地
引导孩子说出真实情况。为什么拿
钱？怎么拿的？拿了多少？钱拿去
干什么了？”徐晓虹说，父母根本没必
要为小孩做这样的事而情绪崩溃。
碰到这样的事，务必保持自己的情绪
平和，告诉孩子，说出真话并不会得
到惩罚，引导孩子具体详实地说出真
实情况，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是可以
信任的，自己有困难能从父母处得到
支持。

“在沟通的基础上，父母可以引
导孩子，请客的确会在短期内让你有
好人缘。可是，长期和谐的人际关
系，不能单靠一方的物质付出。可以

和孩子沟通，妈妈也同意并支持你有
时候请小朋友吃零食。但是，不能自
己偷偷拿钱，妈妈可以给你一定的预
算，或者妈妈可以和你一起去超市选
购。”徐晓虹说，家长应该以此为契
机，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想法，教育孩
子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粗
暴地责骂孩子，导致孩子以后不敢和
父母说真实情况。

她也建议，随着孩子的逐渐长
大，父母可以适当给孩子一些零花
钱，让他们有一定的支配权。

很多父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把
孩子打一顿，可取吗？徐晓虹说：“适
当的棍棒教育，的确能让孩子长记
性。家长要从具体情况来看。不管
怎么说，打的目的，不是宣泄家长对
孩子的失望。而是在道理讲透彻的
基础上，通过至多一年一两次的打，
让孩子长记性，明确以后不能再犯同
样的错。”

她再三强调：不要给10岁以下
的孩子贴标签。不然，反而会让孩子
觉得自己是小偷，不是好人，导致心
理创伤。 记者 王颖

年轻妈妈好痛心

8岁女儿三次从大人包里偷偷拿钱
专家：父母要学会引导，千万别给孩子贴标签

“我从来没想到，女儿竟然会偷钱，而且已经好几次了。”昨天一早，35岁
的吴女士联系上本报记者，情绪几近崩溃。

有意思的是，记者在身边了解了下，很多人小时候都有偷偷从父母处拿钱
的经历。在东论的一个讨论帖里，不少回帖者都提到这是“正常的事”。碰到
这类事，父母又该怎么处理呢？

乖女儿一月三次偷拿父母钱请客
吴女士的女儿今年8岁，平时是

个十足的乖乖女。前不久，还成了班
上的“两道杠”，一直是父母的骄傲。

“平时我现金用得比较少，一般
都电子支付。开学第二天，我发现钱
包里少了50元，以为是自己用哪里
了没记起来。周六晚上，发现钱包里
又少了120元。钱是周五晚上取款
机取的，取来后一直没有用过。”吴女
士说，一开始没有怀疑女儿，可夫妻
俩思来想去，都觉得很可能是女儿拿
的。

最后，女儿也承认，钱是自己拿
的。“她说，前后一共拿了3次。第一
次是从爸爸钱包里拿了一张20元；
第二次在妈妈口袋里拿了一张50

元；第三次拿了120元。这三次都发
生在春节后的这段时间。

她痛心地说：“一直来都有教育
她品行操守，没想到会偷偷拿钱。”

吴女士和丈夫第一次对女儿采
取了棍棒教育。

钱都去哪里了呢？据女儿说，请
托管班的小朋友吃零食了。平时，也
没有花钱的机会，托管班在的写字楼
下面有家便利店，就拿来买了巧克
力、棒棒糖等请小朋友吃了。

交谈的过程中，吴女士几次流
泪，反复说没想到女儿小小年纪会从
家里偷钱到外面摆排场。而且是几
次三番拿钱，一次比一次拿得多，事
后也没反悔的意思。

专家建议千万别给孩子贴标签

很多成人坦言：小时候也干过这事
昨天上午开早会时，记者和同事

讨论起这件事。
大家都是成年人，说起这事，普

遍认为，“这个年轻妈妈没必要把事
情看得这么严重。”

有人“自揭老底”：“小时候也拿
过家里的钱。家里有个罐子放硬币，
就偷拿着买零食吃。”

有人说：“小时候是非观不强，拿
过父母的钱，被打到屁股开花。”

记者在东论亲子板块上看到一
个帖子，发帖的是个初一孩子的妈
妈，碰到了吴女士类似的情况。她用

“心好痛”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帖子
的点击量有两万多。记者注意到一
件事，回帖中，很多人也提到自己小
时候曾经从爸爸妈妈处偷偷拿钱。

有网友说：“这里有有几位敢拍
着胸脯说，小时候从来没有偷过家里
一毛钱的？”

几乎每个举手称偷偷拿过父母
钱的网友都提到，被发现后，被狠狠
打过一顿。

有个女同事说：“前几天坐公交
车，后排两个穿校服的初中生在讨
论，什么时候从爸爸妈妈那里拿钱不
容易被发现。我在前排，听得心慌。
他们讨论得热烈，最后说，趁父母洗
澡的时候拿最不容易被发现。”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小孩做这
样的事很正常，得到教育后，不影响品
行啊”；“研究怎么拿钱不被发现的话，
性质就严重了”；“棍棒教育到底可不
可行？”；“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严勇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