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长沙 12 岁女孩萍萍在手
机唱歌游戏里“打赏”， 花掉了妈
妈 3 万多元； 深圳 11 岁男孩玩手
游花光家中 3 万元积蓄； 武汉 10
岁男孩玩游戏充值 5.8 万元……每
次看到孩子们“视金钱如粪土”，
让人不禁思考： 孩子们花起钱来怎
么毫不心软？

说到底， 还是孩子们缺少财商
教育。 作为父母， 你会觉得， 太早
跟孩子谈钱， 孩子听不懂？ 太早地
培养孩子想办法赚钱， 太世俗？ 可
没有接受过财商教育的孩子， 不仅
随意花钱， 更理不清钱和人生的关
系。 我们给孩子做财商教育， 并不
是希望他以后能成为富豪， 而是希
望孩子从小明白， 付出与收获的意
义，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念。 它本质
上是一种品格教育， 实际上更是一
种幸福教育。

《富爸爸， 穷爸爸》 的作者说
过： 如果你不能及时教孩子金钱知
识， 那么将来就有人取代你， 比如
债主、 警方、 骗子， 那时你和你的
孩子恐怕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金钱
这一课， 你不给孩子上， 社会就会
给他上。

财商究竟是什么呢？
财商=观念 +习惯， 即对金钱

正确的认知＋掌控财富的智慧。 中
国孩子和西方孩子相比， 在与金钱

关系处理方面有差距。 在西方， 财
商教育是中小学的必修课。 因为大
家都认为一个人的理财能力， 直接
关系到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 他们
希望孩子早早明白自立、 勤奋、 金
钱三者之间的关系， 并把财商教育
称之为 “从 5 岁开始实现的幸福人
生计划”。 巴菲特很小的时候就接
受财商教育， 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要
想获得零用钱， 必须付出劳动。 而
在中国， 只有少数父母， 会有意识
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 财经作家吴
晓波在她女儿大约 7 岁左右， 就开
始培养她独立购物， 让她知道货币
是可以交换商品的； 拳击奥运冠军
邹市明和妻子， 让两个儿子拥有独
立的小金库， 对于金库的使用， 他
们奖罚分明， 让孩子在任性购物面

前懂得取舍。
大多数父母， 并不了解应该如

何培养孩子的金钱观。 可从以下几
步入手：

第一步： 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
财富观， 不要和孩子耻于谈钱；

第二步： 了解选择的种种情况，
让孩子知道如何面对各种选择；

第三步： 让孩子更深入认识金钱
的作用， 学会合理规划自己的财富；

第四步 ： 通过协作 、 共赢 、
分享等， 培养孩子赚取更多财富的
能力；

第五步 ： 通过交易和交换 ，
让孩子理解经济运行的基础原理；

第六步： 让孩子拥有更宽广的
思维模式， 更好地计划自己的未来。

石小艾 （北京）

年近七旬的舅父舅母退休前，
分别是中学教师和医院助产师， 结
婚 46 年来， 他们夫妻和睦、 家庭
幸福， 是旁人羡慕的典型。 有次闲
聊中， 得知他们在刚结婚时签了一
份 “夫妻吵架协议”， 我很是好奇。

舅父告诉我， 夫妻朝夕相处，
难免产生矛盾乃至争吵， 一辈子不
红脸的夫妻很罕见。 为了使夫妻吵
架后问题得到解决， 又不造成持久
的感情创伤和痛苦， 婚后不久， 他
俩就签订了 “夫妻吵架协议”， 压
在桌上玻璃板底下。 并以协议作为
一旦夫妻吵架时的行为规范。 结婚

时只订 4 条， 后来有了小孩增加 2
条， 共 6 条， 其内容是：

一、 一方发火， 另一方忍让，
待对方情绪平息后再互相交换看
法， 这样能使吵架程度缓和；

二、 发生吵架时， 双方都应就
事论事， 适可而止。 切忌翻陈年老
帐， 或动不动就以 “离婚” 相威胁；

三 、 夫妻都应多想想对方好
处， 尤其要想想在困难时刻的互相
帮助和支持；

四、 尽量避免外人介入夫妻吵
架， 更不应到外界寻找同情、 支持
与安慰；

五、 不该在孩子面前争吵。 因
为这会使孩子失去安全感， 心灵上
造成创伤。 父母任何一方都不应试
图使孩子站在自己一边， 更不能拿
孩子 “出气”；

六、 为工作或因其他原因引起的
不快， 都不回家向爱人或孩子发泄。

短 短 朴 实 无 华 的 6 条 “协
议”， 我几乎看见他们夫妻在婚后
处理生活风波中， 像初恋时那样
度过的一年又一年甜蜜的岁月 。
年轻的小夫妻不要嫌老套， 婚后不
妨学习与借鉴。

刘国学 （广东）

■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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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医学博士琼·卢比研
究发现， 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可以改
变他们大脑海马体的大小。 众所周
知， 海马体决定了一个人的记忆、
学习及压力反应能力。 而一个人的
海马体大小常常与幼儿时期受到的
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越是得到父
母及亲人细心呵护的孩子， 海马体
越大， 这些孩子长大后， 学习、 工
作及社交中的表现都比那些没有得
到相应关爱的同伴强许多。

既然父母的关爱对孩子的成长
如此重要，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
面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呢？

首先， 每天给孩子一个拥抱 拥
抱是一种肢体语言， 也是一种爱意
的表达， 尤其是对婴幼儿来说， 往
往能起到无声胜有声的作用。 如果
父母经常拥抱孩子， 孩子会有一种
安全感和幸福感， 他们知道， 爸爸
妈妈是爱他的， 无论在外面受了多
大的委屈 ， 只要有父母温暖的怀
抱， 他们就有足够的信心克服成长
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此外， 温柔的
拥抱和爱抚还能使烦躁中的孩子安
静下来， 起到舒缓压力和刺激大脑
发育的作用。

其次， 陪孩子一起玩耍 细细
想来， 现在的孩子几乎什么都不
缺， 唯独缺少父母的陪伴。 随着生
活节奏的加快 ， 不少家长忙于生
计， 忙于应酬， 多少次深夜归家，
孩子已然睡去？ 多少次早上出门，
孩子还在睡梦之中？ 多少次答应陪
孩子逛公园， 却一再食言？ 如今，
留守不再是农村孩子的 “专利 ”，
城市中的孩子也不例外， 因为父母
忙碌造成的 “隐性失陪” 或 “半失
陪” 越来越多。 对于孩子来说， 再
多的玩具， 再好的保姆， 再舒适的
学校， 也无法代替爸爸妈妈的关心
和陪伴。 孩子对亲情的渴望， 远远
超过了对物质的需求， 许多在成人
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在孩子的
眼里却显得十分珍贵。 因此， 即便
家长工作再忙再累 ， 每天也要抽
出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陪孩子， 陪
他聊天， 陪他散步， 陪他做游戏，
让他真切地感受到爸爸妈妈是在乎
他的。

我国近代教育家夏丐尊曾说：
“教育之不能没有爱， 犹如池塘之
不能没有水，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爱是人类最美的情感 ， 没有情感
的教育是苍白的。” 教育孩子是一
门艺术 ， 也是一种智慧 ， 愿家长
在投入金钱的同时 ， 也不要忽略
了爱的投入 ， 尽可能地为孩子营
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 让
他们在充满爱和关怀的环境下健
康、 快乐地成长。

周礼 （四川）

最好的教育是关爱

音乐课上， 老师问匡欢
欢： “请回答， 世界上最古老
的乐器是什么？”

匡欢欢坚定地回答： “是
手风琴， 老师。”

老师不解地问： “为什么
是手风琴呢， 亲爱的孩子？”

匡欢欢说： “老师， 您没
看到手风琴上全是皱纹吗？”

刘志军 （内蒙古）

最古老的乐器

江南水乡 李海波摄 （安徽）

夫妻吵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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