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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钱没有概念， 身上有

钱就想花， 看上的东西就想要，

买了不久又后悔， 是很多孩子

甚至成年人都存在的不良消费

倾向； 但如何冷却孩子们这

“想要就买” 的消费欲望， 让他

们正确看待花花绿绿的世界，

合理消费呢？ 这让很多家长愁

眉不展。

教“花钱无度” 的

孩子做预算

茵茵是个优秀的孩子， 由

于家庭条件不错， 所以父母对

孩子的零花钱管理得非常宽松，

这让茵茵从小养成了花钱无度的习

惯， 每次上街， 只要喜欢的东西就往

家里搬， 一个月要问父母好几次零花

钱， 但究竟花了多少钱， 它们都用在

了什么地方， 茵茵自己也说不清楚。

典型特征： 这类孩子对金钱没有

具体的概念， 手里有钱就花掉， 花完

就伸手向家长要， 全然不知道所买的

东西究竟实用与否， 也说不出来钱究

竟用到了什么地方， 把金钱置换成自

己喜欢的玩具和物品对他们来说是神

奇的体验。

冷却策略： 定期发“工资”。 针

对孩子的花钱无度， 父母可固定时间

给他一定数量的零花钱， 并且申明平

时不再随要随给， 还可帮他建立小账

本， 以确定零花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大人定期做“财务审核”， 让孩子管

理自己的零花钱。

缓兵之计。 当孩子提出无理购物

时， 还可以用缓兵之计， 不即时答

应， 但也不完全否定， 利用这段时间

的冷却， 并随时向孩子灌输“可买可

不买的东西不要买” 的购物原则， 让

孩子学会暂时放弃。

颁发储蓄奖。 利用孩子喜欢表扬

的心理， 进行储蓄鼓励， 如发现孩子

购物有所值或月底还有节余， 便颁发

一笔“量入为出” 的奖金， 也可给他

一个储蓄目标， 设置“储蓄奖”， 鼓

励他节约。

对“无限索取” 型的孩

子说“不”

女儿梅梅聪明活泼， 但唯一令人

感到头疼的就是一出门就要买这买

那， 有时我们觉得外面的零食不卫生

不给她买， 她的小脸马上“晴转阴，

阴转雨”！

典型特征： 这类孩子大多受到亲

人的宠爱， 大人经常给他带一些小礼

物回家， 让他习惯了父母给自己买礼

物， 所以一出门就向父母索要东西，

包括玩具、 食品各种类型， 受到拒绝

则难以接受， 大哭大闹。

冷却策略： 坚持立场。 有时， 父

母为了平息儿女的哭闹或是不耐烦孩

子的一再要求而满足了孩子的欲望，

这对孩子学习自我节制是相当不利

的。 其实可以告诉孩子： “你‘需

要’ 的东西， 我们一定为你准

备； 你‘想要’ 的东西， 可以告

诉我们， 我们会斟酌情况， 决定

要不要买给你； 但如果你用哭闹

或发脾气的方式来争取， 我们一

定不会给你买的。”

统一战线。 有些孩子会问妈

妈要钱去买爸爸说不能买的玩

具， 或者父母要他做事情的时

候， 以金钱作为要挟条件， 这是

孩子逐步在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

谈判技巧增加自己的“收入”。

对于这种现象， 父母要反省教育

孩子夫妻态度是否保持一致， 并

警告孩子， 抵制他的不诚实行

为。

家庭“股份制”。 当孩子对一些他

喜欢的东西不依不饶时， 家长可以采

取“股份制” 的方式， 如家长出 3/4

的费用， 让孩子出 1/4， 孩子有了自

己的投入， 这样既有利于他控制“想

买就买” 的心理， 也会更加珍惜所买

的物品。

消费提示： 三个“不提倡”

不提倡以大量减少甚至停发孩子

零花钱， 或粗暴的责骂的方式来控制

孩子的消费欲望。 因为突然间收入的

减少会使得孩子对物质的欲望更加强

烈， 转而力图通过其他途径来取得零

花钱满足自己的购物需求。

不提倡父母用金钱来衡量一切，

平时老用钱来和孩子谈条件。 记住：

永远不要让孩子听钱的话！ 金钱至上

会让孩子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 进而

可能发展到狭隘、 自私。

不提倡让孩子过早成为“有卡

族”， 这样会养成孩子随随便便就刷卡

的坏习惯， 增加很多不必要的消费。

苏俊清

不让孩子“想要就买”

问： 我家孩子现在三岁了，我

正在教他学认字， 认字卡上有拼

音，我就边教孩子学认读，一边教

拼音， 可是孩子好像越学越迷糊，

教孩子认字到底是先学认字还是

先学拼音呢？

长沙市 刘女士

答：在早教期间，父母在教孩子

认字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一个词、

乃至整句话，有些人指出，是否应

该先教拼音，再教拼写，最后教字

呢？其实四岁以前的孩子抽象思维

还未形成。还不能理解将字母拼起

来这个过程。学前儿童应该先学习

认字还是先学习拼音呢？许多家长

比较迷惑。

世界上不会有这样“聪明”的

母亲， 先教孩子一个一个的音素，

学会说一个一个声母、 韵母的发

音，然后教他如何拼。 任何一个头

脑正常的母亲，总是一个词、乃至

整句话，让她的孩子反复地模仿着

“呀呀学语”的。

学前儿童只能去认识拼音字

母，而达不到拼的能力，因为孩子

的思维还没有发展到抽象思维，4

岁左右孩子才能从表象思维转向

抽象思维，所以不要求之过急。 单

独去认识拼音字母，是和认识汉字

一个道理，但是去把声母和韵母和

拼起来， 这个年龄的孩子还做不

到， 即使有的孩子可能做到了，也

是背诵下来的。 所以不要求之过

急，弄不好孩子还会厌烦，失去学

习的兴趣。

方块汉字，远比无意义的、相似

处很多的拉丁字母容易辨认和识

记。 直接教学汉字的优势，还因为

单个的汉字可编成为朗朗上口、又

富有儿童情趣的课文，和强记死背

那些本身并无意义、相互间全无内

在联系的拉丁符号，完全是两种情

趣、两种氛围，自然也就带来两种

截然不同的效果，不仅是学习的效

率不同，而且在儿童情趣培育上也

不一样。

有些家长担心，认字的同时不

教拼音， 孩子的普通话会说不好。

其实，让幼儿园的小朋友听着录音

带上朗朗上口的韵文， 边听边说，

边玩边学，在游戏中识字，在游戏

中学说普通话， 一天 20 分钟，20

天左右，就是方言区的孩子，其普

通话也可取得相当成绩。

实践表明， 不先学汉语拼音，

并不妨碍儿童学说普通话，这不是

他们学习普通话最关键的环节。如

果是在初步学了普通话和认识了

一定数量的汉字以后，再学习汉语

拼音， 有利于正音和继续提高，而

且学习的时间和精力都可大为节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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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学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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