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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长在处理孩子压岁钱

这 件 事 上 ，方 法“ 过 硬 ”，容 易

“伤”了感情。其实在与孩子沟

通压岁钱问题上，如果能够处理

得当，对孩子来说也是受益终身

的。

感恩教育，要让孩子有一份

感恩的心。在帮助孩子打理压

岁 钱 之 前 ，家 长 首 先 要 告 诉 孩

子，这些钱都是长辈付出辛苦劳

动所得来的，无论多少都体现了

他们对自己成长的关爱，这样不

仅能激发孩子热爱、尊重和感谢

长辈的情感，也能让孩子有一份

感恩的心。

惜财教育，让孩子懂得珍惜

劳动成果。事实上，除非是父母

的长辈给的钱，大部分压岁钱都

是父母通过等量钱财换来的，所

以家长要利用压岁钱对孩子进

行“惜财教育”，要让孩子明白，

压岁钱不是从天而降的一笔“横

财”，在收到一笔压岁钱的同时，

父母也往往会支付出去同样多

的钱数，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压

岁钱并非意外之财，更不是不劳

而获，而是家长的辛苦所得。因

此，家长要引导孩子，要懂得珍

惜父母的劳动成果，不能认为这

就 是 自 己 的 钱 了 ，可 以 大 肆 挥

霍，胡乱购买。

理财教育，培养孩子的理财

能力。“与孩子一起理财”成了现

在不少家长对待压岁钱的共识，

而在实践中逐步磨炼出来，则是

培养孩子理财能力的关键。

家长要帮助孩子区分个人

消费和家庭消费行为，这样的划

分很有意义，并有利于建立孩子

的家庭认同与责任感。例如购

买文具、零食或娱乐活动，除了

家人的赠送或奖赏之外，自己主

动 要 购 买 的 ，属 于 个 人 消 费 行

为，必须动用自己的钱来支付。

而日常的衣食住行消费，以及教

育费、医药费、保险费、休闲旅游

等费用，都属于家庭开销，由家

长支付。

专家认为，孩子 10 岁以后，

父母就应该逐渐放开双手，最终

让孩子自己管理他的个人钱财，

让自己退居“顾问”的角色。这

个时期随着孩子的成长，社会性

活动增加，个人兴趣或进修的需

求增多，可能需要更多可使用现

金 ，这 时 家 长 还 可 以 实 施 一 项

“借贷”策略。

压岁钱都去哪儿？
打理压岁钱 钱少学问大

寒假接近尾声，相信孩子们都收到了一笔颇为丰厚的压岁钱。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人在给红包这件事上越来越大手笔。3 岁的“嘟
嘟”今年过年收到的压岁钱达到万元。像“嘟嘟”这样的“万元户”在我市并不算少见。按瑞安的习惯，很多孩子的压岁钱是可以一直“领”到
找到工作后。不过，红包这么多，问题也很多！

疑问：压岁钱去哪儿了？

10年前的瑞安，一个标准压岁

钱红包差不多是100元至200元，过

年孩子们收到压岁钱也有个几百上

千。而压岁钱的去向大致分为几个

方向：一、上缴父母，用于学费、生活

费等。二、上缴父母，存入银行，等长

大了交还孩子。三、上缴父母，用途

不明，不知去向。四、一些比较幸运

的孩子可以自己支配压岁钱……

而如今，孩子们动不动就上万的

压岁钱“收成”，是如何处置？记者对

此进行了随机采访。

周妈妈表示，这几年孩子其实收

到不少压岁钱，可是最近股市行情

差，所以孩子的压岁钱也“打了水

漂”。询问身边已为人父母的同事、

朋友后发现，诸如周妈妈这样拿孩子

钱入股市的家长还真不少。

与这些妈妈相比，家住信达花

园的薛女士对孩子的压岁钱处理方

式就相对比较理性，孩子每年的压

岁钱，一小部分留给孩子做零花钱，

另一部分会存定期存到银行。虽然

利息不高，但终归是比较保险。

一部分家长表示，为了从小培养

孩子的理财意识，会选择给孩子开设

储蓄账户，把孩子收到的压岁钱存到

账户里。我市一些银行也专门针对

孩子的压岁钱推出相应的业务，购买

教育保险也成为压岁钱的一个去处。

态度：孩子们怎么看？

对于年纪较小、理财观念不强

的孩子，大部分家长希望孩子的压

岁钱能“上缴”，可就是有些性格

“刚烈”的孩子，因为和父母谈不妥

压岁钱的问题，便负气离家。本月

15日，9岁福州男孩小聪在过年期

间收到近 1500 元压岁钱，心想着

可以买好多东西，谁知压岁钱被父

亲没收了，怎么讨都要不回来，一

气之下便离家出走。被民警找到

时，小聪仍不愿回家，对父亲这种

行为表示不满。

来自瑞安的小网友们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

@yakoo:今年过年收到奶奶

给的800元压岁钱，口袋里还没揣

热，就被妈妈拿走了。其实过了年

就16岁了，很希望压岁钱能够作为

自己的零花钱。

@土豆坨：之前的压岁钱，妈

妈帮我存到了银行，可后来问妈妈

要压岁钱买东西的时候，妈妈却

说，压岁钱都交学费、补习班……

让人哭笑不得。今年的压岁钱就

不想上缴了。

@学海无崖：妈妈说帮我存起

来了，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YanJie-Yang：妈妈帮忙花

掉了。

@六月雪：上交父母天经地

义，多少年他们为我们花了多少

钱，算不清，收了压岁钱，他们还要

给别人压岁钱，不容易。小时候你

也不能拿大笔钱，长大了也自然能

拿一点用，上交压岁钱我认为不委

屈！

@萧璃：小时候第一次收到

亲戚给的红包，我还没拿热火，我

妈就命令红包给我，我问为什么

给？我妈：这叫礼尚往来，以后我

要给××……从那之后对红包好

感全无，亲戚给红包都不愿收，也

从此在亲戚之间流传傲娇的称

呼。

教育：孩子的压岁钱教育是门学问！

寒假里，我们一家人去了海南游玩。

“海”南嘛，玩的焦点自然是海。每

片海都各有各的特色，令人神往。就拿

亚龙湾来说吧：不用小心翼翼地提防什

么贝壳珊瑚硌脚，尽管踩吧。脚踩下去，

便会传来一种舒适的感觉。沙乃“沙中

极品”——白沙，无一丝杂质，阳光射下

来，透过椰子树的叶隙，在沙滩上筛下斑

驳日影。没有椰子树挡着的地方，沙子

白得耀眼。而且沙子是极细的，用手拾

起一些，摊在手掌上，只听得轻微的“沙

啦啦”声儿，没几分钟，沙子便从那细微

的手指隙中“全员逃脱”了。大家兴致勃

勃，有的堆沙堡；有的拾贝壳；有的在海

浪间开心地嬉戏、追逐打闹，玩得不亦乐

乎。

海南可不只有海，这不，我们来到了

著名的椰田古寨。在这儿，我们体会到

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热情。一进大门，我

们便遇上了几个苗族村民，她们头戴银

冠，身着独特的民族服装，见到我们，竖

起大拇指，说：“摸顶！”导游解释说：“‘摸

顶’是苗语，是‘您好’的意思。”我们恍然

大悟，忙模仿村民的动作，也热情地向对

方问候一声“摸顶！”

这时，有两位苗族村民问我：“娘不

娘？”这显然又是一句苗语。“我该怎么应

答呢？”我看见，村民那眼神里充满着纯

朴与期待。我一声“娘”脱口而出。哈！

我居然猜对了，村民立马又向我竖起大

拇指。后来，导游告诉我：“‘娘不娘’是

问你开心不开心？”噢，原来如此。

最后一天的行程是去西岛潜水。第

一次到深海里潜水，虽害怕但又对海底

世界充满了好奇。我鼓起勇气，穿上潜

水服，咬好咬嘴，戴好面罩，背好氧气瓶，

下海啦！刚下水，我双手死死抓住教练

的手不肯松开。教练安慰我：“有我在，

没事。”我慢慢松开教练的手，并在教练

的带领下潜入水底，看见了奇形怪状的

礁石、美不胜收的热带鱼、五颜六色的珊

瑚，还有海草和鱼儿们在礁石上尽情地

跳舞……看着曼妙的海底世界，我的心

情由紧张趋于平静——哇！一切是那么

美妙！

......

6 天游程很快结束了。随着飞机起

飞，海南在薄薄的云雾中渐渐消失，但海

南高大的椰子树、碧蓝的天与海、晶莹剔

透的浪花，还是纯朴而热情的少数民族

人，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海

南，再见，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看你！

开心海南行
马鞍山实验小学 六（5）班 颜恺成

原创小天地

（记者 吴超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