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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快过年了， 不少放寒假的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

脚，他们把大量的零花钱用来买玩具和烟花爆竹。 孩

子们很少体谅父母挣钱的辛苦，花钱没有节制，动辄

与他人攀比，很多家长为此犯了愁。

□晨报记者 李鹏

“海静， 你看， 这个小龙好漂亮

啊！ ”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拉着另一

个女孩的手， 指着柜台里面的玩具

说，“老板，这个小龙多少钱？ ”老板

说：“30元你拿走。 ”“25元我买了。 ”

老板将小龙从柜台里取出， 交给

了小女孩……这一幕是记者 1 月

17 日在新区步行街一家商店内

看到的。

据了解， 临近春节，孩

子们放假在家，不少家长给孩

子的零花钱十分宽裕。而孩子

们和同学聚会、 给好友送礼、

出去吃饭……处处都花钱，家

长一味宠着孩子， 这种溺爱助长

了孩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1 月 18 日， 记者在淮河路见到了市民

王先生，他正在生儿子的气。他说，自己的孩

子放假了就在外面疯玩儿，花起钱来一点儿

也不知道节省，4 个不足 14 岁的孩子在火

锅店一顿花了 200多元。

原来， 王先生的儿子 17 日和 3 位同学

相约到电玩城玩了一个上午，中午 4 个人一

起吃火锅，吃完接着打电玩，这让王大哥十

分不满。“4 个孩子都不到 14 岁，一顿饭就

花了 200多。 他的寒假还有些日子，动不动

就这样花钱，以后该咋办才好！”王大哥郁闷

地说。

福汇佳苑的李女士也拿自己的孩子没

办法。她告诉记者，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平

时宁可自己节省点儿，也要尽量满足儿子的

要求。“自从孩子放了寒假，我发现他的开销

越来越大，给他的零花钱总不够用。 除了买

学习用品之外，他的零花钱用来买零食和玩

具，有时和同学出去玩也要花不少钱。 他今

年才 10岁，花钱没有一点儿节制。 ”

李女士说，前几天她带儿子一起去商场

买衣服，儿子看上一个售价为 33 元的玩具，

李女士当时嫌贵没买，不料，她的儿子和同

学一起跑到商场， 把那个玩具买了回来，还

借了同学 10元钱。玩具仅玩了一天，就被儿

子送给他表弟了。“他这样的浪费行为还挺

多的，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可他根本没听进

去。 ”李女士非常苦恼。

据了解， 像王先生和李女士的孩子这

样，花钱如流水的情况并不少见。假期里，家

长给孩子的零花钱普遍较多，使得他们花起

钱来特别阔气。 王先生一天最少给孩子 10

元钱，此外，孩子的爷爷、奶奶、妈妈、姑姑都

给孩子零花钱。

“我的坦克 74 元钱，你的飞机才 48 元，

当然没有我的好了。 ”16 日上午，小王得意

洋洋地向小江炫耀自己新买的坦克战车。18

日下午，小江带着新买的价值 120 多元的飞

机找小江比玩具，挽回了面子。

小江的父亲告诉记者，他知道自己的儿

子和朋友比玩具的事情，他原本不想给儿子

买更贵的玩具，但是儿子一直哭闹，孩子的

爷爷见状十分心疼，无奈之下，他只好给孩

子买了一架很贵的飞机模型。

记者的邻居王先生说，自从他的女儿上

初中以后，花销越来越大，开始跟人攀比，给

她买便宜的衣服，她说不漂亮，跟家长要钱

自己买，非名牌不要。

“前几天，她同学到家里玩，她看上了同

学的手机，嫌自己的手机老土，非要自己买

一部。 我一到商场问价儿， 一部得 1500 多

元，我没给她买，她一连两天不理我。我告诉

她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她却怪我抠门

儿。 ”王先生十分无奈。

淇滨小学的牛老师告诉记者，“从我每

一届教的学生看，他们的家庭条件是越来越

好，家长给孩子花钱不会心疼，几乎都是有

求必应。 ”牛老师说，如今不少学生的家中都

有汽车，在接送学生时，她常能听到，“我爸

爸的车漂亮，20多万！ ”“我妈妈的车才漂亮

呢，小军的爸爸骑的是自行车……”等等学

生之间炫耀的话语。“学生的攀比心很强，为

了消除这种风气，我经常强调不让他们拿彼

此的家庭条件说事，但效果不佳。 ”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对于孩子乱花

钱的行为，不少家长也进行制约。 他们减少

给孩子零花钱。

同时，为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他们会

让孩子干家务活，将零花钱以“劳务费”的形

式发给孩子。

家住福汇佳苑的赵女士就作出了每洗

一个碗给两角钱的规定。 可让她没想到的

是， 她的儿子在 10 分钟内， 把家里所有的

碗、盘子、小碟子都洗了一遍，共有 40 多个，

赵女士高兴地给了儿子 10元钱。

也有不少家长盼子成龙、 盼女成凤，用

钱鼓励孩子努力学习。 如考双百给多少钱、

老师表扬一次给多少钱、能当上班干部给多

少钱……在他们看来，钱是激励孩子上进的

灵丹妙药。

在上个学期末，市民刘女士给儿子的学

习奖金就有 80 多元，然而让她失望的是，自

己的宝贝儿子拿着这 80 多元钱， 不是买玩

具，就是打电玩，让她头疼不已。

给零花钱要节制

很多孩子不懂得钱来之不易，尤其在假期

里，花钱不可避免。 因此，家长给孩子零花钱

一定要有节制。

新区的牛先生认为，孩子乱花钱主要原因

还是出在家长身上。 他说，“俺小时候兜里有 5

元钱就感觉是富翁了！ 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

了，有些家长不想让孩子吃苦，孩子要什么给

什么，孩子要钱很容易，花钱自然大手大脚。 ”

牛先生说，“我的孩子每天兜里最少有 10 元。

孩子的爷爷、奶奶不时还给他 10 元、20 元，前

天晚上，孩子的妈妈给他换衣服，从他兜里竟

然掏出来 180多元。 一个不到 13 岁的孩子不

会合理支付这些钱，所以网吧、玩具店、面包房

成了他常去的地方。 我现在已经给家里人说

好了，每天给他的零花钱不能超过 3 元，如果

他请同学出去买礼物、吃饭，一定要写下买了

什么、多少钱，从源头上控制的效果很明显！ ”

对此，淇滨小学的张老师认为，家长应教

会孩子合理消费。

钱要用在刀刃上

新区一所中学的李老师说，家长应该认识

到让孩子学会合理支配零花钱的重要性，让孩

子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儿上。

“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一定不能花。 ”他认

为，让孩子学会合理支配金钱，首先家长心里

得有数，了解孩子一周大约需要用多少钱，这

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 其次，给孩子制订消费

计划，如一周之内，孩子吃、穿、玩等各项费用

都包括在内，让孩子知道这些钱都用在什么地

方。 最后，给孩子奖励，如果孩子在一段时间

内的花费比计划少很多，家长可以带孩子去旅

游等，作为奖励。

美景绿城的王先生认为，定量给孩子零花

钱是必要的，他认为孩子在假期如何花钱家长

一定要弄清。

“不给孩子零花钱是不现实的，但给钱要

看孩子的消费是否正当。 如果孩子把钱花在

泡网吧、攀比等方面一定要坚决制止。 此外，

家长还要提防孩子撒谎。 有些孩子谎称买学

习用品，家长一听是花在学习上立马给钱，这

很容易导致孩子养成编理由骗零花钱的习

惯。 ”

晨报讯（记者 秦颖 实习生

宋媛媛） 随着龙年春节日益临近，家

家户户准备着欢度佳节、合家团圆的

时候，生活在福利院的孤残孩子们并

没有被大家忘记。 这段时间，他们不

断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这个

春节，他们不孤单。

18 日， 记者在市儿童福利院看

到， 孩子们的教室里新衣服堆成小

山， 各式各样的食品还没来得及分

发，还不断有爱心人士来给孩子们送

新年礼物。 小可是三年级的小学生，

当天，她在妈妈的陪伴下，给福利院

的小朋友送来几大包零食和几件新

衣服，“这是我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

的，我要捐给这里的小朋友。”她对记

者说。

市儿童福利院的弓院长告诉记

者，这段时间，来福利院给孩子送礼

物、捐款的市民络绎不绝，还有不少

热心单位和小朋友来看望这些孩子。

仅 1月份，福利院就接收了近百批次

的爱心捐赠， 其中不仅有爱心款，还

有不少特意给孩子们购买的衣服、玩

具、生活用品等，孩子们成长需要的

东西都被热心市民想到了。

7 岁的小党(化名)穿着漂亮的蓝

色羽绒服，小脸洋溢着幸福：“衣服是

阿姨给我买的，叔叔还给我买了好看

的书包！ ”好几个福利院的孩子向记

者展示了自己的新衣。

“社会福利机构赡养人员在众多

热心市民的关爱下，春节期间会感受

到更多快乐。 ”弓院长告诉记者。

每年春节前后，来市儿童福利院

给孩子们献爱心的市民很多。

当天，记者遇到了带孩子来送礼

物的赵女士，“这些孩子本该在父母

的宠爱中健康成长，但他们却没有得

到这些。 春节到了，他们肯定特别期

盼家庭的温暖，我希望用自己的一点

儿心意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

关心和爱护，以后我会经常带着孩子

来看他们的。 ”

“临近春节， 很多志愿者和社会

爱心人士来福利院看望孩子们。他们

有的是常年坚持的老志愿者，有的是

第一次来的年轻人，还有不少是在读

的学生。 作为照顾孩子们的妈妈，我

深受感动。 ”市社会福利院的保育员

杨晶晶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2011 年，市社会福

利院完善各项管理服务工作，加强配

套设施建设， 新收养弃婴、 孤儿 17

名，有 8 名弃婴在外寄养，还有 2 名

孩子分别被好心市民领养和涉外送

养，7000 余人次到市社会福利院进

行志愿服务，全年接收社会捐赠物品

价值 5万余元。

记者随后在我市多家福利机构

采访时得知，关爱特殊人群成为很多

人的习惯。 每到春节，在福利院生活

的孩子除了迎接各级领导和单位的

慰问，都会迎来很多热心市民和爱心

家庭。其中不少都是长期坚持志愿服

务的爱心人士。 这说明，全社会对这

些孤残儿童、残障人士和孤寡老人投

注了更多关爱。

另据了解， 由于孩子们需要照

顾， 且福利院随时可能接收弃婴，今

年春节， 市儿童福利院仍不放假，爱

心市民随时可前往看望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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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市民真多！

7000余人次

到市社会福利院献爱心

用钱奖励孩子不好

一顿饭花了 200 多元

让孩子学会理财

由于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很

宠爱他们，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有些家长在

孩子的哭闹下，不得不满足孩子。 久而久之，

这会给孩子传递一个不好的信号：父母可以被

控制。

家长应让孩子学会理财。 寒假中，王先生

每天给儿子 8元零花钱。 放假的头两天，王先

生的儿子和同学去网吧打游戏，还买了不少鞭

炮， 结果还欠了同学 10多元钱。 王先生知道

后，狠狠地把儿子教训了一顿，并告诉儿子，钱

可以由他支配，但要用在有用的地方，而且钱

的去向一定要让家长知道，并征得家长同意。

同时，他还要求儿子记账，把每天花多少

钱、钱的用途都写下来。“几天下来，孩子学会

了精打细算，还让我帮他存了 20多元。 ”王先

生对此十分满意。

马上就要过年了， 孩子们都会收到压岁

钱。“一定要引导孩子学会记账和理财，让孩子

明白理财的重要性，引导孩子购买自己需要的

东西，而不是想要的东西。 ”新区一所中学的

肖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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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攀比花钱如流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