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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刘嘉 通讯员李
瑾 曾偲偲）“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要
买一个3元 6角的商品，应该怎么付钱
呢？”5月28日，武汉市第一初级中学学
苑校区小学部，一年级数学老师马欣怡
正在上“认识人民币”一课。她请同学们
说说用人民币凑出“3元6角”的组合方
式。有学生回答：“先给一张3元，再给
一张6角。”

一年级小学生不知道人民币没有3
元、6角的面额，这让年轻教师马欣怡觉
得奇怪。课堂上，她拿出各种面额的人
民币，一张张地问学生是否见过。全班
40名学生，大部分见过100元、50元纸
币，一半学生能认出10元、20元纸币，从
没见过1元纸币的占一半以上。

2010年前后，移动支付开始迅速在
我国普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
至 2023 年底，我国移动支付普及率达
86%。

今年一年级的孩子多出生于2016
年、2017年。“他们在生活中，钱确实见
得少。”马欣怡的同事、有近30年教龄的
数学教师吕琳说，这种不认识钱的情况，
在最近 5届的一年级小学生中越来越
明显。

家住武昌的刘姗，儿子正在读小学
一年级。前不久，她问儿子：“假如你有
两张20元纸币，你怎么去商店买一个30
元的东西？”儿子说：“可以先给老板一张
20元，再把另一张20元撕一半，凑个30
元。”

孩子的回答让刘姗非常惊讶。她意
识到，孩子不光不认识钱，也不知道钱怎
么用，不理解“换钱”“找钱”这些概念。
她回想了一下，发现孩子似乎只在过年
时见过100元的压岁钱，平时家里都找
不出一张其他面额的纸币。

不认识钱的孩子对“钱是怎么来的”
也自然缺少具体的认知。家长李薇告诉
记者，女儿快上小学时迷上了“抽盲盒”，
有一次要她一口气买100个盲盒玩具。
她跟女儿说：“不能一下就买100个，那
样妈妈的钱就花没了。”女儿却觉得很奇
怪：“钱怎么会‘花没’呢？钱不就在手机
里吗？刷一刷就又有了！”

天一街小学数学教师聂鹏记得，他
是1986年上小学的，那时的数学课就有

“认识元角分”的内容，老师还讲过人民
币图案背后的故事。他2001年当老师，
经历了至少3次课标和教材优化，“认识
人民币”始终是教材中的重要一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胡宏兵表示，随着时代发展，孩子接触现
金的机会变少了，不认识钱的现象值得
重视。他认为，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
现金依然是我国最基础的支付手段。“认
识人民币”这一课，孩子们应当学好。

移动支付让花钱没有“痛感”

网友“山青花欲燃”表示：“别说小孩了，作为大人，现
在看到新版的5元、10元也会惊讶一下。好久没用现金，
真的有点忘了钱的样子。”网友“燕子”说：“问了问孩子，
他果然不认识10元、20元纸币。”网友“游走迹象”留言：

“孩子对钱很陌生，用手机刷100元和刷1000元，对他
来说没有区别。”

越来越多的孩子不认识钱了，这个现象也引起了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知的关注。她认为，
移动支付是时代发展的产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
改变。现在人们上街购物，几乎可以不带钱包。移动支
付方便、卫生、环保，即时产生的消费记录便于个人进行
理财。

同时，移动支付会让小孩子对花钱没有“痛感”，手
机扫一扫，钱就花出去了。“我在国外旅游时，每天带现金
出门，当看到钱包里钱花了一半时，就会提醒自己要节约
一点。”罗知说，移动支付时代长大的孩子，很可能认为钱
只是手机里的二维码，只知道花钱的轻松快乐，感受不
到挣钱的辛苦。“认识人民币”是很重要的一课，应该
让孩子在实践中理解钱的本质。

“认识人民币”
帮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在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的数学课本里，“认识人民币”是
8个学习单元之一。

大兴第一实验学校数学教师吕丽华曾问学生：
“‘钱’是怎么来的？”学生回答：“钱是手机里刷出来
的。”她感慨，孩子们并不理解财富是由劳动换来的。
在小学低年级段，一张张纸币、一枚枚硬币或许更能让
学生具体、真实地理解劳动的辛苦与成就感。

预判到孩子们会在学“认识人民币”这一单元时
遇到困难，今年寒假，吕丽华提前布置了一项实践小
作业，请学生自己写出购物清单，和爸爸妈妈一起打
年货，体验用人民币付钱、找钱的过程。

在家长群里，吕丽华建议家长和孩子们一起玩3
种游戏——“认钱”游戏、“换钱”游戏、模拟购物游戏，
帮助孩子快速对人民币熟悉起来。“孩子参加家务劳
动后，家长可以适当用现金奖励孩子，让他们感受到

有付出才能有收获。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规划压
岁钱的使用，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吕丽华
说。

人民币上的风景
引导学生了解我国文化

除了能认识钱，小学生还能从“认识人民币”一课
里学到什么？

吕丽华介绍，“认识人民币”这一单元在教材中被
放在了“100以内数的认识”之后，让一年级学生认识
了两位数后，能在人民币的换算中巩固十进制的概
念，练习基础加减法运算，是很好的思维训练单元。

“人民币上的风景、人物，还能拓展孩子们对我国
历史、文化的了解。”吕丽华上这一单元时，总会从“以
物换物”讲起，给学生介绍货币的演变历程。孩子们
对人民币上风景名胜的印象尤为深刻。

武汉一初学苑校区小学部教学主任吕琳介绍，在
学认人民币时，学生曾提出，为什么没有3元面额的纸
币。“在1至9这些数字中，有重要数和非重要数之分，
1、2、5就是重要数，通过排列组合，可以方便、经济地把
每种钱数都组合出来，这就是由人民币生发而来的思
考。”吕琳介绍，孩子们在认识了人民币之外，还能进行
很多自主探索，如纸币破损了该怎么办、移动支付如何实
现、数字货币如何流通等。他们在思考和探索中会有丰
富的收获。“数学学科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认识人
民币’是非常好的内容。我们会将它设置为项目化学
习的主题，启发孩子思考。”吕琳说。

记者刘嘉 陈晓彤

孩子学习认识“钱”是重要一课
应在实践中理解钱的本质

大兴第一实验学校学生在假期中实践使用人民
币，设计购物清单。

数学老师马欣怡正在上“认识人民币”一课。 记者刘嘉 摄

人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材中“认
识人民币”内容。

记者刘嘉 摄

越来越多的孩子不认识钱了……对此，

有网友表示：“孩子不认识钱、对钱没概念，并

不是一件小事。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应该好好

学习《认识人民币》这一课。”

“把20元撕一半当10元花”“钱不就在手机里吗”

移动支付时代孩子不认识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