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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开心的时刻
莫过于拆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今
年春节，你家娃收了多少压岁钱？这
笔压岁钱到底该怎么用呢？孩子是
否会抵触让父母保管压岁钱？

孩子用电话手表发“新年
飞帖”，家长给孩子派电子利是

春节前夕，何女士收到了7岁的
儿子小沅从电话手表上发来的“新年
飞帖”祝福：“亲爱的妈妈：愿你征程
坦荡，畅享阳光满路，无疾病侵扰，归
来温暖如故！”当时小沅跟随爷爷奶
奶先回老家了，何女士看到儿子发来
如此贴心且深得她意的祝福，立刻在
家长端App上回复了一条祝福语，
祝他“健康幸福，快高长大”。不料，
何女士发出回应后随即收到了系统
的自动回复：“妈妈，请给我压岁钱
吧！”何女士觉得有意思，就点进去，
给了儿子100元压岁钱，这100元直
接充进了儿子手表的支付宝账户。

后来，何女士发现，小沅收到妈
妈转给他的100元压岁钱后，又分别
给爸爸、爷爷和奶奶发了“新年飞
帖”，他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选择
了不同的祝福语，爸爸也如妈妈一
样，给他转了100元压岁钱。“儿子赚
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后，仿佛突然发
现了生财之道，每天不断给家里人发

‘新年飞帖’，如果家里人没有回复，
他还会打电话提醒大家回复他。”何
女士表示，知道了电话手表的套路
后，也就没有重复给孩子钱。“不过，
我觉得如今电子支付时代，新年祝福
变成了‘新年飞帖’，压岁钱从利是封
转到了电子钱包，形式在创新，也挺
有意思的。”

更多孩子享受着收传统红
包的乐趣

记者了解到，今年不少孩子通过
电话手表的“新年飞帖”来向家长“索
要”压岁钱，但更多的孩子，还是享受
着收传统红包的快乐。在传统与现
代的交融中，孩子们的压岁钱故事也
各不相同。

小曼今年9岁，她一直盼着春节
收红包。小曼的妈妈说：“今年她一
共收了2000多元压岁钱，特别开心，
一直跟我说要把这些钱存起来，以后
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小曼的爸爸则
表示，他们打算帮女儿把压岁钱存到
银行，等她长大后自己支配。

8岁的明明是个活泼可爱的小
男孩，他对压岁钱有着自己独特的理
解。春节过后，他满心欢喜地数着自
己收到的压岁钱，眼里闪烁着兴奋的

光芒。在他看来，压岁钱就是自己的
“小金库”，可以用来实现很多“伟大
的计划”。“我要用压岁钱买好多好多
玩具！”明明兴奋地对妈妈说，“还有
好吃的零食，我要堆一个‘零食山’！”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仿佛已
经看到了自己成为“零食大王”的场
景。明明妈妈笑着说：“你可真是个
小财迷呀，不过压岁钱也不能都用来
买零食哦，我们得好好规划一下。”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虽然有些不
情愿，但还是认真地思考起来。他决
定把压岁钱分成三份，一份用来买玩
具，一份存起来，还有一份要送给妈
妈，作为“妈妈辛苦奖”。妈妈被明明
的天真和懂事逗得哈哈大笑，同时也
为他的成长感到欣慰。

压岁钱的管理影响着孩子
对金钱的认知和价值观的形成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压岁
钱究竟由谁来保管，孩子们的态度各
不相同：一些孩子像小曼一样，愿意
把压岁钱交给父母保管，觉得这样更
安全；但相当大一部分孩子如明明那
样，希望能自己支配一部分，有的孩
子为了压岁钱不被父母保管，还与父
母起了冲突，据兰州公安通报，近日，
一孩子不满压岁钱被代管与父亲起

争执，用父亲手机报警称“有坏人抢
钱”。民警到场后发现是父子纠纷。
最终，经民警调解与教育后父子重归
于好。

家长们也各有想法。有的家长
认为，孩子还小，压岁钱应该由父母
保管，等孩子长大后再交给他们。袁
女士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以女儿的
名字在银行开了户，每年的压岁钱，
她都会一分不差地存进女儿的账户，
女儿现在8岁了，每次存好钱，会让
孩子核对存折上的信息。但也有一
些家长觉得，可以让孩子参与一部分
压岁钱的管理，培养他们的理财意识
和责任感。

“压岁钱的多少和使用方式，其
实都反映了家庭的教育观念和孩子
的成长环境。”财商教育专家、《小淘
气财商奇旅记》作者吴东璇表示，“无
论是传统红包还是电子飞帖，重要的
是让孩子学会感恩、学会理财、学会
分享。这不仅是压岁钱的意义，也是
成长的财富。”不同的压岁钱管理方
式，背后是家长们对孩子成长的殷切
期望。无论哪种方式，都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着孩子对金钱的认知和价值
观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引
导和陪伴至关重要，让孩子学会理
财、懂得感恩、勇于追梦，为未来的人
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孩子们享受春节收红包的乐趣

家长如何引导孩子管好“第一桶金”？
【支招】

财商专家：

不同年龄
锻炼不同的财商能力

吴东璇指出，每年春节过后，借助压
岁钱正是锻炼孩子“财商”的好时机，但不
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对压岁钱的处理方
式，以及要讨论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
孩子的财商也要分年龄开发。

一般来说，幼儿阶段，孩子还没有金
钱意识，这时父母可将压岁钱存起来。
从小学开始，家长就不能再简单地将钱
直接存起来，而是要和孩子商量。对于
七八岁的孩子，家长可以通过问“打算怎
么去用这笔钱”，去了解孩子对金钱的态
度，并且给孩子一些引导。这会让孩子
觉得自己长大了，父母和他讨论大人的
问题了。如果孩子选择把钱存起来，家
长可以带孩子去银行开户，让孩子了解

“银行”是什么，“储蓄”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钱不多，孩子不想存起来，而是希望
能买喜欢的东西，家长可以给孩子一个
带锁的小抽屉，并且将钥匙交给孩子保
管（当然，父母可留备用钥匙，防止孩子
弄丢钥匙），这样能让孩子觉得自己是有
隐私的，也能对金钱有尊重的感觉。如
果孩子想要买某种东西，家长可以趁机
带孩子去商场、超市，引导孩子认识“价
格”以及“价格比较”这些知识。

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对金钱的意识
已经比较浓了，而且会想要买一些大件的
东西，开始对一些昂贵的东西感兴趣。这
时在压岁钱的使用上，家长应该引导的两
个概念是“需要的”和“想要的”，比如当孩
子买东西时，让他做一个列表，引导孩子
思考，哪些东西是必须买的，哪些东西是
可以以后再买的，这能让孩子学会对金钱
使用有度。例如，如果孩子提出要买手
机，家长可以列出手机的优点和缺点，引
导孩子去思考“必要的”和“想要的”，并作
出判断。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让孩子明白

“延迟消费”，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对于五六年级的孩子，可以告诉他，

很快要上初中了，会有较多的课外书、研
学等支出，逐渐引导孩子在使用金钱时，
学会计划。建议家长从五年级开始，引导
孩子把压岁钱存起来，作为暑假旅游、上
兴趣班等未来活动的资金，这样，孩子可
以把金钱和自己的成长、梦想联系起来。
这是锻炼孩子自控能力和责任感很重要
的一部分。

等孩子到了初中，学会“储蓄”和“计
划”很关键，这时孩子应该有主动储蓄的
意识，在花钱时，能够学会计划，并且按照
计划实施。这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将压
岁钱分成不同的部分，至于如何分配，让
孩子自己决定。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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