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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宋锋辉

在生活中，父母比较关注孩子把钱花到哪里去了、花了多
少，而很少去考虑如果给孩子一定数量的钱，他会如何支配。
给孩子一些钱，让他来决定如何花，其实就是预算。通过预
算，孩子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从而增强其分
配组织能力。

让母亲吃惊，玩一天才花50元

上初二的小明要和同学聚会，就向妈妈要了100元。到
了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把剩下的钱给了妈妈。妈妈一看整整
50元，就奇怪地问：“你们今天都干吗了？”

小明说，上午我们去看电影了，中午一起吃火锅，下午去
唱歌了。小明的回答，让母亲更吃惊了。在他妈妈看来，这样
吃喝玩下来，100元都不够，怎么还能剩下50元呢？

后来，经过解释，小明妈妈才知道，小明有个同学组织了
这次聚会，他们先选择了看电影最便宜的时段去看电影，然
后在网上团购了火锅，下午在KTV最便宜的时段去唱歌。
如此一来，花费自然很少了。小明说：“我这一天看电影花的
钱最多。”

小明的同学无疑是很会安排的，他做了很好的预算，在每
个人资源有限（100元）的情况下，最大化地进行了消费，最终
还剩下了不少钱。

帮助孩子学会计划和支配

其实，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分配的学
科。要提高孩子的财商，让孩子学会做预算很重要。不做预
算，孩子很难理解什么是限额，学会做预算可以让孩子更好地
理解钱的价值，并在生活中学会区分主次。

合理地分配和使用钱，使其作用发挥到最大，是孩子学习
理财的重要一步。

国际金融理财师、建设银行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张丛芬说，
孩子由于年龄、经验等因素所限，刚开始消费时难免比较任意
和盲目。此时父母应给孩子解释不同商品价值的大小关系，
帮助孩子制订消费计划，并在孩子消费过程中和结束后，及时
帮助他们总结，并及时给孩子以建议或告诉孩子你的经验
等。这样不仅锻炼了孩子的理财能力，而且增强了孩子的自
主能力，丰富了孩子的生活经验。

锻炼孩子的预算能力，除了帮助他进行总结，还要充
分信任孩子，让孩子自己进行组织分配。工商银行洛阳
分行理财师邱锋说，家长可以适当安排一些小项目，让孩
子来做。比如，安排一次家庭聚会，把一定额度
的钱交给孩子，然后让孩子来安排家庭聚会
都需要买什么、做什么等等。

另外，也可以通过计划法来锻炼孩
子。每周给孩子的零花钱要确定一个数
目，再帮助他制订一周计划。让他自己
考虑日常花费的额度，按必需、次要等
分类逐一将消费项目列入计划，在固
定的零花钱中开支。消费时，让孩子
自己掏钱支付这些费用，让他学着做
预算，做到有计划地开支。切记不要
在孩子的请求下为他支付一些不必
要的费用或者替他弥补乱花钱造成
的“财政赤字”，否则，你永远无法让
孩子学会有计划地开支。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学会做预算，化解成长的烦恼

看见喜欢的就买，觉得好的就拿——

您家的孩子中招了吗

第四步 预算

第五步 消费

□见习记者 郭飞飞

孩子们对玩具的热情有时候是大人们难以
理解的，看着孩子眼巴巴地趴在橱窗前目不转

睛地望着那架遥控飞机，作为家长的你是不是
已经心软了？人们常说孩子的钱好赚，那是因
为父母舍得为自己的孩子花钱，但家长更应该
明白，正确的消费观将让孩子一生受益无穷。

家长如何应对孩子的不合理消费要求

●案例一：小学生要买智能手机
市民张先生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要求购

买智能手机，以换掉现在使用的儿童手机。张
先生一听就觉得不妥，本来给孩子手机就是为
了方便联系，现在的手机用得好好的，为什么
要换，张先生一口否决。谁料，儿子却因此处
处跟他作对。

专家意见：
国际金融理财师、建设银行私人银行客户经

理张丛芬说，上小学的孩子已经具备一定的自制
力。当他们提出消费需求时，家长进行判断后不
应立即同意或马上否决，应该跟孩子沟通，了解
孩子提出这种要求的内在原因，看是出于攀比心
理还是跟风心理，然后再予以恰当劝导。

●案例二：五岁女童看到公仔就要买
在采访过程中，市民张女士说：“我的女儿

5岁，现在出门逛街只要看到公仔就要买，不
买就不停地哭闹，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

专家意见：
张丛芬认为，如果年龄较小，自制力相对

欠缺的孩子有不合理的消费需求，家长讲道理
往往收效甚微。这时候家长可以给孩子立规
矩，如为孩子设定一个“消费日”，这一天可以
带孩子去超市，允许他买想要的东西，当然前
提是带他自己存的钱。如果孩子花光了当天
所带的钱，却还想买其他的东西，就要告诉他
只能下个“消费日”再买了。面对孩子的央求
和撒娇，父母一定要坚持原则。

消费习惯无优劣 量入为出是关键

如何应对孩子不合理的消费需求，是很多
家长头疼的事情，但是如何让孩子养成良好的
消费习惯是家长更为关心的问题。

我们先从一件小事来分析一下吧！炎炎夏
日，很多孩子上学时都会带水，您家的孩子是带
一杯自己家的白开水，买一瓶矿泉水，还是买一
瓶运动型饮料呢？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不同的选择就代表了孩子不同的消费观。

良好消费习惯的养成，前提是让孩子形成
量入为出的观念，选择哪种饮料不重要，重要

的是他的零花钱能否支持他的消费模式。
认证私人银行家、国际金融理财师、中信

银行洛阳分行财富中心主任徐斐建议：家长可
以按月或按周给孩子零花钱，从而让孩子学会
合理安排一段时间内的消费。

对于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孩子，家长可以放
手让孩子管理自己的压岁钱，全年不再给任何
零花钱，以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计划性。当然，
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宜一开始就将
大额资金交给孩子管理。

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这些策略孩子也要学

很多时候，孩子对价格的概念是模糊的。一些年龄小的
孩子跟随父母逛超市时，往往是看见喜欢的就放进购物车，结
账和他们则没有任何关系，而不好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纠
正。因此父母在带孩子逛超市的时候，可以顺便介绍产品的
价格、折扣等信息，让孩子学会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学会挑
选。最好能保留购物小票，让孩子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花了
多少钱并学会记账。

当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家长可以让孩子参与到家庭财
务规划中，张丛芬建议，可以每年召开一次家庭大会，总结上
年度的家庭目标是否实现了，制订下一年的家庭规划，如购车
规划、更换电器等，根据家庭成员的收入和预期支出，计算实
现目标需要的时间。此外，家庭成员也应该有自己的小规划，
计算自己能为家庭目标的实现贡献多少力量。这样既培养了
孩子的家庭意识也能在无形中增强孩子的财务规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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