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孩子对钱的健康认知

一个7岁男孩儿偷拿家里100块
钱被家人发现，孩子的爸爸报警，希望
民警到家里对孩子进行教育。

孩子偷拿钱，做家长的当然着急
上火，报警找民警，也是希望能给孩子
一些震慑，收到惩前毖后的教育效果，
但问题出在孩子身上，根子在家庭教
育。作为家长，更应该反思：我的孩子
为什么要偷拿钱？

孩子之所以偷拿钱，可能是因为
有些需求没有得到及时满足或正确
引导。几岁的孩子自然没什么赚钱
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金钱没
有需求。如果父母没能对孩子进行
一些必要的金钱教育，且经常忽视孩
子对物质的需求，那么，当孩子无法
抑制对金钱的强烈渴求时，就会想方
设法寻找一些解决途径，比如偷，比
如骗……

遗憾的是，在孩子偷拿钱后，很多
父母气急败坏，陷入深深的惊慌和担
忧之中，有的父母甚至“慌不择路”，把
孩子的错误放大，等同于成人世界里
的偷窃，接下来，或者拳打脚踢、恶语

相向，逼孩子承诺“永不再偷”；或者苦
口婆心言明利害，求孩子“回心转
意”，却不去探究孩子偷拿钱背后的
真实原因，反思自己的金钱教育是否
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性与金钱，是众多中
国父母避讳或忽视的两大教育领
域。金钱教育并不是教孩子如何赚
钱，而是培养孩子对金钱的健康认
知、合法获取和正确处理能力。一个
人，如果从小就缺乏对金钱的正确认
知，一定会对人格形成造成难以弥补
的负面影响。

因此，遇到孩子偷拿钱，作为家
长，先别急着打骂训导，冷静下来，仔
细分析原因，如果是孩子正当的物质
需求，那就尽量去引导，让孩子再有此
类需求要说出来，家长尽量满足。如
果是不合理的需求，家长就要放下身
段，耐心去解释，帮助孩子培养抑制物
质欲望的能力。同时，给孩子适当的
零花钱，培养孩子储蓄及有规划地使
用金钱的习惯，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
好办法。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金钱教育并不是教孩子如何赚钱，
而是培养孩子对金钱的健康认知、合法
获取和正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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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问题
并不是难以启齿的事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健康，是美丽的基础。关注健康，是对生命
负责。生殖健康问题并不是难以启齿的事。

看晚报，四价宫颈癌疫苗预计最
快本周内抵达我市，这个消息应引
起适龄女性的关注，生殖健康，不可
大意。

生殖健康因其隐私性一直属于私
密话题，加之工作繁忙或害羞心理，不
少女性往往忽视这个问题，对每年的
孕检、体检持抗拒心理，能躲就躲。

近些年，女性生殖疾病高发，人们
经常听到某女星或身边的人得乳腺
癌、宫颈癌的不幸消息。在我国，宫颈
癌发病率居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第一
位，每年都会夺去近 3 万名中国女性
的生命。国家癌症中心 2016 年统计
显示，全国新发乳腺癌病例数达27.24
万，每年死亡人数超过7万，居女性恶
性肿瘤发病率首位。

导致这种现象，除遗传基因外，与
人们的观念陈旧、性教育缺失，以及女
性对生殖健康认知不足有关。不难发
现，生活中不少女性对自己容貌、身材
的关注远胜于对健康的关注，对买化妆
品、衣服的兴趣也远大于健康信息，健
康问题成了认知方面的盲区。

健康，是美丽的基础。关注健康，
是对生命负责。生殖健康问题并不是
难以启齿的事。

作为妈妈，密切关注女儿身体发

育的每个阶段；作为成年女性，多了解
有关生殖健康的科普知识，是对自身
和家庭负责。

美国女星安吉丽娜·朱莉37岁时
测试出一个“缺陷”基因，为了预防患
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她决定切除双
侧乳房，并勇敢地将这一消息公之于
众。她说，自己这样做是鼓励更多女
性多了解乳腺癌医学知识，并针对自
身情况尽早咨询医学专家。

如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女
性承担着家庭、工作重担，侍候老人，
照顾子女，拼命工作，重压之下身体容
易出状况，有的女性甚至已经发现身
体不适，依然能拖就拖。

关注女性健康，刻不容缓。女性
要关爱自己：放慢生活脚步，改掉不
良生活习惯，让作息、饮食规律起来；
消除认知误区，不讳疾忌医，早发现
早治疗，防患于未然，努力用好的生
活习惯、好的心态，打造属于女人的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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