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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孩子为什么这样问 才能更好地回答

名师们给出了这些建议

■《“我家有没有钱？”孩子如此问 家长怎么答》后续

4月9日，本报A08版报

道《“我家有没有钱？”孩子如

此问 家长怎么答》，引发了

家长的讨论——

“孩子问我，我们家的钱

有几兆。”

“儿子问我，会不会有一

天你突然要我回去继承几亿

的家产？”

这篇报道在甬派客户

端、“现代金报”微信公众号

上发表后，读者在评论区的

留言令人忍俊不禁。但在欢

乐的背后，也透露出一些隐

忧：现在的孩子们可能确实

不了解家里真实的财务状

况。不管从记者街采小朋友

的情况来看，还是从随机采

访家长的结果来看，都印证

了这一点：大多数家长不会

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导致孩

子的小脑袋瓜里总有着无限

的遐想。

“为什么要让孩子知道

家中的财务状况呢？不管有

钱没钱，都是这样的养法儿，

也没少了他吃的穿的，他只

需要好好读书就好了。”一位

家长在受访中的回答代表了

很多为人父母者的想法。

那么，这个问题有没有

“标准答案”呢？家长们究竟

该怎么回答？记者采访了宁

波市的几位名师，他们不约

而同地提出，家长要先了解

孩子提出这一问题的动因，

才能更好地应对。

当孩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
知道孩子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要找到
孩子提问的动机或需求。那么，孩子为什么会
问这个问题呢？有以下几种可能。

1.好奇心：孩子可能只是对家庭经济状
况感到好奇。这种好奇心是孩子认知发展的
一部分，他们渴望了解周围的世界，包括家庭
的经济条件。

2.攀比心：孩子可能在与其他同学或朋友
的交流中，听到了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讨论。

3.安全感：孩子可能通过询问家庭经济状
况来寻求安全感。

4.价值观：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
自己的价值观，包括对金钱和财富的看法。

5.未来规划：上初中或者高中的一些孩子
可能对未来有初步的规划，包括上大学、旅行
或追求其他兴趣爱好。了解家庭的经济状况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理
解家庭能够在哪些方面给予支持。

作为家长，无论孩子出于何种原因提问，
都是一个与他们进行开放的、诚实沟通的好
机会，同时也是教育他们正确对待金钱和财
富、培养责任感和独立性的重要时刻。

以下是一些回答的建议，供家长们参考：
1.如果是因为好奇心。

“我们可能不太适合直接告诉你具体数字。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爸爸妈妈会努力工作，确保
我们的生活和你的教育都有足够的支持。”

2.如果是因为攀比心。
“钱是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目

标和梦想，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更
关注你的成长和教育，这些才是真正能决定
你未来的因素。”

3.如果是因为安全感。
“我们家的财富就是拥有你这么一个聪

明、有趣的孩子呀！这比任何金钱都更宝贵。”
4.如果是为了价值观形成。

“我有，你没有。但是，我们可以保证你的
生活和成长需要，并会尽力支持你追求自己
的梦想。同时，我们也要学会珍惜和节约，不
浪费资源。”

5.如果是为了未来规划。
“说说你的规划，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

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6.当然，我们还可以这样回答：“孩子，你

问我们家有没有钱呀？其实，我们家的‘财富’
不仅仅是钱那么简单。爸爸妈妈的爱，就是我
们家最大的‘财富’。”

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只要几秒钟，但是培
养孩子的金钱观、价值观、财商、安全感等却
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我们可以通过
以身作则、给予无条件的爱和支持、鼓励参与
社会实践等方法不断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当孩子
问“咱家有钱吗”的时候，家长们往往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有的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不需
要知道家里的财富状况；有的家长担心如果
孩子知道了家里的财富状况，容易出现攀
比、挥霍等不良思想和行为；有的家长则认
为，告诉孩子家里的财富状况，有利于从小
培养孩子的财商，增强孩子的财富观念。

其实，我认为，当孩子发出这样一个问
题的时候，说明孩子已经有了财富意识了，
作为父母不应该回避这样的问题，而是应该
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与孩子一起开展一场
关于“钱”的讨论。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孩子为什么会产生
这样的问题。有的孩子可能是看到家里的生
活状况而产生这样的问题，有的孩子可能是
为了跟同学进行比较而产生，有的孩子可能
是因为想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只有了解清楚
孩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才能有
针对性地进行回答。

其次，对于“咱家有钱吗”这个问题，我认
为，最重要的不应该是“有”还是“没有”的简
单回答，最重要的应该是通过讨论这个问题，
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我们可
以试着跟孩子一起讨论几个话题，比如，你认
为我们家有钱吗？你认为怎么样才叫“有钱”？
你认为怎样才能变得“有钱”？如果我们“有
钱”，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使用好钱？
你认为钱和幸福有没有关系？通过这些问题
的讨论，帮助孩子较为全面地认识家庭的经
济状况，树立劳动创造财富的正确理念，辩证
地看待“钱”的作用，从而引导孩子树立正确
的金钱观，价值观。

最后，我认为，在现代家庭关系中，不管
孩子多大，作为父母，都应该把孩子作为家
庭中的平等一员来对待，对家里的财产状
况，要给予孩子适当的知情权。在家庭中还
应该努力营造民主的氛围，定期召开家庭会
议，对孩子的问题和诉求认真对待，耐心回
答，从而助力孩子健全人格的塑造。

这个问题，家长该怎么回答，没有标准
答案，关键在于家长如何引导，帮孩子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

首先，当孩子这样问的时候，家长得了
解孩子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同的出发点，可
采取不同的方式。

其次，面对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应对的
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幼儿园孩子，普
遍对金钱没有概念，我们可以聚焦“钱从何
而来”这个话题与孩子聊一聊。比如告诉孩
子，父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能帮助到哪
些人，产生怎样的价值，所以得到了相应的
报酬。告诉他们，“等你长大了，也能靠自己
努力工作挣到钱。”这样让孩子了解金钱是
需要付出相应的劳动获得的。那么，对于年
龄大一点的孩子，家长完全可以趁这个机
会，让孩子参与家庭的收支情况，及时引导
孩子学会理财。孩子可以理解家庭财务状况
与家庭消费的关系，从而达到教育孩子合理
消费的目的。

其三，针对不同性格特点的孩子，也可
以有不同的回应。如果孩子属于勤俭节约
的，家长不能哭穷，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孩
子，父母有足够的能力满足孩子正常的生活
与教育，给足孩子安全感。如果孩子花钱大
手大脚、缺乏自律，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如
实告诉孩子，而是得思考如何引导孩子学会
支配钱，管理钱，使用钱。教会孩子理智购
买，区分“需要”和“想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当然，孩子的金钱概念与管理能力，大多
来自于父母的耳濡目染。所以，如果发现孩
子有乱花钱的现象，家长可能得反思下自己
的教育方式，找出自己在金钱教育方面的误
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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