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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儿子今年8岁，只要我给他零花钱，他肯定会买游戏卡玩游戏，你说我还要继续给他钱吗?”    “
我听人家说，给孩子零花钱时最好算上买学习用品和书的钱，所以才大把大把地给孩子零花钱。
没想到这孩子竟然把钱用在了别的地方，学习用品一样都没买，还跟同学讨饭似的借着花，气得我头
都大了。
我现在一分钱都不给他了，但是总感觉这事儿挺纠结、挺无奈的。
”    ⋯⋯    谨以此书献给始终如一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各位友‘人，以及记住我并为儿童的未来发展
付出智慧与辛苦劳动的各位同仁。
    朴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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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儿子今年8岁，只要是我给他零花钱，他肯定得买游戏卡来玩游戏。
”
　　“我大把大把地给孩子零花钱，为的是让他买学习用品和书，没想到他竟然把钱用在了别的地方
，还跟他同学借钱花。
”
　　“我给孩子制订了一份生活计划表。
只要孩子能按照计划表好好表现，我就会给他零花钱。
效果倒是立竿见影，不过总觉得这方法不可靠。
”
　　如果您也在承受上述问题的困扰，那就来跟随本书寻找解决方法吧。
这本书能为那些关心子女经济教育，却苦于无处寻找解决途经的新潮父母带来一些帮助。

　　《我的孩子是幸福小富翁：如何培养有“钱”途的孩子》并不是要求父母先预习后再按照孩子的
理解层次来进行讲解，而是在你读了之后马上可以回馈给孩子，与孩子切磋和讨论。
“自然有趣的故事”形式，是这本书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另外，本书尽量摆脱儿童经济教育类指导书中常见的有关经济概念与金钱的狭隘范畴，从在现实
生活中孩子们容易看到、听到和体验到的经历挖掘，就他们好奇的种种现象以及现状和将来的生存所
必须面对的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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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朴远培
　　韩国唯一的儿童经济报《儿童经济报》发行人，曾先后担任《首尔经济报》记者及产业部长，后
来秉承着“正确的经济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的信念，着手创办了针对儿童读者的经济报，并开办了
让经济教育变得有趣、易懂的教育节目，试图通过种种努力来打破“经济学太难”的固定观念。

　　主要著作有《和妈妈一起读经济故事》、《统统换掉，除了妻儿》、《他山之石》、《变则通》
、《张狂豚的101条经济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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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爸爸，什么叫经济？

　生存所必需的一切
　经济小故事 |“经济盲”宙斯带给人类的灾难
　经济教育的目的何在
　从概念到生活经济
　变幻的世界与经济教育
第二章 当爸爸挺身而出时
　爸爸，我的经济老师
　子女经济教育中的五大原则
　经济小故事 | 寿司店里的经济
第三章 如何把孩子培养成精明的消费者
　经济的六个铁哥儿们
　经济小故事| 实行经济教育前后
　经济小故事| 灌输正确的金钱观
　精明的消费者，也是合理的经济人
　经济小故事| 营销用语真面目
　储蓄成就梦想
　经济小故事| 身体力行，用眼睛证实目标
　经济小故事| 利息与利率
　经济小故事| 定期存款，学校中奇怪的惩罚
　分享中壮大——慈善
第四章 创意型生产者
　投身生产者教育
　父母传授的收益教育
　经济小故事| 经济这件事
　投资与信誉额度教育时需注意
　信用就是财产
第五章 通过零花钱进行经济教育
　最好的家庭经济教育教材——零花钱
　经济小故事| 有关钱的常识教育
　零花钱管理中的九大原则
　经济小故事|
　该给的给，不该给的千万不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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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问题在于，我们的爸爸通常只满足于将孩子培养成“经济用语小博士”，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
教给孩子经济用语后再教他们如何在实际的生活中运用这些知识，否则就会像掌握了大量英语词汇的
孩子在面对外国朋友时却成了哑巴一样，使得过去错误的教育方式又出现在子女的经济教育中。
    我们教育孩子经济知识的最大目的之一，就是让他们能够理解经济现象。
如果不理解，灌输再多他们也未必能够明白。
对事物的不关心或冷漠，则干脆剥夺了孩子了解真相的机会，结果只能令人后悔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有
效时段，也丢掉了防范于未然的机会。
经济是活生生展现在孩子们眼前的一种“现状”，是生活本身，因此在没有理解眼前的现实之前，就
无法期待他们能够踏上正确的人生之路。
    经济，无非就是琢磨为了什么、投人多少资源、得到怎样的结果、作出怎样的判断和行动等问题。
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所有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天，这个问题就会一直
围绕在我们身边。
    正如其他所有难题都有一套解决方法一样，经济问题也肯定有自己的解决方法，而这个问题带给我
们自己乃至孩子一生的影响，将大大深远于其他领域。
一种耐用材质的选择，也许能左右十年行情，而经济问题则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人生。
如果爸爸能够回顾以往的经历，那么这将成为最生动的教材。
如果不想让自己这一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懊悔和遗憾流传给下一代，就必须及时引导和教育子
女，使他们在面临经济问题时能够作出最合理的选择，这就是经济教育。
    人们靠不停的选择来延续生命，或者可以说，活着本身就是不间断的选择的延续。
    周岁时，面对满怀期待的父母摆出的铅笔(学问)、长线(寿命)、钱(财产)，我们将作出人生的一次选
择。
而我们开始牙牙学语时，又往往会被动地面临长辈们友善的“爸爸好还是妈妈好”问题的选择。
    教育是为了让人们掌握合理选择的方法，经济教育正是“帮助人们作出创新而又合理的决定的教育
”，换言之，它是人生中必需的“教育之教育”。
充实的人生，可以靠“正确的选择”来实现，通过正确的选择，可以将梦想和目标变为现实。
    正确的选择，首先必须是富有创意的。
教导我们的孩子自己思考、自己判断并且自己付诸行动，也就是为孩子培养能够创意地解决问题的能
力。
而经济教育就是教导我们的孩子掌握能够创意地解决眼前面临的有关人生问题的方法。
    从小对孩子进行正确的经济教育，实际上是指导他们作出“合理的意识决定”。
经济不像语文、英语、数学那样属于“学习”，而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生活教育”，一种“习惯的培
养”。
经济教育从娃娃抓起最有效，也是由此得出的。
经常听人们说其他形式的教育是“鱼”，而经济教育是“捕鱼的方法”，甚至是身体力行“用实践体
验捕鱼经验”，这也是因为生活教育与经济密不可分。
    所谓“合理的意识决定”，实际上是指忠实于经济原则的合理选择。
    经济原则是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成果，即丢了芝麻捡西瓜。
忠实于经济原则，也就是说人们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慎重选择，免得以后后悔。
富有创意而合理的意识决定具体体现在孩子们的生活当中，这一现象可归纳为“精明的消费者——富
有创意的生产者”。
    精明的消费者往往很清楚自己的需求，更懂得这种需求绝非唾手可得。
他们深知，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什么才是最佳的选择。
    大多数爸爸都会教导孩子“花钱省着点儿”，一旦孩子稍微花钱不节制，他_f门就会唠叨起来，如
“让你刨开地球试试，看会不会挖出十个铜板来”之类，通过各种方式逼迫孩子要比以前更加节省，
并把这视为教育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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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种教育就是错误的。
只是想强调，如今的爸爸们，是不是也应该升级为可以教导孩子“钱应该花在正道上”的水平了呢？
即相比“物理性的节约”，更应把焦点凝聚在“合理的选择”上。
这不仅包括如何理解需求本身，而且还表示，仅仅一味地追求控制，绝非是明智之举。
真正聪明的小消费者，应该能够理解由于资源的匮乏所导致的人们不能拥有自己所渴望的一切这个道
理，因此，每个选择都必须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好让自己不会在将来后悔当初的选择。
也有一些父母对此表示怀疑：“这可能吗？
”这，果真可能吗？
    把孩子培养成为“精明的消费者”，每位家长应该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只要是平日注重对子女教育的家长，就不难找出几种方法来。
如果有人间我，经过长年的教育和实践经验，认为哪种方法最为有效，那么我会告诉他们是“生产者
教育”，“生产者”可以说是“消费以外的所有一切”。
    爸爸给孩子的“钱”，是经济活动的产物。
现在家长的消费者教育，大都为“给孩子产生物(现金、财富)一不知晓过程(允许的前提下)一省着用
”这种模式。
而这种教育的局限性在于，孩子也许能理解为什么应该节省开销、珍惜资源，却很难管得住自己。
如果孩子没能真正明白其目的，那么父母光是在口头上进行反复强调：又有什么用呢？
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只能是明确告诉他们，何为生产与生产者的关系、何为合理且创意型的生
产与选择、产品诞生的具体过程是什么等，并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来理解。
    “这孩子太没有金钱概念了。
还以为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花钱就跟流水似的。
”“我都说破嘴皮子了也没什么用，有时我想是不是因为孩子看到了大人大手大脚消费才会这样，导
致我现在都去折扣店或者类似的百货店购物，并尽量避免让他跟着，不过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这
可如何是好呢？
”    每当这时，我就会推荐他们带孩子去逛“跳蚤市场”(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介绍有关这方面的
内容)，跳蚤市场是“消费者体验生产的最佳选择”。
如果你在跳蚤市场中买卖东西，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暴露于商品、流通、价格、市场及营销等与生产和
生产者等相关的因素中。
    哪怕只是几个小时的短暂经历，也肯定会让孩子产生非同一般的感受。
看似同样的钱，过去一味接受的家长的钱和站在跳蚤市场中自己挣来的钱，肯定是不同的。
如果家长想改变孩子的经济活动表现，那么我建议他们在明确告诉孩子过程后，就放手让他们自己去
改变吧。
我想，这应该是更为有效的方法。
P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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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孩子是幸福小富翁:如何培养有"钱"途的孩子》真正教您如何把孩子培养的更有前途。
孩子的经济教育？
也许您会对这个词感觉陌生，但是“少年卖肾买ipad”和“未成年少女集体卖淫”等事件的发生，是
否也让您开始觉察到孩子经济教育的重要性？
或许之前您会有“越早对孩子进行经济教育，孩子或许会变成小财迷”的担心，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
无时无刻不涉及经济的时代，又怎么能奢望我们的孩子不被经济影响？
正是因为之前我们对孩子经济教育的忽视，才导致一系列让家长痛心疾首事件的发生。
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重演，请家长朋友们及时扮演好孩子的经济教育导师角色，尤其是在家庭中处于
经济主导地位的爸爸，更应该挺身而出，解答孩子的经济疑问，帮助孩子培养正确的经济价值观，给
孩子一个光明的“钱”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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