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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得到的最多的答案是“钱是从爸爸的兜里掏出来的”；其次是“钱是银行给的”；再次是“钱是
售货员给的”；只有20％的孩子说，钱是工作挣来的；其中最有意思的答案是“钱是长在树上的”。
 怎样让孩子正确看待金钱、怎样花钱、怎样培养孩子未来的理财能力，是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家庭都
会遇到的问题。
由于受传统“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青少年的理财教育处于滞后状态，甚至可以说是
一片空白。
与此相反，世界发达国家很重视孩子的理财教育。
在那里，理财是中小学和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学校和家长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特点，按照不
同的阶段，由浅入深地确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以投资、创业、消费、理财为
核心的理财教育课程。
《富爸爸家训：改变孩子一生的理财教育》针对我国家庭理财教育的现实，系统的借鉴和参考了西方
发达国家理财教育理论和方法体系，相信会对读者带去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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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第一章 理财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1.1 理财教育从娃娃抓起钞票当花撒——缺乏理财教育的闹
剧有钱不会花——中学生竟然不会买东西中学生儿灭花掉3000元——因为来得太容易干家务要不要付
费——理财观念重于理财技巧不继承协议书——富翁妈妈的良苦用心身教重于言传——父母为孩子做
理财的榜样1.2 柴米油盐酱醋茶——让孩子了解生活的不易给孩子一个账簿——培养孩子做事的汁划性
订立零用钱合同——培养孩子遵守诺言的品质预算——培养孩予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意识计划——约
束孩子的财务开支家庭消费表——避免孩子成为不识“人间疾苦”的败家子让孩子做一回“家长”—
—了解生活的不易精打细算——让孩子在消费面前学会谨慎和思考1.3 财商教育的基础课财商——理财
的智慧开发财商——和开发智商同等重要理财教育——让孩子受益终生的礼物财富品德——理财教育
不可缺少的部分美国经验——从小开展金钱教育1.4 有趣的例证——富豪的成长及其对子女的教育西门
子——成功的意识，是理财家必备的素质洛克菲勒家族——培养理财能手的方式摩根家族的法宝——
节俭和勇气大富豪斯坦利的六招教子法霍英东对子女的教育法李嘉诚的教子经包玉刚的教子苦心第二
章 让孩子了解“钱”为何物2.1 尽早开始教孩子接触及使用钱告诉孩子关于钱币的知识教孩子认识硬
币与纸币教孩子认识人民币和外币教孩子了解假币2.2 让孩子明白家中金钱的来源钱从哪里来？
钱是工作挣来的不可轻视任何一分钱让孩子理解和体谅父母挣钱不易2.3 让孩子了解钱的用途和孩子一
起做“购物”游戏让孩子扮演顾客让孩子认识商品的价格标签2.4 培养孩子对金钱的正确态度金钱的好
处和坏处并不在于金钱本身节约很可贵，吝啬不可取做金钱的主人，不做金钱的奴隶有钱不代表富足
只有致富的过程快乐，才会有致富之后的快乐第三章 零花钱——理财教育的好时机3.1 从使用零花钱
开始进行理财教育美国父母怎样训练孩子使用零花钱让零花钱成为孩子的“财务学习基金”中国孩子
的零花钱：数量与支配权的失衡对零花钱拥有建议权，但把支配权交给孩子3.2 零花钱的给付方式零花
钱给付方式的差异什么时候开始给孩子零花钱应该给孩子多少零花钱？
给零花钱的时间间隔应该多长？
怎样对待孩子额外的零花钱要求美国父母对孩子的零花钱的给付方式3.3 零花钱的使用方式培养孩子独
立处理零花钱的能力对孩子零花钱的控制应适宜从“扶”到“放”，循序渐进教会孩子“有计划地”
花钱3.4 压岁钱中的理财教育帮助孩子合理规划压岁钱借压岁钱来让孩子理解“金融管理”给孩子一些
合理使用压岁钱的建议教孩子用压岁钱来投资分配“五三二”更多有创新和有意义的压岁钱用法第四
章 从储钱罐到银行账户——培养孩子储蓄的习惯4.1 培养孩子的储蓄和节俭意识储蓄是种美德存比借
更重要节俭是个好习惯子不俭，教之过家长要有勤俭的好习惯，孩子才会有让孩子认识到储蓄的意义
给孩子挑选储蓄罐“为国家而储蓄”——发达国家家长的做法4.2 让孩子制订攒钱计划当孩子一角钱都
留不住，怎么办？
让孩子行动起来的三个步骤家长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制订攒钱计划4.3 合理使用积蓄让孩子明白是在花
“他自己”的钱用自己的钱买鞋子让孩子管理自己的钱4.4 孩子的第一个银行账户让孩子了解利息的概
念让孩子了解复利的力量培养孩子“为未来储蓄”的观念开立孩子的第一个储蓄账户给孩子办一张银
行卡让孩子了解信用卡让孩子了解家庭储蓄基金第五章 钱是赚来的——培养孩子的赚钱意识5.1 赚钱
是基本的生存能力和外国孩子学挣钱给他鱼，不如教他如何钓鱼5.2 珍惜劳动的价值劳动的意义热爱做
家务养成劳动的习惯家门里打工5.3 付报酬的学问报酬与义务感受辛苦钱家务本该做按协议付费报酬与
奖励5.4 尝试初级商业活动挣邻居家的钱打工家门外开发商业潜质获得必要的工作经验18种适合孩子们
的赚钱方法第六章 精打细算学消费6.1 培养孩子正确的消费观念从拒绝乱花钱开始选对不选贵放弃高
档化消费对物质宝宝说“不”告诉孩子3元钱的价值零食节制计划6.2 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消费的知识
买中学习学会付款强化计算力学会讨价还价学习退货技巧购物小提醒教孩子正确认识广告教孩子识别
假冒商品第七章 财富游戏——培养孩子的投资意识7.1 投资意识是理财教育的核心之一测测孩子的投
资意识比存钱更有意义的是投资让你的钱为你工作模拟投资——美国校园的必修课7.2 让孩子理解一些
简单的投资原理股票初体验尝试买保险体验收藏的增值借钱赚利润让孩子了解债券投资让孩子了解投
资基金力求“零风险”向孩子简单介绍一些投资原则第八章 一生受益的财富教育8.1 认识财富的价值
教孩子学会分享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自己种的果实最香甜8.2 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个人品质诚实无价节俭光
荣独立才自主善得人心欲速则不达8.3 时间就是金钱不同年龄段孩子对时间的认识差异掌握时间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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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遵时守时好习惯让时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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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理财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　　1.1 理财教育从娃娃抓起　　钞票当花撒——缺乏理财教
育的闹剧　　2004年5月26日，深圳市某小区上空突然雪片般掉下百元大钞，路人纷纷擦亮眼睛，发现
钞票竟然是真钱，遂哄抢空中、地面上的钞票。
小区保安员紧急制止哄抢，但也只找回3600元。
“肇事者”是两名3岁半的“龙凤胎”，他们只认识钢镚不认识纸钞，趁父母会客时，从大衣柜内翻
出65张百元大钞，然后将6200元钱从10楼的家中窗口扔下。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只是小孩子不懂事演出的一场闹剧，然而只要我们往深处思考一下，就不难
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少年儿童的理财教育还十分薄弱，基本上是个空白。
做家长的一定要早教孩子一些金钱方面的知识，省得犯下连自己想都想不到的错误。
　　也许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不适合学习理财知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美国少年儿童理财教育的目标要求是，3岁的孩子要能够辨认硬币与纸币，而在我国，3岁左右的儿童
有不少还不知钱为何物。
或者只识钢镚不识钞票。
家长们一定要以此为鉴，尽早加入到对您的孩子进行理财教育的队伍中来。
　　理财教育笔记：　　1.3 岁的孩子应该能够辨认硬币与纸币。
而在我国，3岁左右的儿童有不少还不知钱为何物，理财教育迫在眉睫。
　　2.我国少年儿童的理财教育还十分薄弱，基本上是个空白。
做家长的一定要早教孩子一些金钱方面的知识，省得犯下连自己想都想不到的错误。
　　有钱不会花——中学生竟然不会买东西　　中学生竟然不会买东西，你相信吗？
　　日前，在某理财夏令营举办的购物比赛中，主办方要求每组孩子用200元购买规定的生活、学习、
游戏用品，没想到孩子们的理财意识非常淡薄，买东西漫无目的，有些孩子花了近一半的钱只买了规
定的一件物品。
　　比赛前，组织者将50名中学生分成5组，每组发一张200元的银行卡，让他们到指定超市购买1件生
活用品、21牛学习用品、1件游戏用品以及一些食品。
可能你会说，这还不容易，又不是让他们去挣钱，给钱还不会花啊！
可比赛结果让人啼笑皆非。
一组孩子先花70元买了一大瓶洗发水，再用剩下的钱购买其他物品就显得很拮据，其实20多元左右的
小瓶洗发水比比皆是。
还有一组孩子竞用90多元买了篮球，用57元买了一箱薯片，结果等到买学习用品时，只好买了2本几元
钱的笔记本。
最离谱的是，有一组学生居然算错了钱。
　　一位理财专家表示，从这次比赛来看，现在的孩子理财意识太淡薄，基本上对物价没有概念，也
不会进行购物规划。
在购物过程中，都是看到什么就拿什么。
至于如何用最小投入得到最大产出，对这些孩子来说就更无从说起了。
　　据一位教育业人士分析，尽管这群孩子个人综合素质较高，而且表现出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但
是对于个人理财教育，学校、家庭都缺乏重视，以致当孩子走上独立第一步、需要自己去计划生活时
，就出现了不会花钱的事情。
　　虽然这些孩子不会花钱，可真到花钱的时候还真是“大手笔”，让成年人都瞠目结舌。
　　暑假里，初二学生明明“饭局”不断，几乎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下馆子，期末考试后父母给他
的1200元钱很快花光，尽管买mp3的计划泡汤，可明明一点不后悔：“和朋友在一起玩，图的是开心
，花点钱是小事。
”　　“因为妈妈控制我花钱，我的伙伴都不睬我了。
”就读于一所重点高中的小丽愁眉苦脸。
她也很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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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知道把钱省着花，妈妈对小丽的零用钱实行了控制。
小丽只得借故不参加同伴的“团购”活动。
　　“不喜欢爸爸妈妈代为理财的，请举手！
”在某机构举办的“暑期理财小论坛”活动中，问题一提出，几十双小手便高高举起。
活动中，90％以上的孩子喜欢或希望自己支配零用钱。
但当被问及“如何支配零用钱”时，50名学生中，80％以上对零用钱使用未作计划。
老师们发现，暑假里请同学吃饭、包场打球等成了男生的主要消费项目，女孩们则把零用钱花在商场
里、服饰店里。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专家指出，孩子喜欢自己支配零用钱，父母在把零用钱的“财权”交
给孩子时，必须教会孩子理财，让孩子知道钱的价值。
　　理财教育笔记：　　1.让孩子慢慢地学着买东西，开始对物价有概念，养成做购物计划的习惯。
　　2.父母在把零用钱的“财权”交给孩子时，必须教会孩子理财，让孩子知道钱的价值。
　　中学生几天花掉3000元——因为来得太容易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一项有关青少年消费
行为的最新调查显示，青少年每个月可以动用的金钱，100元以下的占36.5 ％，100元至200元的占23.1 
％，201元至400元的占19.2 ％，401元至600元的占9％，600元以上的占8.3 ％。
而他们的零用钱主要是用来购买衣服鞋袜、消闲刊物、参考书，到西式快餐店消费，以及看电影等。
　　调查结果表明，39.6 ％的青少年认为：“自己有很多用了不久便不再用的东西”。
由此可见不少青少年在购买东西时，可能会因为受他人的影响，从众消费，或可能被商品的外观所吸
引，凭一时的冲动而购买，买回来后却发现并非自己所需要的而闲置一旁。
相当多的孩子存在乱消费、高消费、理财能力差的问题。
他们的虚荣消费和冲动消费行为倾向较强，而理性消费行为较弱。
有关专家建议，应该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和理性消费的观念。
　　孩子们的钱从哪儿来？
除了日常家长给的零用钱以外，一到过年，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的压岁钱让中国几亿孩子一夜间
“暴富”。
可是这些压岁钱的“流向”，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家庭理财教育的不足，这些“飞来横财”，慢慢地
竟成了家长们的心理负担：如果把压岁钱交给孩子，家长担心他们还没有自控能力，会胡乱花掉，由
家长保管又担心孩子不乐意。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家长对孩子的理财能力没有任何信心。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高二学生小垒过年收到了3000多元压岁钱，没几天就在网吧“泡”
光了。
他如此快速花钱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这笔钱来得太容易了。
”　　其实在全国，像小垒这样的孩子并不在少数。
农历大年初五以后，孩子们的“压岁钱”的出笼出现了一个小高峰，他们买手机、做头发、购彩票、
打游戏，掀起了购物高峰，甚至请客吃饭也已经成了时尚，谁的压岁钱多，就意味着谁的人缘好，攀
比和虚荣消费，成了压岁钱的主要作用。
家长们急了，开始觉得有必要在青少年中开展理财教育。
　　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指导孩子熟悉、掌握基本的金融知识与工具，从短期效果
看是养成孩子不乱花钱的习惯，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孩子及早形成独立的生活能力。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用“压岁言”、“压岁书”代替了“压岁钱”。
他们试图从根源上将孩子们的注意力从钱上移开。
然而，很多人对此并不赞同。
　　18岁的小婷说：“从小到大，父母从没有让我独立支配过钱。
不管买什么，他们都替我做主。
结果现在我感觉自己根本就不会花钱。
”　　收到“压岁书”的小衡说：“对过年的企盼很大程度上是对压岁钱的渴望，收到这些东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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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很没意思。
”　　大学教师王女士说：“孩子的压岁钱总是要给的，关键是要用得合理、恰当。
这就要家长们教会孩子如何花钱、理财。
给孩子压岁钱，让孩子自己支配，对孩子社会性的发展、成熟是非常有帮助的。
”　　对孩子乱花钱应该有应急之策，但不能以传统民俗的丢失为代价。
王女士认为：“压岁钱承担了非常重的社会功能。
压岁钱的施与取，既表达了共度佳节、喜庆热闹的意思，也体现了‘父慈子孝’的传统伦理，是对家
族血缘关系的确认和对传统伦理的强调。
我们万万不能舍弃。
”　　专家指出，当理财教育的苍白凸显出来时，家长应在把握好给孩子压岁钱数量的同时，对孩子
的花钱方式进行指导。
通过让孩子支配压岁钱，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节约美德、自制能力及与人为善的品德。
　　理财教育笔记　　1.如果孩子乱花钱，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切断他的财路，而是要告诉他该如何
花钱。
　　2.孩子的压岁钱总是要给的，关键是要用得合理、恰当。
　　3.通过让孩子独立支配压岁钱，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节约美德、自制能力及与人为善的品德。
　　4.孩子上大学后，要利用更多的机会灌输理财教育，时常检查孩子的财务状况，要对他的收支状
态一清二楚。
　　干家务要不要付费——理财观念重于理财技巧　　有位朋友谈过这样一件事。
她刚上小学的儿子很想参加一个小记者班。
朋友就为他交了学费。
某一天，小记者班将要到户外举行采访拍摄活动，儿子兴致勃勃向妈妈要活动费，可这位朋友很郑重
地告诉她的儿子：“要去参加活动，费用自理！
”　　小朋友傻眼了：“我的压岁钱早就用光了呀！
”于是朋友就开始诱导他：“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干家务活了，要不这样，从今天起，你负责
饭后的洗碗。
每次的报酬为1元钱，怎么样？
”儿子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太想去采访拍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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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富爸爸家训：改变孩子一生的理财教育》针对我国家庭理财教育的现实，系统的借鉴和参考了
西方发达国家理财教育理论和方法体系，相信会对读者带来有益的启发。
培养孩子的财商，来自美国家庭的教育理念。
从心理特点和可接受程度来分析，青少年理财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一般经历四个阶段：0岁至6岁的萌芽
期、6岁至12岁的确立期、12岁至18岁的发展期和18岁以后的升华期。
如果您还没教孩子理财，那么现在就赶快行动。
　　斯坦利先生是《财富》杂志评出全美500家最大公司之一的总裁，他在培养孩子如何对待金钱和树
立理财观念上，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爱心加物质并不够。
许多父母往往忽略一点就是在子女独立生活之前，必须任投资理财和金钱观念上教他们一些东西，比
如失业率上升，我手上的股票有什么反映或联邦利率下调长期圈债会否上升等基本知识。
如果没有一些必要的熏陶，子女走进这个充满风险机遇和竟争挑战的年代，就很容易被淘汰。
　　小节约等于大浪费。
孩子，许多时候我都提醒你要厉行节约，但必须记住，不要为节约一美分的钱财而绞尽脑汁。
这意味着你的理财观念已经钻了牛角尖，你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开源，而不是节流！
细小的节约意味着巨大的浪费。
　　口头承诺不可信。
在没见钱之前，不要轻信任何口头承诺，不能为明天的钱而工作。
这虽有点犹太人的味道，但在未确定对方信用程度之前，必须具备这样的观念。
因为一旦发生，时间和金钱的耗费将使你苦不堪言。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每个假期你希望痛痛快快地度假还是在家中修你的破单车？
如果是我就绝对选择前者。
愉快的休息和消遣总能带给人充沛的工作精力，当你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新一轮的工作，新单车
就来了。
同样，投资理财也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拘泥于旧框框中打转只能使事情更糟。
跳出圈外，不断更新现念，就会永远超前，机会也就源源不断。
　　辛苦钱最值得珍惜。
孩子，当爸爸还是大巴司机时，每天拿回微薄的薪水仅够家里紧巴巴的开支。
但你们是否觉得，那时买的巧克力特别香、糖特别甜、玩具更好玩，有没有感到钱的珍贵？
现枉我一天的收入比10个大巴司机一个月的收入的和还多，你们又是否觉得钱贬值了许多？
因而无论你们长大后做任何职业，都应记住：辛苦钱最值钱，最值得珍惜。
　　金钱片不代表一切。
虽然没钱许多东西得不到，但金钱不是万能的，美丽的景色、朋友的亲情、家庭的温暖还“许多许多
，并不取决于你是否有钱。
而健康长寿、家庭美满对一个人来说，比金钱更重要，也是金钱耍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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