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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写作本书之前，我在想，这本书的价值在哪里？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在决定购买一本书前总要反复斟酌，除非确定它对自己是有价值的。
“你希望我为你的书付钱吗？
给我一个理由吧！
”这是读者们对图书出版机构提出的一个挑战，无疑也是最合理的要求。
为了满足这个合理要求，值得所有同道中人殚精竭虑地塑造图书价值，为读者朋友提供购买理由。
　　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在哪里呢？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崇尚勤劳创业、发家致富的民族，但也存在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君子不言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乃身外之物”等说法，中国人一向慎谈“钱
”字，更不用说对孩子进行金钱方面的教育了——唯恐孩子“受到不良影响”。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虽然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羞于谈钱”仍然是
人们的普遍心理，针对少年儿童的金钱和理财知识的教育，更是一片空白。
很多家长在孩子面前闭口不谈钱，担心跟孩子谈钱或者让孩子过早地接触钱，会使孩子“钻进钱眼里
”，或者给孩子造成阴暗、负面的心理影响。
这使得很多孩子从小不能对金钱形成正确的认识，“不会花钱”，更谈不上规划钱，规划自己的事业
和人生。
　　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社会，现在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
便作为一个天然的“消费者”来到这个世界。
因此，与物质和金钱有关的教育——孩子的理财教育，便成为全社会，特别是每个家庭无法回避的一
项任务。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即便对理财知识教育有如此迫切的要求，我们的大中小学校仍普遍没有开
设专门的理财教育课程。
虽然近两年社会上曾出现“儿童理财体验活动”、“中小学生理财夏令营”等，也都是一些以赢利为
目的的机构组织的商业性活动，能够普遍持续地对孩子进行相关理财教育的实践活动几乎为零。
　　另外，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父母，在对孩子进行理财知识的家庭教育方面，也并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
其中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有的是因为家长自身就缺乏理财知识和意识，自然对子女这方面的教育
漫不经心；有的则是因为工作繁忙，对孩子如何花钱的“小事”无暇顾及而放任自流；有的则只知道
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平常较少和钱财打交道，对孩子只重学业，不问钱财等。
　　与我国的情况相反，在一些发达国家，不论社会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对孩子的理财教育。
学校和家长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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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理财、投资创业为核心的理财教育课程。
　　为了不让我们的孩子遗憾，为了不让我们的孩子被未来所抛弃，中国的家长们，是不是应该有所
改变、有所行动呢？
是不是应该从现在起，开始执行孩子的“理财教育计划”呢？
　　您手中的这本书，正是要告诉广大的家长朋友：“该不该开展孩子的理财教育计划，怎么开展这
项计划。
”　　本书从介绍分析孩子们普遍存在的错误的金钱观和不合理消费行为开始，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
的心智和行为能力水平，为家长们如何开展并实施理财教育，提供了一系列细致的理论和实用的方法
。
　　也许，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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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青少年金钱和理财知识教育的实用读本，从介绍、分析中国孩子目前普通存在的错误金钱观和
不合理消费行为开始，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心智和行为能力水平，为如何开展并实施理财教育，提
供了一系列细致的理论和实用的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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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你跟孩子谈“钱”了吗　一、谁来教孩子学习金钱知识    谁在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　　在家里
进行理财教育　　信息时代的教育问题    我们的孩子需要理财教育　二、尴尬的理财教育现状    5岁小
孩子拿钱玩“天女散花”    小学生大摆生日宴    强迫理财时代呼唤家庭理财教育　三、不要“羞于谈
钱”    跟孩子谈钱：家庭教育必修课    如何教孩子理财    教孩子理财，意义远在于“钱”之外    消除理
财概念中的误区　四、开展理财教育，父母也要做好准备    了解孩子的理财心理    学一点简单实用的
理财教育技巧    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第2章　告诉孩子“钱”是什么　一、让孩子认识钱    认识硬币 
  认识纸币    跟孩子玩个纸币游戏    学会数钱    体会钱的实际价值　二、告诉孩子钱是从哪里来的    钱
是通过劳动付出取得的报酬    让孩子知道工作的意义    让孩子明白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三、让孩子
了解钱能做什么    跟孩子做一个购物游戏    带孩子去商店    教孩子认识商品的价格标签　四、教孩子
正确对待金钱    帮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不能用钱衡量一切    让孩子认识“贫富差距”    不要让孩子
过分吝啬    认识金钱的真正意义    小技巧：了解孩子的金钱意识第3章　告诉孩子钱是挣来的　一、鼓
励孩子“要花钱自己挣”    “花钱自己挣”的外国孩子    幸福而危险的中国宝贝    授以鱼，不如授以
渔    孩子挣钱不为钱　二、教孩子认识劳动的价值    了解孩子爱劳动的本性    让孩子认识劳动的意义    
美国父母怎样教孩子做家务    培养孩子做家务的习惯　三、报酬、义务都要跟孩子讲    让孩子体会一
份付出一份收获    如何来安排好付费的家务活    区分报酬与奖励　四、培养孩子的商业意识    走出家
门去打工    带领孩子发现商业潜质    教孩子学会多种赚钱的方法第4章　帮助孩子支配零花钱　一、零
花钱，给还是不给    “富裕”而“不安定”的中国孩子    定期给孩子一点零花钱    给孩子零花钱的目
的　二、零花钱，怎么给    衡量该给孩子多少零花钱    合理地给孩子零花钱    定期定量给孩子零花钱    
父母要给孩子做出好榜样    父母支付零花钱的类型　三、零花钱，怎么花    节俭是第一原则    零花钱
的收支记录    培养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    孩子在支配零花钱中出现的问题    家长应该注意的几个方法
第5章　善于利用压岁钱    生活富裕了，钱袋满了，长辈往往会给小辈一些压岁钱，这本无可厚非，但
是，正确地指导小辈们用好这笔钱应是长辈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压岁钱    压岁钱的起源    压岁钱——亲情的表达    压岁钱暗藏的隐患    爱，不
能用钱来衡量    有关压岁钱的故事　二、教孩子合理处理压岁钱    让孩子自己管理压岁钱    用压岁钱
来投资    压岁钱使用新思路　三、与孩子讨论压岁钱如何使用    改变压岁钱的形式    别让压岁钱扭曲
了孩子的心    杜绝“白金小孩”第6章　带孩子进入银行　一、告诉孩子什么是储蓄    储蓄的意义    告
诉孩子储蓄是一种美德    帮助孩子制定储蓄计划　二、培养孩子的储蓄意识    储蓄从一个硬币开始    
让孩子懂得“积少成多”的道理    培养孩子节俭的品质　三、激发孩子的储蓄热情第10章　比金钱更
重要的财富　一、爱心是最大的财富    钱为什么要捐献    世界大富豪对子女的金钱教育　二、品德比
金钱更重要    诚信是无价之宝    让孩子拥有独立性    告诉孩子要与人为善    让孩子学会忍耐第11章　为
孩子储蓄更宝贵的无形财富　一、储蓄知识是人生的第一要务　二、培养孩子独立坚强的性格　三、
培养孩子的积极心态　四、给孩子一个宽阔的心胸　五、引导孩子与他人一起分享第12章　培养孩子
健康的财富人生　一、人生需要财富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有一种语言，叫金钱    创造财富的过程
比财富本身重要　二、定位孩子的财富人生    父母应做好孩子的人生定位    为孩子搭建定位舞台　三
、策划经营孩子的财富人生    策划孩子的财富人生    帮助孩子打造财富人生　四、让孩子把握财富人
生的成功基石    告诉孩子，不要满足于现状    告诉孩子，要敢于梦想　　做一个积极的思维者　　不
要败给悲观的自己附录一：孩子应该知道的经济学常识  一、物价为什么会变动  二、分期付款是怎么
回事  三、什么是通货膨胀  四、税收是怎么回事  五、外汇及其相关知识附录二：富翁是怎样对孩子进
行理财教育的    一、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人生教育    二、摩根家族世代相传的成功法宝    三、李嘉诚
的理财教子经附录三：青少年理财教育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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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你跟孩子谈“钱”了吗　　一、谁来教孩子学习金钱知识　　在《穷爸爸，富爸爸》一
书里，富爸爸常说：“如果你不教你的孩子有关金钱的知识，还会有谁来教他们呢？
”是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父母那里了解金钱是怎么回事的。
当然，你不用担心，如果你不教，一定会有很多其他人（别人，除了你之外的人）也会给他补上这一
课的，但补课的方式和内容怎样，你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教育，到那时结果可能会非
常严重。
　　谁在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　　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你会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许多学校中都没
有理财能力方面的教育，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我们的孩子或多或少都能接受到有关金钱、财
务等方面的“理财教育”。
这些渠道千奇百怪，有时候也许是向你推销产品的人对你进行了理财能力方面的教育。
不过这种教育是为他们的销售服务的。
　　值得庆幸的是，据调查，在中国已经有10％左右的家长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一项问卷调查中，有20％的家长已经将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列入到培养清单中，与培养孩子琴、棋
、书、画等能力并列，他们已经意识到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长大的孩子而言，理财教育已经上升为一种
生存能力的培训，是孩子未来幸福的关键。
　　但现实环境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对于电视广告上成人化倾向的理财指导、孩子们相互之
间的金钱攀比、网络游戏中对财富、金钱的夸大、虚拟⋯⋯我们的孩子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只能接受
来自四面八方的理财教育，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财教育。
　　在家里进行理财教育　　美国著名财商教育家罗伯特?清崎在《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讲述了关
于他“一贫一富”的两个爸爸的故事，这不失为家庭理财教育的经典。
他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的两个爸爸身上的。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另一个则未完成中学学业；一个是政府部门的高薪雇员，另一个则是非常富裕的
雇主和投资商；一个是我的亲生父亲，另一个是我最要好朋友的父亲。
两个爸爸都是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事业成功的人；都是诚实劳动，努力工作的人。
但谈到金钱这一主题时，两个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观点，这种不同决定了两个爸爸成为不同的
人。
”　　罗伯特?清崎说，我的那位受过高等教育，但又很贫穷的父亲（穷爸爸）深信：学校里所学的知
识是人生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良好的学校教育是工作稳定和人生成功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富爸爸——那位在父亲逝世之后辍学，接管家族生意的人，他相信在校外学到的知识也同
样重要，甚至比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要重要。
他赞同“在校内学到的知识很重要”这一观点，但他认为这些知识不能够确保一个人一生经济上的成
功。
因此，他积极并富有趣味地向我们进行“金钱”方面的教育。
他花费大量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向我们讲述他的想法对我们的学习和人生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在学校学不到的，但它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生存的基础⋯⋯　　特别是在当今这一信息化的时
代，理财教育已经是一种不能忽视的教育。
可惜，在过去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教育主要是在家里进行的，学校里是不教的。
所以，本书就显得如此重要，因为它主要是引导老师和家长们如何以家庭为单位提高孩子的理财能力
。
因为学校没有教这门课，所以你必须自己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信息时代的教育问题　　在人类早期，孩子的教育完全依赖于父母。
在猎捕和群居时代，父亲教儿子打猎来保护整个部落的生存权；母亲教女儿在帐篷里料理家务，照顾
孩子。
父母都教给他们部落的道德观念，尊敬长辈以及怎样处理部落成员之间的纠纷。
同时，歌曲、风俗、传说和仪式等将整个部落紧密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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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耕时期，父亲和母亲共同劳动，不仅共同经营农场和处理家庭事务，还共同养育孩子。
在这一时期，父母双方都分别同孩子有密切的接触和联系。
　　到了工业化时代，即所谓的“忙碌工作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父亲离家去工作，挣钱养活家人
；母亲则待在家里，建设好一个“安乐窝”；而孩子则去学校上学。
国家则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
这期间，仍有很多家人在一起共同度过的时光，但这种时光正变得越来越少。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为了使家庭能够收支相抵，父母都去上班、工作。
孩子回到家里面对的只是空空的房子，于是，他们像父母一样打开电视机、玩游戏。
将时间花在了购物、玩电子游戏、打电话或上网上。
　　现代的孩子，不再完全将父母作为老师。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受着数以百万计“老师”的支配，这种“老师”来自于孩子们自己亲身接触的或
经过媒体、电脑处理过的各种“信息团”，各种信息防不胜防，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父母很难管教他们
自己孩子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孩子需要理财教育　　2004年，国家青少年成长教育相关机构联手对北京、上海、广州等9
个城市的少年儿童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城市中6—15岁孩子拥有的零用钱和压岁钱已高达56亿元；他
们平均每人每月可从父母和亲属那里得到60元的零花钱，而每年得到的压岁钱则高达730元，按这一测
算，发达城市小孩平均一年有大约1500元零花钱可以支配；在被问及“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使
用零花钱”、“谁有零花钱支配权”等问题时，孩子们的回答让人回味无穷。
　　怎样使用零花钱？
92.8％的儿童存在乱消费、高消费、理财能力差的问题，具体体现为花钱大手大脚，盲目攀比；93％
的学生缺乏现代城市生活经常触及的基本经济、金融常识，不清楚自动取款机。
　　谁有零花钱的支配权？
有84％的儿童回答“自己”，有5.5％的儿童回答“自己存银行”。
可见绝大多数儿童已有初步理财能力，这对培养儿童健康的金钱观念很有帮助。
　　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58％的儿童回答“钱是从爸爸的兜里掏出来的”，有28％的儿童回答“钱是银行给的”，有4％的儿童
回答“钱是售货员给的”，只有20％的儿童回答“钱是工作挣的”。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孩子们对理财能力基础知识的缺乏和无知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现有学校教育体制中，没有关于金钱、储蓄、保险、银行、财务等理财
能力启蒙教育，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无法在学校获得理财教育，但这一教育却将影响他们的一生。
　　尴尬的理财教育现状　　也许会有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不应该让他（她）过早地接触金钱
，更没必要也不适合学习如何理财。
事实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很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他们对少年儿童的理财知识教育就有一个明晰的目标和要求。
比如他们要求3岁左右的孩子能够辨认硬币和纸币，4岁知道每枚硬币是多少美分，在5岁时要灌输“等
价物”的概念；而在我国，3岁的儿童大部分还不知道钱为何物，或者只是对硬币感兴趣却不识钞票
。
　　5岁小孩子拿钱玩“天女散花”　　有一天傍晚，在一个企业的家属大院里，天上突然雪片般飘
下百元大钞，路人纷纷擦亮眼睛，发现钞票竟然是真钱，于是哄抢空中、地上的钞票。
虽然有小区保安紧急制止，但只找回一部分。
　　原来，钱是从家属区10楼的陈先生家里掉下来的。
‘陈先生和妻子曾经都是这家企业的职工，后来，企业破产之后，陈先生和妻子便在大院门口摆了一
个小摊，做起了水果生意。
每天傍晚当人们外出回来，是水果的销售高峰时间，陈先生的妻子便经常出去帮忙。
因为这段时间不是很长，陈先生的妻子通常把5岁的儿子旭旭一个人留在家里，而旭旭一般都是在这
个时候一个人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看电视动画片。
　　可让陈先生夫妇后悔莫及的是，这一天，陈先生的妻子临出门前，把半个月来卖水果的将近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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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有零有整的钱装在了一个信封里，没有封口就直接放在电视柜上。
等她出门后，好奇的旭旭竟然将信封拿了出来。
看到花花绿绿的票子，对金钱一无所知的旭旭不但把钞票扔的满地都是，还从阳台的窗户上玩起了“
天女散花”。
结果，人们便看到了开头的一幕——一张张钞票从天而降。
　　这次“事故”让陈先生夫妇损失了1000多块钱，这对一个以卖水果为生的家庭来说可不是个小数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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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针对少年儿童
金钱和理财方面知识的教育十分欠缺，或者说基本上是个空白。
这就使得很多孩子，特别是文化水平有限的父母在对孩子金钱和理财的认识上，表现出不合乎智力发
展水平，甚至不合乎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低能”现象。
做家长的一定要早教孩子一些金钱方面的知识，省得犯下连自己都想不到的错误。
也要以此为鉴，转变观念，从“我”做起，从“早”做起，加强对孩子金钱和理财知识的教育和培养
，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孩子的一生负责。
　　小学生大摆生日宴　　如果说5岁的小旭旭“散钱”，其中有父母疏于看管的外在客观原因，那
么一群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大摆生日宴所反映出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有一天傍晚，在一家颇具档次的饭店里，一群人正忙着给一位同伴过生日。
在一个豪华包间里，墙壁、天花板上张灯结彩，音箱里放着时下流行的歌曲，各种经过精心包装的大
大小小的生日礼物堆满了沙发。
餐桌上则摆了10多道菜和各种饮料、啤酒⋯⋯　　当生日歌曲唱完、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自然又少不
了去卡拉OK高歌一曲。
最后，在饭店消费1000多元之后，这几个人三三两两地打的回了家⋯⋯　　如果说这是几位成年人组
织的生日聚会，倒也正常，可是如果这几位出手动辄上千元的“消费者”是几位年龄只有十一二岁的
小学生，你又作何感想呢？
　　在现在的中小学生中，有许多已失去了朴素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奢侈。
在他们之间，盛行各种聚会：生日、离别、节日、考试等等，都能成为聚会的理由，档次也越来越高
，相互间赠送的礼物动辄十几元，甚至几十元，而往昔表达友谊的形式如生日卡、祝福卡早已相形见
绌。
至于校园“新贵族”们的消费就更令人瞠目。
　　另外，不少做父母的不论经济条件如何，对孩子的吃、穿、住都是尽量满足，唯恐孩子生活上受
委屈或因条件不如别人被瞧不起，而孩子之间盲目的攀比心理，也助长了他们盲目的消费。
　　同时，这件事情反映出父母对孩子在理财方面教育的脱节。
从孩子的角度说，现在的孩子，一般都会拥有自己的零用钱，甚至数额相对不小的压岁钱，他们愿意
拥有自己的钱，更想自由支配自己的钱，但是具体如何支配，他们心里大多没有具体合理的计划。
因此父母在把零用钱交给孩子支配的同时，应该主动教会孩子如何“理财”，至少应该让孩子在实践
中慢慢体会金钱的意义、价值，最终养成合理支配、合理消费的好习惯。
　　强迫理财时代呼唤家庭理财教育　　上海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少年儿童都有零用
钱，而九成以上的孩子存在乱消费、高消费、理财能力差的问题。
　　当我们批评孩子们那些无视父母的艰辛劳动、挥金如土的日常行为时，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
：在我们这个以克勤克俭为传统美德的国度里，在对下一代人的教育中，理财教育却是一个盲点。
　　长期以来我国对金钱的教育是回避的，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尊奉的是“勤于教子，耻于
经商”、“君子不言利”的文化传统，追求金钱成为人人皆批的丑恶思想。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一些观念逐渐进入我们的语汇中，尽管鼓励勤劳致富、鼓励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等口号的提出，对多年来的空泛宣传进行了一些纠偏，但在对钱和利的宣传上我们的媒体仍
然是遮遮掩掩，对青少年进行理财教育更是讳犹不及。
　　另外，家长们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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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长认为，孩子学知识，语数外最重要，经济、金融知识则被排除在外。
父母在这一时期应竭尽全力来满足孩子的需要。
结果有的孩子离开了父母就根本不会花钱，甚至上了大学连日常生活用品也不会买，不会花钱自然成
了无能的代名词。
　　与此相反，世界发达国家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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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孩子的零用钱为例：中国的父母是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无偿无条件地提供；美国家长也认为给孩子零
用钱本质上应该是无偿无条件的，但他们多了一种意识，总想在这种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上，为孩
子的未来做点什么。
于是便有了方式方法的研究，以及看起来过于苛刻的要求：孩子必须以做家务事为代价，换取零用钱
等，这与他们崇尚独立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美国，父子上饭店各买各的单，孩子18岁以后就独立生活。
成年子女向家里借钱立契约的事司空见惯。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专家们呼吁，我们不能再用保守的观念来看待理财了。
　　确实，孩子从小就会接触金钱，对于他们来说，金钱不可能是真空的，既然如此，何不教会他们
如何对待金钱呢？
　　目前，我国的大中小学校还没有开设理财教育课程，这就更需要家长在这方面引起高度重视，花
点心思，教会孩子不仅会花钱，而且会理财。
家庭是对孩子进行理财素质教育的最主要最理想的场所。
因为无论从教育的内容还是实施的条件，学校所能承担的相对有限，家庭则能为这种教育提供所需的
内容，组织起具体活动，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三、不要“羞于谈钱”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虽然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羞于谈钱”仍然是人们的普遍心理，针对少年儿童的金钱和理财知识的教育，更是一片空白
。
很多家长在孩子面前闭口不谈钱，担心跟孩子谈钱或者让孩子过早地接触钱，会使孩子“钻进钱眼里
”，或者给孩子造成阴暗、负面的心理影响。
这使得很多孩子从小不能对金钱形成正确的认识，“不会花钱”，更谈不上规划钱，规划自己的事业
和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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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只有善待生活，健康理财，才能让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沾满快乐的色彩。
　　——世界首富　比尔·盖茨　　诺亚并不是已经在下大雨的时候，才开始建造方舟的。
　　——著名股神巴菲特　　聪明的人应该是脑里有钱，不是心里有钱。
　　——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　　其实世界上没有传奇，只有不为传奇而努力；其实赚一亿并不难，
难的是让理财方式适合自己。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　　聪明的人懂得为未来做好准备，而且不会把所有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内。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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