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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素养（Financial Literacy）为新时代人们必备的

生存技能和核心素养之一，是指人们拥有的有助于自身

应对财经事务、实现财经福祉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的

综合体 [1]。1 目前，我国的财经教育工作主要是由银行向

公民普及金融知识，实现对金融消费者的预防性保护。

在 2020 年召开的两会上，有金融界代表提出，财经教育

普及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中国教育学会科创

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张志敏表示上海中小学财经素养教育

项目合作联盟将在 2022 年从学术研究、课程研发、特色

活动、教师培养、联盟拓展、支持保障等方面协同开展

财经素养教育教学实践。要实现财经素养的提高，除依

托校企的社会力量，家庭的教育影响同样是关键。

孩子在新年期间都会收到来自长辈赠予的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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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保留至今的文化传统，也代表着长辈对晚辈的

关爱和祝福，是在情理和法理上都属于孩子的一笔资金，

家长帮助孩子管理好这笔资金，培养他们使用、管理和

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增进孩子财经素养的教育载体。为

此，本文主要从财经素养教育的角度，探讨孩子压岁钱

的管理。

一、目前孩子压岁钱的具体问题分析

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传统佳节的国家，春节更是

如此。每逢春节，身处各地的人们都会尽可能赶回家中

与家人们团结，而压岁钱更是孩子们每年的期盼。受到

传统的礼节观念影响，我国大部分孩子的压岁钱数额并

不小，小到几百，大到几千几万，而面对压岁钱，大部

分家长的处理办法就是帮忙管理。但其实，这对孩子理

财观念的树立是十分不利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

步，理财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家长有必要通过压

岁钱让孩子明白金钱的重要性以及钱财来之不易，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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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祝福，孩子管理压岁钱的过程，是财经素养教育的良好载体，孩子能够正确地认识金钱、使

用金钱，从而更加自律、自信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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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以及理财观。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的避免浪费，攀比等不良事件出现。然而就目前的家

庭教育情况来看，这一点仍旧是许多家庭欠缺的问题。

一些经济拮据的家庭在过年收压岁钱的时候会直接没收

孩子的压岁钱还礼，有些强势的家庭甚至会不经过孩子

的同意直接使用和分配压岁钱。当孩子试图反抗时，就

会用一些强硬的话语如“你的所有都是我给的，你一个

小孩子哪有用的到钱”等进行打压，甚至还会批评孩

子，从而导致孩子越来越没自信，或者越来越逆反。有

些家长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虽然不再没收压岁钱，但也

不会引导孩子进行合理的规划，这对孩子的成长也是十

分不利的，压岁钱本身就是一笔额外的，可支配的财

富，可因为孩子有了压岁钱，家长就从学费，零花钱等

地方进行克扣，这就导致孩子并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喜

好支配压岁钱，从而依旧无法更好的锻炼自己的理财能

力。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游戏，直播逐渐走进

了我们的生活，近年来更是经常出现有孩子用大人的手

机刷礼物，冲游戏的事件，而出现这种事情的家庭大部

分都是经济相对较差，孩子缺乏金钱意识的家庭，由此

可见，通过压岁钱让孩子提高理财观念和金钱意识是多

么的重要。

二、财经素养教育对管理孩子压岁钱的必要性

自 PISA2012 测评及 PISA2015 测评引入财经素养概

念并对学生进行测评始，与个人相关的财经问题重要性

逐渐凸显。如何让提高财经素养，以帮助学生应对未来

的经济生活，这是时代的必然呼唤 [2]。学者们从不同视

角对其进行阐释，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来探讨

实施财经素养教育的现实诉求 [3]，有的学者则从直接因

素、间接因素和广义因素三个方面论述财经素养教育的

重要性 [4]。总体而言，财经素养教育对孩子压岁钱管理

的必要性体现在时代导向、现实需要和内在需求等方面，

对于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是作为家长，要适当地帮助孩子学习如何规划压

岁钱的使用，目的在于从金钱观的角度对孩子的感恩之

情和生活态度进行正确地引导和培养；二是家长要树立

好榜样，以身作则引导孩子从哪些方面去使用压岁钱，

帮助孩子从小培养合理安排收支的好习惯。譬如，购置

学习用品、缴纳学费、储存银行、捐款献爱心、买保险

等，既培养孩子正确的消费观和消费技巧，也让孩子和

家长达成管用压岁钱的一致共识。三是家长自身示范引

导，教育孩子合理储蓄、理性消费，正视压岁钱，培养

责任心和健康积极的财经素养。

三、财经素养教育对管理孩子压岁钱的内容

家长要教孩子管理钱财。孩子拥有一个记账本，用

这样最简单的方式帮助孩子学习管理金钱。让孩子自己

把日常的花费记录下来，培养自我管理和自立的意识。

要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对于孩子花费不合理的情况，给

予指导，慢慢引导，而不是直接干涉。允许孩子买他自

己喜欢，可能家长认为无用的东西。

利用压岁钱，培养财经素养。通过压岁钱，可以让

孩子早早接触经济，学会理财，培养消费等方面的正确

观念、意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及自立意识。压岁

钱数额较大，可以告诉孩子用来交他的学费，顺便讲一

下家庭中的各项开支情况，让孩子参与家庭财务活动中，

增强孩子的责任感，懂得金钱来之不易，需要好好珍惜。

同时告诉孩子要懂得孝敬和关爱，除了自己使用外，可

以孝敬长辈，也可以公益捐助，使压岁钱的使用更有价

值和意义。

将压岁钱储存进来。年轻一代超前消费、借贷消费

甚至过度消费现象明显。让孩子从小学会储蓄，是提高

财经素养，提升财富管理能力的重要一步。存款的利息

可以作为孩子的日常零花钱，或者给孩子买喜欢的东西。

通过这种方式，孩子就会知道学会积累和储蓄，让小钱

变大钱。另外，通过带孩子到银行去办卡，让孩子对银

行、储蓄也有初步的概念。也要让孩子学会钱生钱，首

先，孩子要知道怎么挣钱。所以父母一定要跟孩子讲自

己是如何通过辛勤努力挣钱的，也让孩子从小明白，赚

钱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除了主动收入，去工作以外，

还可以产生被动收入，让钱生钱，通向幸福生活。

带领孩子进行社会实践体验，孩子之所以无法理

解金钱的概念，经常随意消费，不懂得节俭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压岁钱来得太过容易了，他们还尚不能理解这

些钱的背后应该付出多少的辛苦，因此消费也才过于随

便。因此家长可以带领孩子进行社会实践体验，让孩子

了解金钱来之不易。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带孩子

走访一些他可以尝试的工作如到餐馆做小时工，发传单

等。家长可以提前寻找合适的地方，和老板或相关负责

人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或为了避免给老板带来困扰，可

提前谈好价格，并提前支付孩子的报酬，然后带孩子前

来体验，让孩子体验挣钱的辛苦，从而能够更好的理解

压岁钱的数量以及含义，进而引导其养成良好的消费习

惯。同时通过这样的方法还可以让孩子更好的理解父母

的艰辛，理解劳动的艰辛，理解不同行业挣钱的难易程

度，从而更加好好学习，促进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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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经素养教育对管理孩子压岁钱的路径

1. 根据认知水平选择内容，把握教育之时

对于儿童来说，财经素养的提高要以个体认知水平

的健康发展为前提。例如，儿童需要掌握一定的数概念

与数量关系的知识才能正确认识金钱数额的大小；孩子

需要清楚超市货架上的价格标签代表的是商品与金钱的

等价交换关系；除了这些基本的认知活动，还有一些计

划消费和储蓄等较高层次的认知活动，需要调动计划、

控制等元认知能力。所以，家长不仅要懂得如何开展财

经教育，还要学会结合孩子的认知水平来进行合适的引

导。当然，我们也可以参考西方国家在财经教育领域采

用了何种方法，比如教育事业发达的美国通过对儿童的

不同阶段设定不同目标的方法来进行财经教育。在儿童

的数学认知能力方面，结合教育情况不难发现我国儿童

要比美国儿童发展得更快。总而言之，对于儿童的财经

素养教育，家长要依靠孩子认知水平发展的实际情况采

用确切可行的方法。

3 岁能辨认硬币和纸币。

4 岁能明白每种硬币代表的价值不一样。

5 岁能清楚通过劳动可以获得金钱以及懂得购买的

含义。

6 岁能区分小数目的钱，能数 20 以内的硬币。

7 岁能理解价格标签并可以辨别出自己是否持有足

够的金钱。

8 岁能依靠自身争取零花钱且能产生将钱存入银行

的想法。

2. 让孩子拥有自己的钱，建立管理之责

家长允许孩子拥有压岁钱，孩子才会明白自己是压

岁钱的主人，也就会随之产生对金钱、更是对自己的责

任感，并会逐步习得对金钱的合理使用。因为当他们在

经过一次或几次的自主消费活动后发现手中的余额所剩

无几时，他们就能意识到金钱总会被花光而并非可以一

直拥有。但要让孩子意识到压岁钱属于他们自己的，并

不是一下子要把所有的压岁钱全部都交给他们，家长可

以制定相应的规则，通过一些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双向承

诺来实现引导孩子正确使用金钱的教育目的。比如家长

可以每周向发放一些零用钱，待孩子对金钱的认知水平

有了提高后便可以逐步将金钱完全交给孩子保管。

3. 让孩子参与实践，掌握财富之道

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对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作出简

单分析可得知，年龄较小的孩子对于那些亲身感知过和

体验过的事物理解能力也会相应地加强，所以对于金钱，

如果只是单纯告诉他们金钱的抽象概念，他们会很难理

解，即便是可以分辨出钱币的大小，却很难了解对金钱

的意义并形成金钱管理的意识。只有真正购买了物品，

让孩子参与金钱的流通或存储过程，他们才会懂得金钱

真正意义上的作用。因此在对孩子的日常教育中，家长

可以从孩子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出发，积极创造各种有

效的情境，引导孩子在实践活动中学习管理财富。例如，

在购物过程中，可以引导孩子区分“需要”和“想要”。

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能让孩子形成心理认知，拥有合理

的消费观念，不会滥用金钱，对于“想要”却并不一定

“需要”的东西学会舍；家长需要告知孩子每一件商品

都有其价格，逐渐让孩子懂得对比商品价格，还可以让

孩子养成记账的习惯，并在生活中通过奖励机制对孩子

的付出给予一定报酬，让孩子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日常支

出与收入，在孩子记清自己的每一笔小账目的基础上，

家长可以和孩子共同制定家庭的一些支出计划，让他们

明白每一笔钱精打细算；另外，家长还可以培养起孩子

的社会责任感，让孩子学会用金钱来帮助别人，比如参

与义卖和捐款等活动，了解金钱不只是利益交换的代名

词，还可以是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物质。

对孩子进行财经素养的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语言上，

而是需要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家长要时刻以自己的行为

来发挥榜样示范作用。除了上述的实际情境锻炼形式外，

家长还可以多给孩子讲一些金钱财富类故事以及做金钱

游戏，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让孩子充分调动情感去体验，

从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了解财经素养的相关知识。

4. 和孩子沟通交流，树立金钱之观

从根本上来说，财经素养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孩

子形成正确的金钱消费观念，还在于培养孩子管理金钱、

掌控财富的能力，从而让孩子变得更加独立、更有主见、

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拥有金钱并不意味着就拥有幸福感。

家长要防止孩子产生金钱万能的观念，要让孩子懂得健

康和能力等东西都是金钱买不到的，家长要经常地通过

这些教导来规范孩子的行为。从实际情况来看，孩子的

生活经验较少，认知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在处

理金钱过程中，往往无法确立长远目标，行为缺乏规划。

这时，家长要能够及时沟通，引导孩子控制购买欲望。

同时，在孩子能够对自己购买需要做出选择计划时要给

予鼓励。

五、启示与建议

著名学者爱德华·罗伯特·布尔沃曾经说过：“管理

金钱，很大程度上就是管理自己。”孩子如果能从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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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于金钱方面的科学引导，就能以更平和的心态看

待钱财，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他更能明白，金钱只是

一种工具，它既可以满足人类的某种需求，也能够达成

“给予”，帮助到他人。更重要的是，孩子从中学会了自

律和舍得，成为欲望的主人。

从很早的习俗来看，压岁钱代表着长辈对孩子的一

种美好的祝福，寓意是希望孩子岁岁平安。压岁钱问题

不只是花钱和管钱的问题，而是要利用压岁钱这样一个

特别的钥匙，来帮助孩子迈上财经素养的阶梯。家长们

自身要树立起正确的观念，让压岁钱保留它最初的寓意，

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懂得这一份祝福的价值，并且渐渐

形成正确的观念，知道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懂得每一

分钱都需要做好管理和规划，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金

钱永远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具，压岁钱，只是对孩子给

予爱的一种方式。

财经素养教育应当引起每一位家长的重视，尽早地

为孩子树立起有关金钱的认知对孩子日后的人生具有重

大意义。一方面，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他们需要接触

和金钱有关的活动，比如购物等，在遇到与金钱的事情

时，能否正确应对就需要他们运用到一些财经方面的知

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孩子们可以

通过财经素养能力来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做出合理的规划，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中，财经素养应该是每一个个体

需要掌握的社会化能力，孩子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加

独立的人格，并为社会的发展尽到自身的责任、奉献自

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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