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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辅导》乐哉家庭 

 

 

亲子教育（8）（讲员：周素琴） 

 

怎样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 

 

父母并不是只限制孩子的零用钱，而是要懂得透过给孩子有限的零用钱，让他明白“没有钱

就别花钱”的道理。金钱与工作的正确价值观是自力更生的秘诀，圣经箴言书告诉我们金钱

的价值观是多么的宝贵：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惟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 10:2）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言 13:11） 

“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箴言 15:16） 

 

我们首先要对金钱有正确的认识。很多父母反对孩子身上有钱，认为孩子一旦有了钱就很容

易乱花，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其实，如果孩子身上始终没有他自

己可以支配使用的零用钱，那么他就永远学不会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得到金钱，也不可能从实

际的花费跟支配的过程中学到正确的价值观，以及赚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概念。换言之，父

母不应怕孩子乱花钱，而是应该给孩子正确的观念，让他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也不是

罪恶，而是应该取之有道，用之有方；能够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控制。 

 

怎样传递金钱的观念给孩子？ 

 

1. 教导孩子储蓄 

 

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父母就可以给他一个小的存钱罐子，让他懂得花钱前先存钱。这个过

程可以透过游戏的方法，让他学习把钱丢进钱罐子里，并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孩子培养存钱

的观念。慢慢地，父母可以教孩子把钱存到银行里。 

 

孩子进入小学之前就能够明白：原来我可以把爸妈给我的零用钱一点一点存起来，存到一个

数字之后就可以把钱送到银行里；让他明白银行不是把钱拿走的地方，银行是替我们保管金

钱，也会给我们利息。 

 

当孩子把钱存到银行，不管钱有多少，一定有存折，这个存折最好交给孩子自己保管，而非

是父母代为保管，父母也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孩子的储蓄，孩子才能养成终生储蓄的好习惯。 

 

2. 一定要给孩子零用钱，才能教会他如何用钱 

 

很多习惯的养成，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金钱价值观更是要透过尝试做决定、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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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体会欲望不能满足等等过程，让孩子变得精明，学会恰当的花钱。 

 

或许有些父母认为：“不给孩子钱，他就不会乱花钱”，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孩子还小

时，父母或许还能借助不给钱来控制他的欲望，但他慢慢长大、自己有能力打工赚钱时，父

母恐怕就没办法压制他的欲望了。在此，父母最需要做的并非限制他的零用钱，而是透过给

有限的零用钱，让他明白“没钱就别乱花钱”，从而学会节制的功课。当孩子有所渴望时，

父母不必急着提供满足，而是透过一些过程让他必须付出努力，然后才能得到想拥有的东

西，教会他“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当孩子说“我要买这个”时，父母可以提醒他：“你

有钱可以买得起吗？”让他知道父母没有义务一定要满足他的欲望。 

 

3. 让孩子学着分担家务 

 

孩子天性是勤劳的，但有些父母有错误的观念，不让孩子插手做家务，结果孩子觉得家人为

他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不珍惜家里的一切，当父母年纪老迈做不动，孩子又不肯承担，那

是就后悔莫及。 

 

孩子从约两、三岁起，我们就可以让他参与家里的事，帮忙拿东西、放碗筷、叫家人来吃

饭，他慢慢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即使工作可能简单而重复，但孩子觉得应该做或是对人有益

的话，他就会自动自觉去做，也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人。 

 

有一小部分的父母重男轻女，特别是看重男孩子的家长可能从小就不让儿子做一点点的家

务，这对孩子很不好。周师母的两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一家人住在一个较保守的国家，那

里重男轻女，但周师母还是让孩子参与家里的一些活儿。一次，邀请了一些客人来家里吃

饭，孩子们在厨房里帮忙摆碗筷、端菜，客人好奇问道：“你家两个孩子怎么做那么多的家

务呢？”周师母回答他们，说：“无论男孩女孩都一样，从小要让他们参与一点家务。”这

正正让孩子懂得自力更生，免得父母什么都给他做惯了，当父母老了而孩子又不愿承担时，

父母就会后悔。 

 

4. 千万不要用钱来讨好孩子 

 

最不理想的教导金钱观的方法，就是凡事以钱来衡量价值。比如： 

“帮忙洗碗的话，我就给你十块钱”； 

“你帮忙照顾弟弟妹妹的话，我就给你十块钱”； 

“你这次考试能够考到一百分的话，我就给你五十块钱”； 

“你听父母话的话，我就给你……” 

 

一旦孩子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行情，那么，当父母需要孩子付出感情和真心时，他一样会

跟你斤斤计较，觉得“没钱可给的话，我什么都不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钱来讨好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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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让孩子适度地了解家庭经济状况 

 

当孩子进入小学二三年级，我们就可以让他了解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指所有的经济状况，

而是让他知道经济状况地大概程度、有哪些最主要的支出、哪些是可以开源节流的地方。如

果孩子能为家中的经济尽一份心力，他会懂得节省电源，如：随手关灯、不浪费水资源，让

孩子参与家中的经济规划。但是，千万不要把经济的危机意识加给孩子，免得孩子担心，不

能好好的工作或念书。这是需要技巧的。 

 

6. 让孩子了解父母的工作 

 

让孩子了解父母努力工作所付出的代价，不是单单为了赚钱，而是体会到工作所带来的喜

悦。 

 

周师母有这样的经验：当我的两个儿子还在读书时，我记得有时晚上要到电台做直播，那时

我就会跟孩子沟通，告诉他们听众的需要是多么的大，并告诉他们听众的情况是如何。当我

常常跟他们分享听众的情况时，他们就知道爸爸妈妈在电台工作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耶

稣。这样沟通对孩子的成长、对父母的工作建立正确的认识。 

 

7. 培养孩子自力更生的能力 

 

父母都爱孩子，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要用爱心加上理智，给他挑战自我的机会，让

他成为一个能尊重工作道德、又懂得理财的优秀青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

的，不免受罚。”（箴言 28:20） 

 

当儿女进入青少年，怎样跟他们相处？ 

 

父母要让孩子顺利地脱离父母、独立地生活，但很多时候，当孩子慢慢进入这目标时，父母

却不太容易接受孩子自立门户的事实。 

 

青少年孩子的最大特征就是喜新厌旧，“只要新就是好”；成年人是异中求同，而他们是同

中求异，他们追求新鲜、好奇心特别强。所以，父母面对青少年的孩子时，最好有类似的想

法。若父母对任何事情都能以好奇、有趣的态度作为了解及认同的基础，那么，在孩子的青

春期阶段里，彼此都会有很好的沟通。同样地，有些父母看不惯儿女的打扮，但如果我们能

了解及认同青少年的心理，我们可采用“疏导”代替“禁止”，建立健康地沟通模式。 

 

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相处时，留意以下原则： 

 

1. 关爱、尊重、陪伴孩子 

 

有些父母以为要坐在孩子旁边，或跟他在一起就等于陪伴，其实不是，如果整天在孩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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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他反而会觉得约束。陪伴是一门艺术，一定要懂得拿捏，不要过火，让孩子感受到你对

他的尊重跟关爱，才是陪伴的意义。孩子已经长大了，也要发展自我、建立自我的特质与概

念。如果在这阶段有很好的发展，他们到成年时，表现就超过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要尽量

给孩子时间和空间，以尊重的态度，真诚的关怀和轻松的方式作出陪伴。 

 

2. 信任孩子 

 

我们要相信孩子人前人后的表现是一样的。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都在父母呵护下长大，但随

着年龄慢慢长大，他自由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父母难免会怀疑孩子是不是去了不该去的地

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父母仍然要告诉自己“要信任孩子”，信任感具有感染力，让孩

子体会到：我不能做一些辜负父母的事情，因为父母信任我。自然地，信任建立了孩子的责

任感，给予足够的安全感，对自我价值的建立及自我认同有正面的效果。 

 

3. 孩子的偶像是谁 

 

青少年的孩子心目中都有偶像，在心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成为孩子之间的共同话

题。如果父母愿意开放心胸，参与儿女的兴趣，就会了解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建，藉此建立关

系，互相尊重，成为彼此的好朋友。 

 

4. 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讲话 

 

大部分孩子非常不喜欢跟父母讲话，因为觉得大人爱说教，更糟糕的是，父母说话的内容他

已经听过无数遍，父母要先体谅孩子还是会常犯错，可能是长期养成的一些习惯，又可能不

是不愿改变，而是父母要求的过高过快。我们要体会孩子，将心比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

经历青少年的阶段，想一想你的当年，你是怎样在反抗父母的权威之下走过来的？想想自己

的内心世界，再跟孩子的内心世界，将心比心，以对等公平的态度对待孩子，你就会发现，

和孩子心平气和的讲话不再困难。 

 

5. 看看孩子的课本和课外读物 

 

我们有时候真的要体谅孩子，他不单只有功课的压力，还有考试的压力，你能够了解孩子的

学习情况后，相信就比较能尊重孩子，体贴和欣赏他们的辛苦。 

 

6. 孩子的心事跟谁说？ 

 

根据教育部的一个调查，一般的青少年对于“家”的定义很困惑，但对“朋友”的定义则非

常明确，可见朋友对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孩子能把心事跟朋友讲出来当然是好事，但父

母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角色就不重要，在这阶段里面，对于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是朋友，所

以，你要关注并且尊重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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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欣赏的角度看孩子的一切表现 

 

青少年身心变化非常微妙，有时孩子本身都难以控制自己，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期的状况，如

果父母能以欣赏的角度出发，以愉快的心情陪伴孩子度过尴尬的年龄，就可以化解许多不必

要的误解和冲突。 

 

父母要守住和做到以上七个原则的确不容易，花很多的心思和孩子相处，让孩子在发展自我

的重要阶段里，他们能在父母的智慧和关爱中顺利平稳的度过，这是最宝贵的。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

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歌罗西书 3: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