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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常常因为孩子买玩具的事头疼吧——

这样买玩具，培养孩子财商

第    步：咱们交换玩具吧
彤彤还没出生的时候，一直

很期待孩子到来的爸爸妈妈早就
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彤彤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整天与玩具为伴的生活，无论去
哪，一定会把她的那几件特别钟
爱的玩具带上。

后来，孩子渐渐大点了，家
里人会带她去小区里玩或者是去
别人家做客，而这可愁坏大人了。
每次，彤彤看到别的小朋友好看
的玩具，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
家的抢过来，经常惹得别的小朋
友哇哇大哭。而如果是她没有抢
到的话，就自己在那里哭。好几
次，家里人实在没办法，弄得大
家都很尴尬，于是就只好承诺带
孩子去买。可是，很快，他们就发
现这一招不行，因为彤彤每次看
到别人家的就会让爸妈带她也去
买个一模一样的，要不然就不肯
罢休。

后来，家人觉得这样下去不
行，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交换
玩具。交换玩具的目的在于，让孩
子学会分享。几个小朋友到一起，
如果互相“看上”彼此的玩具了，
那家长就鼓励他们换着玩，你玩
我的，我玩你的，回家的时候再换
回来。

“以前觉得这只是解决了娃
娃们争抢玩具的问题，回头一想，
这可能也算是帮孩子建立了最初
的理财观念。愿意与别人交换和
分享，学会作出取舍。”彤彤的家
长称，说了回家的时候换回来就
得换回来，不能耍赖，这就告诉
孩子要诚信。“而从大人的世界来
看，诚信和取舍正是未来孩子投资
理财所需要的基本品质。”

专家观点>>

让孩子有能力自己创造“财富”最重要
孩子的玩具犹如孩子的财产，怎样合理添

购、科学管理，让投资玩具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最
大效益，这和投资理财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玩具培养孩子的财商，首先，要培养孩
子管理自己玩具（私人财物）的意识。比如，可通
过幼儿园教的童谣：“自己的东西管理好，别人
的东西我不要。”教会孩子收拾玩具，同时对孩
子爱惜玩具的行为加以表扬。其次，让孩子愿意
与人交换或分享玩具。在灌输“好东西要与人分
享”这样理念的同时，让孩子真正体验到分享带
来的快乐、交换获得的愉悦。再次，购买前要和
孩子商量好。新的玩具层出不穷，商城橱窗里面
摆放得琳琅满目，但孩子不可能全部拥有。面对
各种玩具的诱惑，购买前要和孩子商量好。最后，
让孩子有能力自己创造“财富”最重要。可鼓励
孩子利用家中原本拥有的一些废物，如碎布、瓶
端、木块等来自制玩具，甚至可以让孩子在破坏
的基础上创建，比如把现有玩具拆装，把完整的
东西弄得支离破粹也无妨，重在发展孩子的动手
创造能力，具备了这一能力，孩子就拥有了无穷无
尽的“财富”来源。

除了玩具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途径和
方法可以培养孩子的财商？培养孩子的财商的途
径很多，比如学会管理自己的压岁钱，压岁钱怎么
花也是大有学问，做父母的可以细心引导；还有，
让孩子尝试去卖商品赚钱，卖报、卖小玩意儿等，
都可以让孩子在实践中与钱打交道，有助于培养
孩子正确对待金钱的态度。

——长沙新翼晨光心理服务中心，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姜巧玲博士

链接>>

买10个玩具“分10个月”送 
著名影视演员海清为了让儿子养成节俭的好

习惯，坚持“穷养儿子”的教育方针。近日，她在
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有次他爸一下给他买了
10个小玩具。然后我马上接下茬说，这10个是分
10个月给你的。他就每天看，但不拆。他今天还
看呢，自己还算着说，到7月1号我就能有个新的

了。”

爸爸鞋里藏4000元 
10岁儿子拿走大半买玩具

据6月13日红网报道，家住长沙芙蓉区的
王先生将4000元藏在鞋子里，不想被10岁儿子
发现，拿走了大半去买玩具。“他用2000多元在
小学旁的玩具店买了4架遥控飞机，便宜的100

多元，贵的400多元，他不敢带回家就寄放在玩具
店。还买了4辆遥控汽车、2个游戏机、6块手表，
这些东西大部分都送给了同学，其他的钱就零花
用完了。”王先生说。

玩具，每个孩子童年中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孩子对于玩具的喜爱也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特别的嗜好
一样。因此，给孩子买玩具也就成了每一个家庭都无法绕过的话题，家长和孩子在玩具上的博弈也一直在进行
着。父母抱怨孩子不爱惜玩具，今天买了明天就扔了；一买就得买好多；每次看见玩具就不动了。而孩子也一直
生气爸爸妈妈怎么就这么小气，连个玩具都不肯给我买……其实，玩具就像是孩子的私有财产，家长与其跟孩
子为玩具而“斗争”，还不如乘机利用买玩具这件事培养一下孩子的财商，就如同今天这位妈妈的做法。她，就
是通过买玩具一步一步对孩子进行财商培养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她的“三步走战略”吧。

咱家故事>>      看聪明的妈妈怎么买玩具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旦

彤彤上幼儿园的时候，渐渐
地学会了喜新厌旧，她对于任何
一件玩具的喜爱一般来说不会
超过一个星期，有的甚至是玩了
一天就扔到一边了。这让家长很
是苦恼——孩子这么“败家”以
后可怎么办？尤其是有时候带孩
子去逛街，孩子一走到玩具店就
不会动了，死活都拉不走，有时
候甚至直接抱着玩具就不肯松
手了。而如果父母买了她不喜欢
的玩具，她就会直接视而不见。

后来，有人教了彤彤的父母
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规
定多久买一次，而且一次只能买
一个。为此，父母就和彤彤定下
了协议：每隔“21天”才能买一
次玩具，而且一次只能买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很难接

受，一到玩具店也还是和以前
一样，但彤彤的爸妈决定“狠一
把”——孩子哭就让她哭好了，反
正不管怎么样，你必须要隔21天
才能再买玩具。慢慢地，孩子也不
“反抗”了，默默地接受了规则。

“21 天”的规定在不知不
觉中让孩子学会了遵守规则，学
会了等待，学会了拥抱希望。彤
彤的父母称，记得之前看过一本
关于孩子理财的书，里面说教导
孩子投资，不是学习如何分析，
也不是要计划赚多少，而是先训
练耐性，锻炼他们等待的习惯，
明白要达成目标是需要时间的。
“说得很有道理，其实咱们成人
在这方面也相当缺乏，不够有耐
性，要知道财富的积累正是建立
在时间之上。”

彤彤上一年级的时候，手头
上开始有零花钱了，虽然每一周
只给10元，但除了购买基本的学
习用品外，也还是有一定剩余的。
刚开始的时候，孩子拿到钱就放
手买，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于是，
她很快就发现钱没了，又去找父
母要。为此，彤彤的父母就想到了
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你不
是经常吵着要买玩具吗？那好，
买玩具的钱只要你自己能支付一
半，就随便你怎么买。

有了这个规定后，彤彤买玩
具的做法也有所改变。比如之前
她会要求直接去商场买玩具——
当场就能拿到玩具的感觉就是
好。之后找机会告诉她，如果在
网上买，只需要花费 2/3 甚至 1/2 
的价格就能够买到完全相同的玩

具，这样可以留下更多的钱做别
的事情，但就是需要花多几天的
时间等待。最后，孩子往往觉得
是能够忍受那几天的，大多数情
况下选择了“等待 ”。

彤彤的妈妈称，要孩子付一
半的钱的初衷是要孩子买玩具
节制一点，不能看见喜欢的就
要买。“后来发现这样似乎既
可以帮助孩子学会控制消费
欲望，形成计划怎么去用钱的
习惯，学习怎么去掌握和支配自
己的‘财产’，也能够了解量
入为出和资源有限的道
理——因为买了这个
就不可能再去买其他
的东西，要买只能等到
下一个零用钱发放日了，或者通
过自己的努力来赚取。”

第    步：买玩具的钱你自己支付一半吧

第    步：“21天”和“一次买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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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还没来到
这个世界上，爸爸妈
妈就给我准备了很多
很多玩具，比如上面
的泰迪熊。

我到小朋友家去
玩，我想玩他的玩具
的时候，他自己也想
玩，咋办？妈妈让我
拿自己的玩具跟他们
交换……或者，要我
等够21天才帮我买。

妈妈说我长大了，有自己的
零花钱，我的玩具我要花自己一
半的钱，还有其他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