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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现象：孩子赊账买玩具

记者调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突然有一天接到学校小卖部的电
话，说我儿子买玩具赊欠了 20 块钱要
我去还，你说这是个什么事？”长沙
的刘先生最近致电本报说，他 10 岁的
孩子看中了校门口小卖店的一个玩具，
没钱老板就让他赊账，然后写下家长
的电话，最后老板打电话让刘先生去
结账。“子债父还”让刘先生措手不
及。孩子在校园外赊账的情况你遇到
了吗？家长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孩子校外赊账 , 如何对待“子债父还”

长沙晨光心理咨询中心，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戴吉博士认为，孩子在校外赊账的行

为可能会让父母感到生气，觉得孩子无法无

天甚至，又有些焦虑，担心孩子从此变坏了。

父母可以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不做孩子

变坏了的预设，先问问自己孩子为什么这样

做？

有的低年级的孩子可能是控制力有限，

看到喜欢的就去买。如果是这种情况，家长

不要过于紧张，过度责备。让孩子明白控制

自己行为的重要性比处理这件事情本身更重

要，可以借此机会给孩子讲清道理，并给与

必要的监督，平时也注意培养他们抵抗诱惑

的能力。

有的孩子可能是从众或者羡慕心理，

看到别的孩子都这样做自己也跟风。如

果是这种情况，家长应该帮他们分析鉴

别，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

要跟风做的。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家

庭规则（比如不许赊账），如果孩子违反

则由他们承担行为的后果（比如扣罚零用

钱等）。

还有的孩子可能平时被管教过严，心理

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旦有机会就不顾不管

赊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种情况下，家长就更应该反省自己。

很多家长说家里什么都有，所以不给孩子钱

去外面买东西。但是，孩子需要的其实不是

买到的东西，而是自己买东西的这种感觉。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家长无论在空间、时间

还是金钱方面给应该给与一定的自由度，满

足他们合理的愿望，让他们在小世界内有掌

控感，才能抵抗外界的诱惑。

C

A
刘先生的儿子乐乐是长沙县

星沙某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刘先

生说平时每天都会给乐乐两三块

钱的零花钱供他上下学在校门口

小卖部买零食吃。

两天前乐乐回家要刘先生给

他买一个变型金刚的玩具，刘先

生没有答应。第二天晚上刘先生

回家却看见乐乐手上拿着一个变

型金刚在玩，刘先生问儿子变型

金刚是哪里来的，乐乐先是不做

声，后来逼急了就说是买的，刘

先生不信说，“爸爸没给你钱，你

怎么买？！”，但儿子就是咬定说

是自己买的。刘先生一开始还想

儿子是不是偷自己钱了，在翻钱包

时却接到了一个电话，“小卖部老

板说我儿子买了个变型金刚玩具，

只出了5 块钱，赊欠了25 块钱让

我去还。”刘先生接完电话找儿子

核实，儿子确认了是这么回事，并

说电话是他留给小卖部老板的。

刘先生狠狠地训斥了儿子一顿，

勒令儿子把玩具退回小卖部。不

过儿子死活不干，没办法刘先生

只好把欠的钱给他还上。

无独有偶，近日有媒体报道

浏阳一所中学门口，小卖部老板

以班级为单位给每个赊账的孩

子记账，每页都记着一些学生的

名字和家长的电话。欠款人数达

上百人，欠款的金额也从 300 多

元到 500 多元不等。 

B
校园外的赊欠是否真的非常

普遍呢？记者近日对长沙几所小

学的周边进行了调查走访，在采

访中记者发现，不少中小学附近

都有小商店的身影，各种各样的

玩具、文具以及琳琅满目的零食，

足以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只要放

学铃一响，孩子们就会不约而同

地往这些店里钻，店老板便开始

忙碌着迎接这群“小顾客”。

在星沙的泉星小学附近，一

个文具店的老板告诉记者，她一

般不会给学生赊欠，但如果孩

子想买个什么东西差个一块、两

块钱的还是可以的，也不用记孩

子名字，因为大部分孩子都脸熟，

孩子们一般第二天都能还上。

另一个玩具店老板也表示，

几十块钱的玩具都不能赊欠，因

为怕孩子们还不起。几块钱一

个的玩具，孩子用零花钱就能买

得起也不用赊欠。但记者随后在

门口碰到一个 10 岁左右的小男

孩，他告诉记者，有一次他想买

个 20 块钱的玩具，但身上只有

15 块钱，最后玩具店老板还是

答应收 15 块钱做“押金”，先把

玩具卖给他，他回去后向爸妈要

了 5 块钱再把帐还上。

此外在长沙燕山小学、马王

堆双新小学周边的小卖店老板都

表示，学生买东西赊欠的情况还

是不多，若差个一两块，又认识

的话暂时欠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小学生还那么小，如果发生

了赊账行为，他们这种赊账行

为有效吗？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

务所李健律师说，小孩子赊账，

这种行为属于民事行为，法律并

没有明确禁止，是靠双方自愿达

成协议的。小孩子，作为限制行

为能力的人，是无权作出大宗消

费行为的：如买电视机、化妆品

等，当小孩大宗消费后，身为监

护人的父母有否决权。同时，小

孩无权购买不符合其身心发展的

商品，如烟、酒等。但是，未成

年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像 10 周岁

的小孩买零食、玩具的行为，是

在小孩认知能力范围之内，因此，

如果因买零食、玩具等赊下账，

其法定代理人有义务为其赊账行

为偿还债务。

调查：小学生赊欠一两块比较普遍

孩子校外赊账了，家长如何

应对呢？乐乐的爸爸刘先生是勒

令孩子退回商品并进行了训斥，

长沙的唐先生告诉记者，他有一

次接女儿放学时，发现女儿在

校外的小卖部赊欠了 5 块钱买玩

具。他将 5 块钱还给小卖部老

板后并没有急于训斥孩子，心里

面反而觉得这或许是孩子理财

意识的萌芽，但他同时也跟女儿

定下三条规定，第一赊欠的行为

一定要如实告诉父母，第二是只

能赊欠购买和学习相关的物品，

第三是金额不能超过 50 元以内。

女儿在燕山小学的坨坨爸爸

则告诉记者，虽然她的女儿暂时

还没有发现有在校外赊欠的行

情况，但如果发生了他也不会马

上训斥孩子，首先一定会让孩子

坦白赊欠行为的前因后果，弄清

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赊欠，如

果是因为大人疏忽忘记给孩子

买某件必备的学习用品了，那是

家长的责任，如果是孩子自己因

为攀比心或者控制不住购物欲而

发生的赊欠，那则会要求她做出

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写下反省书。

大家谈：孩子校外赊账，家长如何应对？

资讯 >>

芙蓉区东湖街道举办首届育儿大赛，
十户家庭争夺育儿“教主”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记者 章清清）1 月

7 日晚，长沙芙蓉区东湖街道首届家庭教

育案例大赛举行，来自湖南农业大学子弟

小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子弟小学、大同

三小的十名家长，从 30 户家庭的海选中

脱颖而出，在此次决赛中分享育儿经，争

夺东湖街道首届育儿“教主”殊荣。

“让孩子在体验中成长”、“兴趣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陪伴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

礼物”……参赛家长以不同的主题，纷纷

展示各自的育儿经。参加本次育儿大赛的

家长中，有教师、科研工作者、公司普通

职员等，平时繁重的工作及生活的压力并

没有让他们放松对家庭教育的探索，对家

庭美德的弘扬，对良好家风的传承。

本次大赛由长沙市文明办主办，芙蓉

区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教育局、区

妇联，东湖街道办事处联合举办。

此次大赛之后，东湖街道还将在

社区、学校组织“大手牵小手”

优秀案例分享会，让更多家庭因此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