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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心理专家丹妮认为，

孩子盗刷父母网银，等于是

没经过父母同意就拿父母

的钱，这肯定是一个等同于

“偷”的概念。虽然在司法

上来说，偷拿家属成员或近

亲亲属的财物，如果获得谅

解的话不认为是犯罪，但家

长的态度第一是要“重视”，

不能因为不是犯罪行为就忽

略了。首先从源头上，家长

就要管理好自己的手机，不

给孩子可乘之机。

其次，怎么来解决孩子

的这个盗刷的行为呢？一定

要注意的是切忌简单粗暴。

要明白孩子的每个行为背后

都是有原因的，父母一定要

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分析孩

子盗刷背后的行为目的。从

众多案例中可以发现，孩子

“偷拿”钱是为了满足他的

一些需要。如果孩子的需要

是正当的，就要通过正当的

方式去满足，如果孩子在外

面受到胁迫，或者在外面

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家长

应及时帮助孩子处理这些

事情。如果金钱观念有问

题，就要帮助孩子端正金

钱观念，引导孩子学会节制。

如果是沉迷网络上瘾，就

要引导孩子处理好娱乐和

学习的关系，同时必须告诉

孩子，偷钱的行为是错误

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

发展下去，会有严重结果。

所以，当孩子出现这样的问

题时，应该多站在孩子的角

度理解孩子，寻找原因，用

不同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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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永州刘先生 11

岁的儿子小强平日里喜

欢玩网络游戏，是某款

枪战游戏的铁粉。然而，

因为装备太差，小强经

常 输 掉 游 戏， 这 让 他

“很不服气”。于是，一

次，趁爸爸刘先生不注

意，小强拿到了他的手

机，先下载了这款枪战

游戏，用网银充值买好

装备后，再立马将游戏

卸载，同时还将这些消

费信息删除，将证据“消

灭”得干干净净。等他

要玩游戏时，再用其他

手机登录。等刘先生发

现时，小强已经悄悄用

他的手机网银购买了几

千块钱的游戏装备。

被熊孩子盗刷银行

卡的家长，刘先生并不

是 个 案。2015 年 7 月，

南昌的李先生在论坛上

发帖称，突然发现卡上

的六千多元钱一分不剩

了，到银行打出流水单，

发 现 全 是 淘 宝 购 物 支

出。据银行工作人员说，

银行卡和支付宝绑定使

用不需要知道银行卡密

码，只要有银行账号和

手机就能支付。一查才

发现是上中学的儿子偷

用他的手机，自己注册

支付宝帐户，绑定他的

银 行 卡，3 个月刷了六

千多块钱。

如果这还算发现及

时没造成大损失的话 ，

那么最“坑爹”的是去

年的 11 月12 日，江苏无

锡一名 15 岁少年因沉迷

网络游戏，偷偷在自己

QQ 号上绑定了父母的银

行卡，一年时间里竟花

费近 10 万元充值游戏。

不知情的父母误以为银

行卡遭盗刷，连忙报警

求助，经警方调查之后

才发现，原来这都是自

家“熊孩子”惹的祸。

  现象

专家说法

熊孩子盗刷父母网银，

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网友们的

讨论。如何应付孩子们的

“盗刷”行为呢？网友“可

可小子”说：“现在的孩子

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懂的也

多，在玩游戏时没有节制，

作为家长要时刻关注才行。”

网友“乒乓妈妈”说：“其

实这种事情，唉，我以前小

时候也偷偷拿过我妈钱包

里的钱，最多的一次拿了

100 元。我不知道这种现象

普遍不普遍。我只是希望

别太怪孩子，这是孩子不成

熟的表现。这也不代表孩子

就是个坏孩子，好好教育，

好好教导吧。当他真的知

道这么做不对、不好的时候，

他会改正的。”

少年说

编者按：
作家丰子恺说：“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
会转弯。”为了解孩子的世界，本报将陆
续推出“00 后”少年写的文字和故事，在
这里我们可以一探“00 后”少年世界的
究竟，一起分享他们成长路上的欢乐和思
索，也欢迎您投稿到编辑信箱 65252775@
qq.com。

文 / 姜雅平
中国人重乡情，行走在外若能听到

熟悉的乡音，不说泪两行了，心中必是

欣喜的。在异乡如此，在他国更是如此。

一个地方的人的相同口音与习惯，是外人

不懂的隐秘。中国各地方人的“欺生”，

怕就是这么发展而来的，听说上海人尤

甚。

可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没有享受这种

隐秘的机会。我父母的家乡不同，在湖

南这个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调的地方，

几百公里的距离，足够让他们的家乡话

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我的童年记忆

里很少有他们在家说方言的情景，以至

于我从小就有一口与同龄人迥然不同的口

音——普通话，甚至许多发音偏向北方

方言。

这一点其实也算不上我与故乡隔阂

的原因。像我这一类的人，生于一地，

长于一地，求学又在另一地，在异乡生

活的时间远远超过在自己故乡。有些人

幸运，他们长时间在一个地方的停留让

他们找到了“第二故乡”。比如江南之于

文人墨客，但再美终究取代不了家乡的

地位，“人人尽说江南好”的印象到最

后只余“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

叹息。

可令我惶恐的是，我越发感到我这

一代文化的趋同性。不是指文化本身，

而是指我们自己。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

正从故居迁往各地，这些人的后辈基

本上很少能待在家乡，前人的“第二故

乡”成了后辈的故乡。于是，原本祖宗

留下来的东西他们没有继承下来，别人

的东西又没有学像，或是把别人丢弃

的东西捡拾回来，拍干净，然后宣布是

自己的。希望我的想法是杞人忧天，毕

竟每个人的家族往上追溯都不一定是

本地发源来的。据我家的家谱，我应

是山东人，但可惜的是，当下一代问

起的时候，我又能用这陌生的语调诉

说我的家乡么？（作者系湖南师大附中
1322 班学生）

如何应对熊孩子的“盗刷”

飘零人

应对孩子盗刷父母网银行为切忌简单粗暴

对于如何防范孩子乱

玩扣费手机游戏，业内人

士支招：1. 孩子玩的游戏

家长自己可以先玩玩看，如

发现有异常或标明有消费

指南的应及时卸载。2.手

机游戏消费多是通过手机

网络传输信息，只要关闭

网络连接，游戏就变成了

单机游戏，不存在消费的

可能。3. 建议下载绿色健

康游戏，比如语音类、棋

牌类， 较少或不出现扣

费的资讯，或者下载

专门防止儿童扣费的

APP，防止扣费。

   声音

儿子盗刷几千元买游戏装备

湖南首届优秀公益

律师、湖南万和联合律

师 事 务 所 李 健 律 师 表

示， 依 据《 民 法 通 则》

第十二条规定，十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

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活动 ; 其

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

他 的 法 定 代 理 人 的 同

意。因此在本事件中，11

岁孩子肯定无权一次性

消费几千甚至上万元人

民币，因此家长可以主

张小孩的交易合同关系

无效，要求商家予以返

还费用。但李健律师也

强调，家长需承担相应

举证责任，否则也难以

获得法律支持。

被孩子在网络上消费的钱能否追回

怎么办？手机网银被熊孩子盗刷了……

千年学府的开蒙礼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矿辉）

2 月 25 日，位于郴州市汝城县西郊桂

枝岭麓的千年学府濂溪书院，鼓声阵

阵，书声琅琅，一场别开生面的儿童

国学开蒙礼仪式在这里举行。

仪式由祭拜周子、击鼓明志、齐正

衣冠、拜师行礼、点朱开智、书写人生、

背诵弟子规等环节组成。二十多名学龄

前儿童身着传统汉服在老师的引领下

开启了人生中重要的第一课。

“感谢老师教我读书，教我做人，

永志不忘。”孩子 们吟 诵《弟子 规》，

稚嫩的声音余音绕梁，回荡在千年学

府，款款真情，溢于言表。

“开蒙礼”是中国古代对少儿开始

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被称

为人生四大礼之一。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银行卡和手机都在身边，却突然收到一条银行消

费提示短信，“您的卡已消费 XX 元”。大惊失色下正
要考虑要不要报案，最后发现是家里的熊孩子偷偷用
和手机绑定的网银买了游戏装备。近日，湖南永州市
的刘先生就被自己 11 岁的儿子这样坑了几千元。而
记者调查发现，在如今各种电子支付方式风行一时的
年代，家里被孩子偷偷盗刷银行卡的家长还不在少数。
孩子偷刷父母网银算不算“偷窃”行为，被孩子在网
络上“消费”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请看好你的手机和银行卡

小贴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