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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3元6角的本子，给1张3元1张6角”

越来越多的孩子，不认识钱了？
扫码支付、在线转账、网络充值、电子红包……当今社

会，随着移动支付的广泛普及，产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越来越多的孩子对钱的实际认识和感知变得模糊。

据近日报道，武汉市一所小学老师请同学们说说用人
民币凑出“3元6角”的组合方式。有学生回答：“先给一张
3元，再给一张6角。”此外，全班40名学生，大部分见过
100元、50元纸币，一半学生能认出10元、20元纸币，从
没见过1元纸币的占一半以上。

白岩松评论称“认识人民币”这一课，该给孩子补补
了！

据长江日报近日报
道，“同学们想一想，如果
我们要买一个3元6角的
商品，应该怎么付钱呢？”

5月28日，武汉市第
一初级中学学苑校区小
学部，一年级数学老师马
欣怡正在上《认识人民
币》一课。她请同学们说
说用人民币凑出“3 元 6
角”的组合方式。有学生
回答：“先给一张3元，再
给一张6角。”

一年级小学生不知
道人民币没有3元、6角的
面额，这让马欣怡觉得奇
怪。

课堂上，她拿出各种
面额的人民币，一张张地
问学生是否见过。全班
40 名学生，大部分见过
100元、50元纸币，一半
学生能认出10元、20元
纸币，从没见过1元纸币
的占一半以上。

日常接触得少，认知
的机会就少，孩子不认识
钱的现象与社会变迁息
息相关。

2010年前后，移动支
付开始迅速在我国普
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统计，截至2023年底，我
国移动支付普及率达
86%，移动支付已成为主
流支付方式。

今年一年级的孩子
多出生于 2016 年、2017
年。“他们在生活中，钱确
实见得少。”马欣怡的同
事、有近30年教龄的数学
教师吕琳说，这种不认识
钱的情况，在最近五届的
一年级小学生中越来越
明显。

家住武昌的刘姗，儿
子正在读一年级。前不
久，她问儿子：“假如你有
两张20元纸币，你怎么去
商店买一个 30 元的东
西？”儿子说：“可以先给
老板一张20元，再把另一
张20元撕一半，凑个30
元。”

孩子的回答让刘姗
非常惊讶。她意识到，孩
子不光不认识钱，也不知
道钱怎么用，不理解“换
钱”“找钱”这些概念。她
回想了一下，发现孩子似
乎只在过年时见过100元
的压岁钱，平时家里都找
不出一张其他面额的纸
币。

不认识钱的孩子对
“钱是怎么来的”也自然
缺少具体的认知。

家长李薇告诉记者，
女儿快上小学时迷上了

“抽盲盒”，有一次要她一
口 气 买 100 个 盲 盒 玩
具。她跟女儿说：“不能
一下买100个，那样妈妈
的钱就花没了。”女儿却
觉得很奇怪：“钱怎么会

‘花没’呢？钱不就在手
机里吗？刷一刷就又有
了！”

这些童言无忌的话
语也引起了不少家长老
师的担心——在移动支
付时代，孩子会不会越来
越不认识钱了？

有家长坦言，孩子从
小没有接触过现金，因此
一年级教元角分的时候
很是崩溃。随着移动支
付的普及，很多人出门都

不带现金了，对于新版人
民币也很是陌生。

据长江日报报道，武
汉市江汉区天一街小学
的数学教师聂鹏记得，他
是 1986 年上小学，那时
的数学课就有《认识元角
分》的内容，老师还讲过
人民币图案背后的故
事。他 2001 年当老师，
经历了至少3次课标和教
材优化，《认识人民币》始
终是教材中的重要一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副院长胡宏兵
表示，随着时代发展，孩
子接触现金的机会变少
了，不认识钱的现象值得
重视。他认为，人民币是
我国法定货币，现金依然
是我国最基础的支付手
段。《认识人民币》这一
课，孩子们仍然应当学
好。

据株洲晚报报道，社会
各界对于孩子不认识钱的现
象展开了广泛讨论。记者采
访了几位家长，他们分享了
各自独特的教育方法，从利
用科技手段到传统现金教
学，展示了如何在现代社会
中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念。

市民刘女士表示，她并
不刻意追求让孩子接触实体
钱，但也不会将钱仅仅视为
一个数字。每次出门前，她
都会与孩子约定好零钱的

“限额”，并让孩子查看手机
屏幕上的微信钱包余额，然
后根据需要决定如何分配这
些钱。购物后，刘女士会向
孩子展示微信零钱上的数字
变化，让孩子直观地感受到
钱的价值和流动。

卢晓则是一位善于利用
科技手段教育孩子的家长。
她教会了孩子使用手机进行
比价，让孩子在购物时能够
自主判断商品的价格是否合
理。卢晓表示，最初孩子并
不理解价格的概念，但通过
一次次的实践，孩子逐渐明
白了“便宜”和“贵”的区别，
并开始主动寻求更优惠的购
物方式。

相比之下，杨旸的教育
方法更为传统。他给孩子买

了钱包，并定期去银行取钱
给孩子“发工资”。只要条件
允许，杨旸都会使用现金进
行结账，让孩子有实际接触
钱的机会。他还给孩子设立
了小账本，将孩子的压岁钱
等奖励记录下来，让孩子了
解钱的来源和用途。

杨旸表示，最初孩子总
是将钱包里的钱挥霍一空，
但在他的反复引导下，孩子
逐渐明白了钱的价值和重要
性，并开始学会攒钱和规划
支出。

金钱教育又称财商教
育，是关乎儿童成长与未来发
展的重要一课。如今，不少国
家专门开发了动漫和游戏，帮

助儿童建立金钱、收入、支出、
家庭预算等基本概念；有些地
区在中小学开设信托基金理
财课程，教孩子们如何投资，
管理自己的财产。

教育专家储朝晖指出，
财商教育不仅是教孩子认识
钱，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理
解和运用金钱的能力，塑造
健康的金钱观和理财能力。
家长们，作为孩子的第一任

“财商导师”，责任重大。
总之，身处数字时代，如

何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
观、财富观，依然是值得深思
和探讨的课题。

（中新经纬 央视频 长
江日报 株洲晚报）

教育专家：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财商导师”

全班一半以上同学没见过1元纸币

@听雨：看来，还是需要让孩子去“打酱油”。
@Cameko：开学时我给了孩子300元现金，让她可以自己去小区里的小店买东西，一开始不

认识钱也不会算，买了几次就懂了，慢慢也知道不乱花了。正好数学课学到人民币，她是班里唯
一不但认识还用过的孩子。

@momo：作为成年人有次拿到张新版100元都觉得惊讶了，很久没见过纸币都不知道
出了这个版本，都不会分辨真假了。

@雯雯：自从五毛的硬币改版后，咱经常把五毛当一毛使。
@YU.：花16元买东西，给商家21元。这个让老外惊讶的操作，现在的孩子是不是也不会了？
@Bryan：数字经济时代金钱概念应该让渡信用概念了，总抱着老概念不放拖累发展。
@江户的河流：1、2、5、10，原来的人民币里面有一个简单的数学架构，就是任意两张能

凑出1—10的数字，不应该丢弃这样的数学思维。
@黎竹：认识人民币很重要，认识人民币很难赚同样重要，现在小孩子对花钱都没概念，

乱花。

银行工作人员在展示银行工作人员在展示2019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年版第五套人民币。。（（新华社新华社））

数学老师带着孩子们通过学具认识人民币数学老师带着孩子们通过学具认识人民币。。（（长江日报长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