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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包”蕴含教育大智慧

曾几何时，孩子们的压岁钱被家长
“充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今，问问身
边亲朋、寻访校园学生，记者却得到了这
样的信息：压岁钱已不再“充公”。

“我很喜欢过年，因为可以收到很多压
岁钱。很小的时候，我的压岁钱一直都是
会上交给妈妈保管的，而今年收到的压岁
钱妈妈让我自己保管，妈妈说，让我有金
钱的概念，合理支配金钱。”今年 13岁的潘

诗涵特别开心，这个年，对于她而言，可谓
成长道路上的里程碑。压岁钱可以归自
己保管并自由支配了！对孩子来说，这可
是件大事。

吴城灏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说
起春节最激动人心的事，莫过于收红包。

“当长辈们把红包塞到我的手里时，我就想
着这个红包里到底有多少钱，回到家就忍
不住拆开看看，想着等春节结束时我会拿

到多少钱。”一个孩子羞答答的春节心事，
就这么跟记者乐呵呵地说开了……

与潘诗涵、吴城灏这样的大孩子不同，
一些还未经世事的幼儿也拥有压岁钱的

“主权”。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家有幼儿
的家长，虽然选择帮助孩子保管压岁钱，却
不再像过去把孩子的压岁钱“充公”。市民
邹先生介绍：“从孩子出生那年起，我和她
妈妈开个专属账户把压岁钱都给她存了，
现在 5岁了，我们买了存钱罐，引导她自己
保管压岁钱。”邹先生还表示：“现在都是手
机支付，我们打算带她拿着压岁钱去选购
自己喜欢的玩具，让孩子有现金的概念，也
认识下钱的支付功能。”

压岁钱“充公”成历史？

货币更迭，压岁钱的民俗却代代传
承。小小一份压岁钱，承载着长辈对孩子
健康成长的深情期盼，亦饱含晚辈对长辈
满满的祝福与感恩。压岁钱里，传承的不
只是经久不衰的文化，更有一代对一代绵
绵不绝的爱。父母在与孩子谈论压岁钱的
时候，应谈钱，也莫忘说爱。

归根结底，压岁钱凝结着长辈的劳动
成果。孩子们获得压岁钱看似容易，未经
世事的他们或许缺乏钱的概念，只知钱可
作何用，却鲜少了解钱从何而来。家长给
孩子压岁钱之余，不妨告诉孩子，这份宝贵
的馈赠来自长辈的辛勤劳动和付出，借此
机会为孩子介绍获得钱的途径，教导孩子
合理消费和储蓄，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金
钱观，适时对孩子进行自立教育。健康的
金钱观和自立观，不仅能给孩子现实意义
上的指引，也将是孩子精神上的一笔财富。

压岁钱里，也饱含长辈对晚辈沉甸甸
的祝福。当孩子接过大人压岁钱的那一刻
起，就接过了祝福。事实上，家长的付出如
细水长流，却又绵绵不绝，远不止一份压
岁钱。只是，在压岁钱这样特别有仪式感
的举动上，孩子们感受到了红彤彤的喜
悦。送出压岁钱时，长辈们免不了对孩子
说“健康成长”“学习进步”之类的祝福，
而无论怎样的祝福，都源于一个字——
爱。孩子收到压岁钱，父母的责任除
了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和使用，更应告
诉孩子压岁钱的最大意义所在。
知道什么是爱的人，才会爱人，才
会一代一代传递爱、反馈爱。
这才是成功的教育。

压岁钱的底层逻辑里
应有这样一条：爱出者，
爱返。育人者，莫忘。

☉本报记者
邹美玲

谈钱莫忘说爱

压岁钱到底归谁、由
谁支配？听听律师怎么
说。

福建泾渭明律所的
律师邱苏燕表示：

首先，在法律上，给
孩子压岁钱属于赠与行
为，压岁钱应当归受赠人
所有。我国《民法典》第
657 条规定，赠与人将自
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
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
的合同。《民法典》第19条
规定，8 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
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接受长辈的压岁钱属于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
为，未成年人可以独立接
受；长辈有权决定给还是
不给压岁钱，把压岁钱交
给孩子后，这笔钱就属于
孩子，孩子即受赠人。

我国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也规定，父
母应当妥善管理和保护
未成年人的财产，不得违
法处分、侵吞未成年人的
财产或者利用未成年人
牟取不正当利益。压岁
钱归未成年人本人所有，
未成年人可以委托父母
保管，父母不能据为己
有，也不能单纯为自己消
费。如果父母想用压岁

钱为未成年人购买供其本人使用的学习
用品、生活用品、给孩子报辅导班等，则
不在法律禁止之列。

其次，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受到
不同限制，只能从事相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结合不同年龄段的身心发展规律和
成长特点，我国法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能力作
出了规定。《民法典》规定，不满8周岁的
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 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
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虽然压岁
钱归小孩子所有，但是，小孩子不能随意
消费或者支配：如果是不满 8周岁的未
成年人，应当由其父母代为支配；如果是
已满 8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仅能实施与
其年龄、智力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
购买大件用品或者大额打赏主播等，这
些都需要经过父母的同意或者追认。

最后，《民法典》第 1188 条规定，有
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
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
偿。也就是说，如果未成年人对他人构
成侵权，比如将别人打伤、磕坏了别人的
门牙、毁坏了别人的玩具等，则应当从未
成年人本人的压岁钱中优先支付，剩下
的再由父母赔偿。

☉本报记者 邹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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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闹闹的春节，对于孩子们来说，压岁钱是他们的
“重磅节目”。压岁钱的由来是什么？收压岁钱有哪些礼
仪？孩子的“小金库”归谁支配？怎么管理？小小一份压
岁钱里，蕴藏着教育的大智慧。

家长对孩子压岁钱的“收”与“放”，不仅
可以体现孩子的成长，也足可一窥随着时代
变迁，教育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巷口中心小学六年级段长戴月红老师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
重的传统佳节，凝聚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文
化精华。作为流传至今的年俗，压岁钱不
仅承载着文化底蕴，也富有教育价值。一
方面，包括贴春联、压岁钱、逛庙会在内的
许多年俗都非常值得向孩子进行年俗教
育，从中传递知识、传承文化。家长可借
此机会，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文化内涵，让孩
子了解压岁钱是给小孩“压祟”，祝愿孩子

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成长；给老人“压岁”，
是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由此让孩子知
道，压岁钱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优良传
统的体现。

戴月红老师认为，现在部分家长对未
成年人的教育是隔离金钱的，而未成年
人 应 当 对 金 钱 有 基 本 的 理 解 与 把 握 。
在如何保管压岁钱方面，有的家长会因
为不信任孩子，全部“没收”。家长们
不愿孩子自行保管压岁钱，体
现 对 孩 子 管 理 金 钱 能
力的担心。这

种担心不无道理，但也反映出孩子需要
形成理性的消费观念和金钱意识。家
长可能的确是在帮助孩子保管，但也
丢失了教孩子认识金钱、学会花
钱的绝佳机会。建议家长根据
孩子的不同年龄段的特点，
在压岁钱这件事上给予
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压岁钱富含教育价值

令人惊喜的是，家长放开压岁钱掌
控权的同时，不少孩子的做法叫人暖心
又惊喜。

“今年是我妈妈的本命年，就想着从压
岁钱里拿出1000元给妈妈买一份礼物。剩
下的钱根据我学的储蓄知识进行合理的理
财，等到要用的时候再取出来。”第一次自己
保管压岁钱的吴城灏，已经有了自己的想
法。吴城灏妈妈欣慰地表示，本想让孩子自
己保管压岁钱，让他有理财意识，逐渐学会
自己分配金钱，并在自己支配压岁钱的过程
中，明白钱来之不易，没想到还收获这样的
意外之喜。

谈起压岁钱如何使用，潘诗涵头头是
道：“我是这么安排压岁钱的：我会把大部
分钱存起来，留下来一小部分，买一些简单
的学习用具、去书店看书时买一些喜欢看
的书，或者爸爸妈妈生日、妇女节等一些
特殊节日给他们准备礼物。我准备了一
个记账本，打算把每次花钱的金额和用途
记录下来。”潘诗涵的妈妈郑镶告诉记者，

自己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压岁钱方
面一直都比较民主，不过民主不代表放任
不管。她认为：“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想
法和看法，孩子的理财观念培养也是尤为
重要，所以就放手让她自己来支配，但是
起初我会跟踪孩子使用情况并给出建议，
从而间接培养孩子的金钱观、价值观和人
生观。”

学会自己分配金钱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新学期，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迎宾分校西
门新增一道全新的风景：木质围栏中间是拱门
入口，可爱的小兔玩偶担任门童，整齐的菜箱
有序排列，石板路向前延伸，彩色轮胎、管道
也来亮相，各种蔬菜幼苗正冒出嫩叶，茁壮成
长……市二实小迎宾分校新建成的劳动实践
基地令人充满了期待。

“原来的边角地是地下停车场入口与围墙
之间一块不规则的狭长地方，地下管线多，地
面不平整且土层浅，井盖多，无法使用传统的
成片成垄种植。通过咨询专业人员采用高强
度的镀镁铝锌彩涂钢板材制作菜箱，菜箱尺
寸因地制宜，不破坏原有的绿地，避开井盖和
树木，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灵活施工。”陈
亚娜校长介绍，为了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
体系，学校于 2022 年秋季决定筹建全新劳动
实践基地，充分利用学校的边角地方，建设一
个学生喜欢的菜园子，进一步优化劳动教育
教学环境，丰富学校劳动教育资源，提升学生

的劳动素养。
市二实小迎宾分校一直把新课标作为劳

动课程的指南与方针，秉持“人人都是劳动教
育的老师，处处都是劳动教育的场地，时时都
是劳动教育的时刻”的理念切实开展劳动教
育。劳动课一直深受孩子的喜爱和欢迎。不
同类型的劳动课，有不同的劳动教师，有班主
任、辅导员或其他学科教师。新学期增加的“快
乐农场”校本课程，以认识生态为切入点，以菜
园劳作、蔬菜种植为核心，读、学、做三点融合。
让学生扩大知识面，增加对环境的认知；通过动
手实践，将动手技能转化为生活实用技能；让学
生丰富生活体验，身心健康成长。“在新学期，
我们打开劳动课堂的边界，连接生活，融入生
活，学生在自然的土壤中扎根、成长。音乐课，
让学生走进‘开心农场’去聆听虫鸣；美术上，
在草坪上画下蓝天白云。在不同的劳动课中，
学生将掌握不同的劳动本领，并将学会的劳动
本领在学校或者家中进行展示，从而让学生
形成热爱劳动的态度。”陈亚娜说道。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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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手抚琴，勾托抹挑，曲子如小桥流水，温柔婉转，市二实小三
年（15）班董丁丹认真地演奏着古筝曲目《香山射鼓》（下图）。她的
指尖与琴弦共舞，身体随曲子律动，每一个弹拨都力求准确细腻，
努力提升对“音”的精准表达。

董丁丹是市二实小啦啦操社团的主力队员，除了学习古筝和
啦啦操外，她还穿插着学了声乐、主持人、书法、绘画等技能。董丁
丹的妈妈黄美雪介绍，从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就和丁丹一起制定学
习目标，丁丹都是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来学习技能。“上学期间，

早上起床后进行 20 分钟左右的阅读；主持人的作业
有时利用路上或吃饭等零碎的时间多听、磨耳朵，然
后再找个写作业休息时间或睡前的一点时间进行练
习；古筝一般是午饭后练个半小时左右；软笔书法是
上小学前练的，上小学后断断续续练，后来参加硬笔
的活动比较多，有时间就多练，没时间就少练一点，
比如这次寒假以练习对联为主，硬笔每天只练习 4个
字。”在黄美雪看来，让孩子学会从小做时间的主人，
并注重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和执行力，才能在实现一个
个的目标后不断前行。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要挤出来。对每件事的完
成过程有一个时间预算，削减可做可不做的事，提高做
事效率。”黄美雪说道，学习之余，在各种技能中，丁丹
目前一直认为绘画是她的最爱，先学了儿童画，后来学
国画，主要是借助完成课内的手抄报作业和参加一些
比赛活动来提高技能，丁丹书法和绘画作品先后获得
全国、省市各种奖项十余次。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 李 林 图

做时间的主人提升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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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诗涵正认真规划压
岁钱如何使用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摄

▼市二实小迎宾
分校新建成的劳动实
践基地萌趣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