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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孩子在网上花钱 家长怎么管

今年 11 岁的小光，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写完作业后玩
手游的时间。身边一起玩游戏的同学并不少，小光除了和大
家一起讨论游戏技巧，有时还会互相询问“氪了多少金”。

小光所说的“氪金”，是近年来在年轻人群体中流行的新
词，指的是在网络游戏中消费。小光自己是个“月卡党”，每月
花 30元左右，还有的同学每月花 100元上下。至于为什么要
花钱，小光倒是非常直白：“不花钱基本玩不下去，或者要花很
长的时间，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

对于儿子在游戏里花钱的行为，爸爸刘辉平时基本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我每个月给他的零花钱就那么多，至于他想
买什么，把钱花在哪，我就不太管了。”不过刘辉也承认，自从
儿子开始玩上了手游，连过去嚷着要的玩具都不怎么看得上
了。相比之下，儿子更喜欢买游戏里的新道具。

“现在孩子在网上花钱是很难禁止的，如果你管得太严，
说不准会有反效果。”刘辉表示，自己小的时候还偷拿过家里
的钱买东西，就是因为当初家长零花钱管得太紧。有了以前
的教训，他希望在消费方面能给自己的孩子多一些自由。“偶
尔我会问问他最近都买了啥，也知道他还是有自己的消费规
划的，就不过多干涉了。”

相比刘辉的宽松管理，祝静对于孩子网络消费的态度明
显要谨慎得多。女儿小雯暑假后上五年级，祝静表示，自己从
来都没给孩子的手机打过钱，也不允许孩子用父母的手机在
网上花钱，尤其是不准网购。

在祝静看来，网络消费本质上是一些数字的交换，没有真
实感，孩子很难对花了多少钱有明确的概念。而且购物网站信
息量太大，她也担心孩子受到冲击。现在，如果孩子想要买什
么东西，祝静仍然会用最传统的办法，带孩子到实体店去挑。

之所以对网购如此戒备，祝静坦言，还是对孩子的自控力没
信心。“平时大人网购都刹不住闸，孩子怎么能控制得住？”至于什
么时候会放开孩子的网络消费，祝静表示还没有完全想好，“到
了高中应该可以，初中可能看情况，小学阶段肯定不行。”

女儿平时比较听话，祝静管起来不用太费心。可在同
样要上五年级的小韩家，爸爸韩硕就曾经不止一次为了网
络消费的事和儿子“斗智斗勇”。“一开始他说拿钱买零食
了，后来我们一查手机才发现，其实是充到游戏里了。”再
后来，儿子知道了老爸是通过微信支付查到的“证据”，还
学会了把手机的消费记录删除掉，更是把韩硕气得够呛。

有一段时间，韩硕停掉了给儿子的零花钱，可父子俩
的关系却越来越僵，儿子还偷偷地去管爷爷奶奶要钱。韩
硕知道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就敞开心扉和儿子长谈了一
次。那时韩硕才了解到，自己以前光顾着批评儿子，却疏
于对他消费观的教育，导致儿子难以抵挡网络游戏里的消
费诱惑。

韩硕表示，自己以前也玩过一段时间的网络游戏，而
那时的网游，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以前主要是点卡式的游
戏，就是花了钱才能玩，有点像门票。现在的游戏基本都
没有门票，但是里面有很多消费陷阱让你踩，花的反而比
原来的钱更多。”

为了让孩子对消费陷阱有更深的认识，韩硕还四处打
听，最终在一名搞游戏的朋友那边了解到了一些常见的引
诱消费手法。“比如游戏策划要在一个活动中推出好几档
价位的礼包，他可以把其中一档做得看起来超值，本来不
想买的玩家也有可能动心。”

有了“理论基础”的韩硕，从那以后也不再一味地批评孩
子，而是用旁敲侧击的手段来给孩子讲这些陷阱套路，事实
证明效果不错，孩子在游戏中的消费数额和频率都大大减
少。现在，韩硕还会抽出一些时间来跟孩子一起玩游戏。“除
了增进感情，也得了解一下游戏公司出没出什么新招。”

“对于如何看待孩子在网络上消费，首先要搞清
楚孩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动机。”北京市青少年法律
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当孩子完成一
笔交易，他能感受到对财产的一种掌控，从中获得一
种成人感。

“除此之外，消费本身也是缓解人们焦虑的重要
手段。这往往是成人消费的一个最大动机，但很多人
忽略了它对于孩子其实也有同样的作用。”宗春山认
为，当孩子的学习压力过大，或者遇到什么不如意，他
会从购买行为当中无意识地获得一种回报感，从而排
解掉自身的焦虑。

“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对于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
的效仿。”宗春山表示，现在的很多家庭，一天到晚不
断会有快递把商品送到家中来，大人收到货时表现出
的满足和快乐，会无形中影响到孩子，这也会促使孩
子去学习大人的这种网购行为。再加上孩子现在几
乎人手一部手机，网络消费因此很容易发生。

在宗春山看来，过去没有网络消费时，人们买东
西要从家去商场，消费的冲动可能在去的路上就会慢
慢降下来，甚至可能中止。但如今的网络消费门槛很
低，动动手指钱就付出去了，也就不会有冷静的过程，
这也导致很多时候人们买来东西发现其实用不上。

发生这种浪费时，大人可能会反思之前的消费行
为，但孩子一般只会沉浸在购买成功时的那种即刻满
足感。“这就给家长提出一个要求，要对孩子进行财商
教育，尤其是要培养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

“举例来说，当孩子有购买的冲动时，父母可以提
前确认这是不是他必需的东西。如果不是必需，孩子
又坚持要买，那能不能让孩子在家里打打工，做做家
务，用劳动的手段来交换？或者能不能提议家长出一
部分钱，孩子从自己的零花钱中也拿一部分？”宗春山
认为，不论是什么办法，目的都是让孩子了解，得到你
想要的东西是需要过程的，而不是想要什么，张张嘴
家长就会满足。

对于是否该让孩子进行网络消费，宗春山表示，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家长不可能把孩子限制在
一个真空环境里，因此肯定要允许孩子进行网络消费，
但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家庭情况来制定不同的规则，
把消费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比如我一个月给你 100
块钱，你要告诉我这 100块钱花在哪了。如果你花得
不好，我得考虑下个月还要不要继续给你，如果你花得
好，或者你学会攒钱了，我可能还会多奖励你。”

宗春山认为，家长应该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向孩子
公开透明，并且告知家庭消费计划。让孩子知道每年
每月花了多少，都花在了哪里，这其实也是一种财商
培养。“为什么有些家境不好的孩子还会偷家里的钱
去花，去给网络主播几万几万地打赏，很可能父母就
没有告诉过孩子我们每月挣多少钱，孩子也体会不到
家庭的难处，他没有概念。”

宗春山表示，遇到孩子偷用家长账户在网上花钱
的问题，有些家长只关注盗用的“果”，也就只会用加
密账户等措施来弥补，但往往会忽略造成孩子这种行
为的“因”。“这就要谈到之前说的消费心理，孩子是不
是压力过大？孩子是不是因为平时在家里就没有平
等表达需求的途径，导致只能走这种极端方式？这背
后都是家庭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

比起新玩具
孩子更喜欢游戏里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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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内在网游中累计

消费 300元，家长将收到通

知。”近日，游戏公司推出的

一项消费提醒服务，让未成

年人的网络消费问题再次受

到关注。在移动支付如此发

达的今天，孩子为了网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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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孩子的网络消费行为，

家长是否应转变过去“严厉

禁止”的观念？家长又该如

何引导孩子的消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