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盗刷学校虚拟货币

小坤自觉地在家里做午饭

父亲：孩子“不琢不成器”，就是要严厉管教，要让他长记性，知道怕，要让儿子
晓得钱是如何挣来的。

儿子：我做了错事，爸爸很生气，就该被罚。爸爸是让我明白挣钱不容易，我也晓
得爸爸挣钱很辛苦。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心理系主任李红介绍，案例中父亲的这种做法是可取的。这
种方式，对于一个有能力干一些家务活的孩子来说，可以让孩子学到生活技能，也
能让孩子对金钱有正确的认识。

李红说，但家长在实行过程中，也要注意细节，比如在让孩子做家务的过程中，明
确、细化孩子要干的家务活，也要让孩子注意休息，劳逸结合。比如每周有一两天
，该让孩子休息或者玩耍，也要给孩子“减负”。同时也要鼓励、赞许孩子在劳动
中的表现，不要一味地严厉，监督孩子有始有终地完成，确保教育目的性明确，并
取得相应的效果。

11岁的小坤(化名)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挣钱的难处”。因为“欠下”父亲姚先华1
万多元的“债务”，2019年春节以来他不得不以做家务的方式来“偿债”。做饭、
拖地、洗衣服……小坤做得还不利索，但该干嘛干嘛，也很自觉。

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1月底，小坤在家玩手机游戏，偷偷绑定了姚先华的信用卡，
短短40多天里，他在多款手机游戏中充值12000多元。直到2月1日，姚先华去还信
用卡时，才发现账单不对。在揍了儿子一顿以后，姚先华也要求儿子做一年家务来
“还债”。

姚先华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他这样处置儿子，一方面确实生气，同时也要
教育儿子，钱是靠劳动辛苦换回来的。

信用卡被盗刷?

怎么多出10000多元的账单

54岁的姚先华家住泸州市江阳区望江苑小区，之前因为周转不灵，信用卡欠了1万
元，他精打细算，一定要在年前还掉。

2月1日，他去银行还款时，却发现欠的已经是两万多元了。姚先华既疑惑又震惊，
他第一反应是卡被盗刷了，于是赶紧报警，对卡作了挂失处理。随后他又打出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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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一行一行的消费记录显示，这些钱都是在2018年12月中旬到2019年1月底
之间支出的。一开始是一次几元、十几元的记录，后面有时一次就是几百元，总共
支出12900多元，收款方有科技公司、某某游戏等。

姚先华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有银行工作人员提醒，是不是有打游戏充值?但姚先
华根本不打游戏，他倒是看到儿子小坤经常玩自己的手机，但卡一直是自己在保管
，儿子怎么会刷掉里面的钱?为了印证是不是儿子刷卡充值，他当即打电话给妻子
，把儿子带到银行门口来问，儿子支支吾吾承认了玩过游戏，并绑定了银行卡充值
。

姚先华气得不行，当街就揍了儿子一顿，直到众人拉住才罢手。

做家务“还债”

教育儿子钱是劳动换来的

54岁的姚先华以前是一个木匠，2017年开始在云南、老挝务工。他不懂网络，去
年他往返西双版纳-毕节，都是让儿子帮他在网上订的机票。姚先华也不知道打游戏
还要花钱，他说以前看到儿子玩他的手机，只想到手机游戏耗流量，因此每次看到
都会制止。

最近两年，姚先华身体不太好，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了。姚先华的妻子一直
留在泸州，做路口的交通劝导员和照顾一个老人两份工作，小坤帮记者算了一下账
，妈妈两份工作加起来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工资。说起家里挣钱的不易，姚先华便
对儿子打游戏花掉的1万多元痛惜不已。他说在云南的时候，有一天他没事，出门
溜达捡了一大袋矿泉水瓶，最后才卖了9元钱，没想到儿子在家打个游戏，一天就
花几百元。

姚先华决定好好教育一下儿子，“要让他知道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都是用辛苦劳
动换来的。”姚先华说，他给儿子布置的工作，就是每天煮饭、洗衣服、拖地……
所有的家务活都要做。他说以前在家里没要儿子干过家务活，现在要让他“吃点苦
头”。

他的教育理念

孩子“不琢不成器”，要严厉管教

2月15日上午，母亲上班去了，只有小坤和父亲在家。记者前去采访，小坤主动去
烧水泡茶，临近中午，小坤又进了厨房开始煮饭，整个过程中姚先华并没有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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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坤拿出两个菜头，用小刀去皮，洗了后再切片，他计划做一盘菜头炒肉，另外
热一份没有吃完的牛肉。动作不是很利索，但做得很认真。

对于儿子的表现，姚先华虽然觉得孩子已经做得不错，但没有一句表扬。他说儿子
做的菜味道不是很好，有时候会告诉他得加紧学。对于教育孩子，姚先华自有一番
理论，他的大女儿已经是一名公务员，以前读书很听话，也很用功，小儿子要“皮
一些”，所以教育上他也费心得多。

妻子对他如此严厉地教育孩子表示反对，但他说孩子“不琢不成器”，以后长大了
没能力不踏实，害的还是自己。姚先华觉得，孩子就是要严厉管教，要让他“长记
性，知道怕”。他说儿子之前对钱都没多少概念，以为网上打游戏，花的都是虚拟
的钱，不是实实在在的，他现在就是要让儿子晓得钱是如何挣来的。

知道自己闯了祸以后，小坤这几天在家很听话，也很少出门去玩。坐在一脸严肃的
父亲旁边，他的眼神里还有些怯意，他说话很细声，他把玩的游戏讲给记者，也把
自己如何操作充值，收到的验证码翻给记者看。

姚先华此前找到泸州当地媒体寻求帮助的时候，小坤事后还专门给该记者发短信，
希望“姐姐能够帮帮我”。他说平时在父亲身边，知道父亲挣钱很不容易，特别是
最近自己做家务，更感受到了劳动的辛苦。

对话小坤：做错了甘愿被罚

小坤一边做饭，一边跟记者讲做家务的感受，他说做错了事情，被罚是应该的。

记者：以前会做饭吗，小坤?

小坤：以前不会做饭，现在学做。不会的时候妈妈会教我，或者跟我一起做。

记者：喜欢打游戏吗?

小坤：以前比较喜欢打游戏，有时候就偷偷打一下，但以后不会打游戏了。

记者：知道打游戏要花钱吗?是如何开始充值打游戏的?

小坤：要绑卡，要验证码，我就输入进去了。当时不知道要花钱，以为是游戏里的
虚拟货币。

记者：爸爸让你每天干家务活，心里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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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坤：愿意做，我做了错事，爸爸很生气，就该被罚。

记者：知道爸爸为什么要你做家务吗?

小坤：知道，爸爸是让我明白挣钱不容易，我以前在爸爸身边，也晓得爸爸挣钱很
辛苦。

快评：让娃学会担当 家长也需自省

11岁的孩子，他忍不住玩手机游戏，“盗刷”了父亲的信用卡充值。这样的案例已
经很多，不同的在于，这则案例中，家长要求孩子通过做家务来“偿债”，让孩子
得到了教育，认识到“钱是劳动换来的”。

这位父亲的做法值得肯定。教育孩子一个重要的原则，不仅要让孩子认识到自己行
为的过错 ，还要让其为过错行为负责，对造成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去弥补，这样才
能让孩子学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学会担当”。

让孩子学会担当，家长自己也应该学会担当。

孩子沉溺游戏带来的种种问题，近年来并不少见。但这是否完全是孩子的问题?不
是的，早有专家学者指出，孩子的种种问题，其实最终投射和反映的是家长的问题
。

以这个故事为例。孩子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玩游戏，家长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
，这实际上是家长的监督缺位。一个11岁的孩子，很难有较强的自制力，也很难辨
别游戏的危害，如果家长设置了孩子与手机的安全距离，也许孩子就不会犯下这样
的错。

因此，家长惩罚孩子，让孩子知道“钱是劳动换来”的同时，也需要思考的是，自
己对孩子尽到监护职责了吗?让孩子避免沉溺游戏，让孩子辨别生活中的陷阱，这
是一个需要耐心、细致的教育过程。

孩子在弥补过错中得到成长，家长也应该在吸取教训中提高认识，对孩子更好地保
护，让孩子辨别并远离生活中的陷阱。让孩子明白该明白的道理，家长也应该明白
，陪伴孩子的成长，既要用心，也是个“技术活”。也许，这才是一次教训的最大
收获。（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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