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六招，用好压岁钱
■ 刘凯

在任佩的班上，一名叫小川的学困生

常常跟不上教学节奏而“掉队”，上课注意

力不集中、作业不认真完成、学习自觉性差

……都是小川学习的常态。但任佩发现，小

川的成绩虽不尽如人意，但是，他在数学学

科重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在为

他批改作业的过程中，任佩注意到小川的

错题往往是因为过程和细节没有处理好，

整体思路却非常清晰。

2022 年 6 月，小川因为意外摔伤导致

手臂骨折，不得不在家休养。任佩担心本

就学习吃力的小川因为这次事故把功课

落下，便决定利用周末时间到小川家中

为他辅导功课。没想到正是通过这一次

“非正式家访”，任佩对小川的情况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在同小川的父母交流中，任佩了解到，

小川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工作也很

忙，小川主要的学习生活便是婆婆负责。但

小川的婆婆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对他的

学习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在近乎“放养

式”环境中长大的小川，久而久之，养成了

随心所欲的学习习惯，学习的自觉性也变

得越来越差。任佩当即打定主意，要制定一

套适合小川的学习方法，帮助他改善目前

的学习状况，摘掉“学困生”的帽子。

从教十几年、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任

佩根据小川的学习习惯，寓教于乐对他开

展针对性的教学辅导。慢慢地，小川渐渐培

养起对学习的兴趣，学习也开始有了自驱

力。

“小川，这次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完成

得很好，但是有部分拓展题还存在一点问

题，我们一起来探讨吧。”在翻看小川作业

时，任佩发现小川错题少多了，学习自觉性

也有了很大提升。

小川回忆道：“那次任老师辅导完功课

走的时候，告诉我，她不会因为成绩好坏就

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她叮嘱我在家要规律

作息，好好养病，她和同学们都盼着我回

去。”

小川重返校园后，任佩发现以前总是

走神的他变得专注多了，眼神也一直跟着

她的粉笔走。“现在的小川经常主动举手发

言，还养成了有错题就记下来给我看的习

惯。”任佩欣慰地说。

小川的转变，让任佩意识到，送教上门

是老师把知识、方法和关注送到学生心里

的捷径。她的“送教”之路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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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教上门 送爱入心
■ 本报记者 张玥（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小川，伤好些了吗？这次准备了哪些问题需要老师解答？”任佩又一次敲开了学生的家门，为学生“上门解难”。

任佩是眉山市彭山区第四小学的数学教师，从2022年6月开始，在教室里颇为严格的她，因为学生的一次意外，走

下了讲台，走到学生的家中，更走进了学生的心中。

教孩子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 颜克存

送教上门“对症下药”

“伶伶，上次听说你爱看冒险方面的

书，我买了几本带插图的，还带了你爱吃的

零食。”正在房间里看书的伶伶听到门外熟

悉且温柔的声音，就知道是她最喜欢的任

佩老师来家访了。

伶伶在6岁时父亲因车祸意外去世，母

亲带着1岁多的弟弟在外婆家生活，妈妈工

作很忙，伶伶平日里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伶伶成绩优异，但性格因为家庭原因而有

些敏感、内向。任佩意识到，伶伶需要老师

给予更多的爱与温情。

家访时，任佩和伶伶常常在一起聊家

常。“伶伶，遇到困难不仅可以找妈妈和奶

奶，还可以告诉老师。”任佩轻抚伶伶的肩

膀说。伶伶从一开始的羞涩内向，渐渐地和

任佩亲密起来。后来，伶伶开始主动向任佩

分享自己在生活里的点滴小事，甚至是女

生之间的小秘密，她们成了一对无话不谈

的“好姐妹”。

一次，伶伶在作文中写道：“任老师总

是笑眯眯的，我最喜欢听她说话，温声细语

的，真好听。特别是给我讲题时，她总会抚

摸着我的肩膀，就像妈妈的手一样让我觉

得踏实。”

任佩上门送教的温暖不仅暖热了学生

的心，还激励起学生的“志”。学生小浩就是

在任佩的上门关爱中滋生出了努力学习、

积极生活的志向。

周末早上9点，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传

出了朗朗的读书声，时而还伴随着老师的

范读声，

这并不是某个培训机构在居民楼里偷

偷补课，而是任佩在贫困生小浩家里开展

指导。

小浩一出生便被检查出患有髋关节脱

位、多关节挛缩，走路只能靠爬行。他的家

庭境况也颇为复杂，小浩妈妈因天生双腿

弯曲无法站立，爸爸因一次意外失去了左

手掌，家境贫寒，家庭收入主要靠妈妈在网

上售卖手工品和代销农副产品。

得知小浩的家庭情况后，任佩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怎么能让小浩在生活学习中

一直保持乐观进取的精神？任佩认为他坚

强乐观的妈妈便是小浩最好的榜样。

于是，在家访中，任佩有意培养小浩帮

助、体谅父母的意识，并时常告诉小浩，在

沮丧的时候要多学习母亲，母亲总是那样

坚毅，竭尽自己所能撑起这个家庭。“妈妈

总是那么乐观开朗，所以生活中遇到苦难

不可怕，重要的是你要有改变生活的勇气

和决心。”任佩对小浩讲。

任佩每次来看望小浩时，都会带些书

籍和日用品。“小浩最喜欢我为他带来的书

籍，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找到了人生的目

标，立志好好学习，将来学医搞研究，专门

研究治疗怪病的方法，减轻病人的痛苦。”

如今的小浩，已经成为了同学心中乐观上

进、斗志昂扬的好榜样。

一次次的“送教上门”，虽对象不同、
情况各异，但每当任佩打开学生家的一
扇扇门时，都会感受到学生对老师送教
的热情欢迎，心中由此涌上阵阵暖意。

“送教上门虽开始于偶然，但却让我
意识到这是作为一个老师想要做好学生
工作的必然，我要将送教上门这件事一
直做下去，一直做好。”任佩说。

任佩

敲开“心门”激励志气

傍晚，上完一天的最后一节课，我让
孩子们站好路队，打算带他们走出校园。

我们刚刚准备走，就听后面忽然有
个孩子扯着嗓子喊：“快看啊！”我一惊，
以为哪个孩子又在调皮捣蛋，搞什么恶
作剧。

我迅速回过头去，前面的孩子们也
回过头去，我们看见排在路队最后的、个
子最高的姓曹的孩子，正夸张地张大嘴
巴向前方看着什么。见我们都回头，他
就伸手指着前方的天空激动地喊：“快看
啊！”

我们好奇地迅速回转头，望向前方
的天空。只见前方的天边不知何时堆叠
了几座云山，而天空别的地方都蓝得很
干净，没有一丝云彩。就那几座巍峨的
云山矗立在天边，海市蜃楼一样，看上去
很是神秘。我和孩子们都呆住了，稍后，
队伍骚动起来，很多孩子异口同声地赞
叹：“好漂亮啊！”

这时候，队伍最后的那个孩子十分
开心，自豪地喊：“我先看见的！”就是这
得意的一嗓子，让整个队伍安静下来。
就是这一嗓子，给天边神圣的云朵贴上
了姓曹的标签。

我回过头去，见姓曹的孩子仍然大
张着嘴巴，满脸陶醉地遥望天边姓曹的
云朵，他脸上有一道因淘气留下的伤痕，
那道伤痕都变得生动起来。

一个班那么多孩子，为什么只有他
最先发现天边的奇观呢？是不是别的孩
子都循规蹈矩，只顾站路队，准备走路，
而无暇顾及远方的天空？不管怎样，是
他先指引我们，我们才领略到傍晚云山
的奇美，要不然，我们或许就遗漏了一次
美的欣赏。就凭这，得表扬他。

我就冲着姓曹的孩子夸了一句：“真
是个善于发现美的好孩子！”我这一说，
他的脸上立刻绽开了前所未有的笑容。
同学们也向他投去了羡慕的眼光。

因为平时过于调皮捣蛋，他很少受
到老师当众表扬，我想这次突如其来的
表扬，是远远出乎他意料的，估计他永远
也不会忘记。

我带着路队向前走，在不时地回头
观看中，我发现姓曹的孩子仍然笑容灿
烂，他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小天使。

在那个美丽的黄昏，天边神奇的云
朵是“姓曹”的，所有的快乐也是“姓曹”
的。

“姓曹”的云朵
■ 刘恒菊

过年了，长辈给晚辈一些压岁钱，这在国
内几乎成为一种习俗或传统。春节期间，孩子
们会在短期内收到数额不菲的“压岁钱”，有的
多达数万元。一些孩子“一夜暴富”后，便开始
胡乱花钱，逛超市、打游戏、赌博，不一而足，弄
得家长很是头疼。如何引导孩子科学合理地
使用压岁钱呢？我家的做法是：拆整为零，科
学理财，把握契机，教育孩子。

去年春节时，女儿玲玲从爷爷、奶奶、姥姥
等长辈手中，得到了16000多元的压岁钱。面
对这笔“巨资”，女儿有些不知所措。看到小区
内别的孩子大把大把地花钱，她也想“阔绰”一
把，居然想在网上买一部高档手机。

看着女儿“暴富”后的亢奋，我和老公感到
事态非常严重——这并不是简单的压岁钱处
理问题，而是涉及到孩子的理财教育。我们紧
急磋商后，决定就“如何用好压岁钱”这一中心

议题，给女儿上一堂理财课。
我们把女儿叫到面前，跟她说明：春节，长

辈给晚辈压岁钱，并不是为了让晚辈大手大脚
地花钱，更不是让他们在人前“显阔”，而是对
晚辈寄予一种深切的期望和美好的祝愿。给
钱，只是亲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晚辈应该从压
岁钱中看到长辈对自己的厚望和厚爱，要在懂
得感恩的同时，还要学会科学理财。道理说明
白了，女儿也就愉快地打消了“突击花钱”的念
头。当晚，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开始研究
如何科学地使用这笔压岁钱。

第一招：设账户。这招是老公提出的。老
公说，在银行给女儿开个账户，让她把压岁钱
存进去。以后，这个户头就是女儿个人专用的
了，她平时可以随时存入自己的零花钱。老公
认为，设立孩子个人账户，有利于女儿养成勤
俭节约、科学理财的好习惯。女儿听说自己也

将有了“账户”，“待遇”和大人一样了，非常高
兴，愉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招：做专项。这招是我想出的。我动
员女儿从压岁钱中拨出一部分来，用于女儿开
学时交学费、买课外书和文具等。这部分消费
属于“刚性支出”，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
我尤其强调女儿要“设立购书专项款”，这有助
于女儿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女儿也同意这
一决定，把这项内容工工整整地记在本子上。

第三招：表孝心。这是女儿自己想出来
的。女儿说，爷爷、奶奶、姥姥等长辈这么关心
自己，她也该表达一下自己的孝心。女儿歪着
头想了一会，说：从压岁钱中拨出一部分来，给
爱学习的爷爷订一份老年报，给爱散步的奶奶
买个拐杖，给爱听评书和京戏的姥姥买个评书
机，给身体不好的姑姑买几袋营养奶粉，然后
再给睡觉打呼噜的爸爸买个“太空枕”，最后，

再给全家老人共同买一台按摩椅……女儿想
得真周全，看来她真是动脑上心了！

第四招：献爱心。在全家人研究的过程
中，老公提醒女儿：“玲玲，你们学校有没有家
里困难的同学啊？”响鼓不用重敲，女儿马上就
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她大声地说：“对，我还要
拿出一部分钱来，捐赠给希望工程，让那些贫
困地区的孩子也能像我一样背着书包上学
去！”这第四招也算是女儿自己想出来的。

第五招：买保险。这招是我和老公想好
后，征得女儿同意的。我们有针对性地给女儿
办理“少儿健康平安险”“校园健康平安险”等
险种，算是帮我和老公解除了孩子健康成长和
升学成才的一些后顾之忧。

第六招：家庭奖。这招是我提议的，我想
把女儿的压岁钱拿出一部分来，设立“家庭奖
励基金”，我和老公每个月都用工资往里面续

一部分资金。这笔开支主要用于奖励家庭成
员平时认真履行各自“工作职责”“学习任
务”。奖励方法可以是“外出旅行”，可以是“博
物馆一日学”，可以是“老少三代野炊”，也可以
是“看一场新电影”“听一场音乐会”，等等。女
儿对这项支出热情很高，感觉很新颖，于是，这
项支出也记在了女儿的本子上。

六招“搞定”压岁钱后，女儿揣着压岁钱，
拉着老公的手，蹦蹦跳跳地下楼向银行跑去。

今年春节，亲友们都要来我家过年，女儿
还会收到一大笔压岁钱。我已和女儿商定好，
今年春节女儿“暴富”后，我们还将延续这理财
六招，引导孩子科学支配压岁钱，因为通过一
年来的运行，女儿已真正学会了科学理财，我
们也切实把压岁钱的规划与支配，作为了对女
儿理财教育的契机与平台，效果还是很让人欣
慰的。

过完年，儿子的快乐寒假结束了。开学前
两天，儿子整理书包及学习用品时，竟意外发
现他的《数学寒假作业》丢了，我和他一起把家
里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能找到。面对这样的

“突发事件”，儿子顿时急了，如热锅上的蚂蚁
一样，一边围着我团团转，一边忍不住偷偷地
抹眼泪。

儿子弄丢了寒假作业，我一点儿也不觉得
意外。因为平日里儿子就有丢三落四的坏习
惯，而且我曾多次提醒过他，可他就是不听，也
从未意识到这一习惯会给他带来如此严重的
后果。但在我的眼里，儿子此次弄丢寒假作

业，未尝不是件好事，这至少可以让他吸取教
训，改一改身上的不良坏习惯。

看他着急，我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我一边
帮他想办法，一边在脑海里思索着该如何抓住
这次良机，好让他反省，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再为他的错误行为而“买单”。于是，我给
儿子提了两个建议；一是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
十地告诉老师，并说这就是他自己丢三落四的
不良行为造成的后果，但他得自己当面向老师
汇报；二是去市里的新华书店重新买一本回
来，然后利用开学前仅有的两天时间来补作
业，免不了要熬夜，且会失去与朋友一起玩耍

的时间，而且我还额外给他附加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他得把自己过年收的压岁钱拿出一部
分来，支付我从家里开车送他去市区的油费。

对于我提出的两个建议，起初，儿子想都
没想就选择了第一个建议，可没过多久，儿子
就突然开口问我：“如果老师不相信我的寒假
作业丢了，那该怎么办？老师会不会认为是我
贪玩没有写而故意编的瞎话哄骗她呢？”面对
儿子的问题，我当即表示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只能看老师怎么想了。见我如此答复，儿子对
他不假思索的抉择开始动摇了，经过一番思索
和权衡，他又再次下定决心，抛弃了第一个选

择，果断而又慎重地选择了后者。
当儿子做完最后决定，我忍不住问他为什

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儿子倒也坦诚，他直接告
诉我说：“第一个选择确实看似很好，操作简
单，还不用付出，只需要跟老师汇报一声就行，
但我总感觉这样做有点不妥，有些不负责任，
耍赖皮的嫌疑很大，我把寒假作业弄丢了，这
本来就是我的错，我应该承担责任，我不能做
一个逃避责任的人。”

听了儿子的话，我心里倍感欣慰，由衷地
为儿子勇于为“买单”而感到高兴。

之后，我驾车载着儿子从家里去了市区，

重新买了一本寒假作业，并陪着他一页一页补
起来。这期间，虽然儿子也有好几次喊累，但
我看得出来，他的脸上始终都有一种开心在洋
溢，而且他还向我保证，说以后一定不会再犯
同样的错误了，他要改掉平日里丢三落四的坏
习惯。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免会犯一些
大大小小的错误，但不管是大错还是小错，我
们都应该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买单”，我们的孩
子也不例外。作为父母，教会孩子如何为自己
的错误“买单”，也是我们在育儿路上必须要修
的一门专业课，不能缺席。

任佩送教上门，对学生开展针对性的辅导。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