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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班主任俞炜权看来，一

些家长直接给零花钱进行“绩效”奖励，拿学业成绩

等来“变现”，存在一些“副作用”，对十来岁的初中

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他建议，可以调整为积分制等形式，让孩子通

过付出劳动、努力等，一点点积累积分，获得自己可

支配的额度，从而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有孩

子着迷打篮球，影响到了学业，可以和孩子商量积

分兑换，完成学业、劳动等的小任务后可以兑换额

外的篮球时间等，孩子有达成任务的成就感，感受

劳动获取成果的快乐，也更会规划安排时间。

“现在家庭条件好了，孩子获得物质的满足更

容易，太容易获得，往往会导致不珍惜。因此，比起

给多少零花钱，让孩子在获得零花钱的过程中学着

珍惜，这样的教育更重要。”

俞老师也特别提醒，孩子成为初中生，家长给

了零花钱后，就不要像孩子小时候那样过多干涉，

引导、信任孩子，是对孩子成长的肯定。“孩子自主

支配零花钱的过程，是成长和收获的过程，也是自

律、自理能力和财商的一种培养。”

另一方面，他建议，不管是零花钱还是其他方

面，家长和孩子做好了约定，双方都要守信。“不管

是零花钱或者电子产品的使用，订好了目标、约定，

孩子完成了，就要不折不扣兑现。摇摆或者随意破

坏游戏规则都会损伤亲子关系。遵守约定、守信，

在家庭教育、亲子相处中至关重要。”

老师说法：比起给多少零花钱，这些更重要

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每个月给多少零花钱合适？

最近，不少家长和记者诉说烦恼：孩子上初中了，母亲的新焦虑又“上新”了，年龄涨了，零花

钱要涨吗？

每月“底薪”100元，期末考上95，每门再奖300元

杭州妈妈把零花钱发成绩效奖
“重赏”之下会有牛娃吗？

本报记者 金丹丹 通讯员 项金忠

杭州家长临妈遇到了零花钱难题。儿子五六

年级时，临妈开始固定给零花钱，每个月有“底薪”

100元。除了买一些文具、零食外，小临的零花钱

大部分都花在自己的科技制作上。

到了六年级，临妈一方面想让儿子尝试理财，

培养财商，一方面也想激励他在学习上更进一步，

除了“底薪”外，还尝试加上“绩效”零花钱。

“期末考试等如果考到 95 分以上，每门会奖

励 300 元，也是激励他在学业上对自己有更高要

求的一种方式。”临妈说，这个“绩效”奖起了一定

的作用，比如上学期的期末考，小临就有两门课超

95分，赚了一笔“大钱”600元。

马上要读初中了，临妈苦恼了，继续用“底薪”

加“绩效”给零花钱合适吗？按照学习态度、成绩

发放真的能有激励作用吗？会不会因为难达标，

娃直接摆烂了，达不到效果？如果孩子看在“钱”

的份上去学习，会不会反而走偏，得不偿失？

家长岚妈也有类似的做法。女儿在运动上

比较弱，为了鼓励女儿，暑假里，她和老公一边

陪着女儿锻炼，一边和女儿约定奖励——每天

坚持跑步、跳绳，30 天可以拿到 200 元的额外零

花钱。

“比起学业，我们更希望她能有个好身体。特

别是现在青春期，她不爱运动，天天宅家里，不光

胖了很多，人也苍白，体质又差。”岚妈说，以前劝

女儿出门跑步比登天还难，而这次似乎是“投其所

好”，二次元的女儿买周边需要购物基金，已经运

动打卡持续三十多天了。但她也担心，这样的激

励，到底有没有可持续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家长给孩子零花钱的方

式各不相同，从小学升到初中，有继续维持原样的，

也有主动给孩子增加的，有些家长要求孩子做家务

换取零花钱，“多劳多得”，有些将零花钱与学习、运

动、练琴等挂钩，比如“每天额外做一份计算卷”“认

真用草稿纸七天”“每天练琴40分钟”等等，就可以

有额外零花钱奖励。

为激励孩子，自创“绩效”奖

亭爸是朋友中公认和娃关系亦父亦友的家

长。“我们没有给过专门的零花钱，儿子有需要的东

西，会告诉我们，我们来买。”亭爸告诉记者，在零花

钱这件事上，不能光压制，也要多听听孩子的需求，

孩子对零花钱的合理需求应该被看见，被满足，这

也是对孩子的信任和尊重。

“有些时候，孩子的需求在我们大人来看是

不那么‘有意义’的，但在特定的年龄阶段，我觉

得还是要尽量去理解他，支持他，同时做好引

导。”亭爸说，儿子小学时，有段时间非常迷奥特

曼卡，时不时提出要买，“他非常喜欢，我们也给

他买过不少。有次生日，我还送给他一盒超大

的奥特曼卡，孩子特别开心。买卡大概持续了

一年时间，花了一些钱，我们也和他讨论过奥特

曼卡不停出新背后商家的小心思。后来孩子自

然而然对此没那么着迷了，放弃购买了。”在亭

爸看来，支持孩子的爱好，让他有自己观察和成

长更重要，和孩子有商有量，孩子的心理可以朝

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也有利于亲子沟通，增进

亲子感情。

现在小亭已经初二，亭爸没遇到孩子乱花钱的

情况。“有时候周末、假期出门，我会主动在他的电

话手表支付宝里充钱，保证余额在 100 元，他可以

和小伙伴买点零食，自己喜欢的小东西，但孩子一

般都很省，100元可以用很久。”

家长旭妈说，儿子是个军事迷，经常想要购买

一些战舰、坦克模型和大部头的军事书。

“除了偶尔我们送他礼物外，和他商量，战舰等

模型他可以自己攒钱买。我们每个月会给儿子 50

元的零花钱，全部可以自由支配。他会固定拿三四

十元存起来，有十多元钱用来零花，买点小零食。

攒几个月，买一个模型，拼装起来也更有成就感，更

珍惜。目前来看，这个攒钱计划执行得挺好，保障

了必要的花销，也控制了自己的随意花钱行为，学

着有取舍。目前，他已经攒钱买了两个大件模型，

体会到合理规划用零花钱的好处了。”

家长团支招：看见孩子的需求，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炎炎夏日，各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从校园出

发，奔赴祖国各地，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实践团队，形

成了一批优质的实践成果。

潮新闻向全国高校发起“暑期潮实践 争当社会

人”征集令，征集 2023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案

例。自活动启动以来，收到高校暑期社会实践投稿高

达 400 余篇，同学们走南闯北，挥洒青春热血，用文

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展现自己的“暑期实践笔记”。

为期三周的征集中，前来报名的实践团队各具

特色，除了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等省

内高校，还吸引了省外众多同学的积极参与，清华大

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河南科技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这五所省外高校还顺利入选了50

强团队。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内容也精彩纷呈，涵

盖了理论宣讲、红色寻访、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共同

富裕、文化传承、城市建设、志愿服务等各方面。

经过初次评选，“暑期潮实践 争当社会人”前

50强优秀社会实践队伍新鲜出炉，正在进行多方展

示。接下来，通过专家评审、网络投票等方式，将最

终选出十强团队。

谁是你最心仪的 2023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

秀案例，赶快pick吧！

投票时间：即日起至8月21日18：00

投票方式：活动评选将分成全网投票和专家评

审两个部分，最终综合两部分分数。网络投票每个

ID每日都可投票一次，每次可投10票。根据得票票

数排列名次，从高到低分别赋分，复选阶段的专家评

分和网络投票得分按比例计入综合得分，按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取前 10 名评选获奖作

品。大家可扫描二维码进入潮新闻平

台投票。

本报记者 陈素萍

实习生 张路瑶 王春霞

暑期潮实践，争当社会人

清华、浙大、南航⋯⋯50强团队出炉，快来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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