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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與生活管理，奠定孩子幸福一生的基礎 

撰文：曾慶玲老師 

根據「我想給孩子的人生禮物」調查，家長們認為孩子面對多變的未來，獨

立自主是最需要的前三大能力之一，而且有六成以上家長期望孩子能夠從自己身

上學到正確的價值觀與金錢觀（親子天下，2015）。培養孩子獨立自主，是一個

連續的歷程，必須從小就開始，而青少年階段更是關鍵期。青少年是發展自我認

同的重要階段，也是邁入法律上成年的準備期，是金錢與生活管理的最佳演練期，

若家長因為心疼孩子而做太多，未能提供金錢規劃管理知識與練習機會，以及未

能培養其能力和習慣，這樣孩子恐成為啃老一族。 

青少年金錢管理，該學會什麼？ 

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針對 15歲學生「金融理財素養」架構的內

容面向，包含金錢與交易、財務規劃與管理、風險與報酬、金融前景（OEC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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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青少年金錢管理的重要內涵包含： 

（一）建立合宜的金錢價值觀：「金錢觀」影響孩子未來數十年的人生，是

否能自強獨立、量入為出，及能夠透過努力來成就夢想。包含了解金錢的價值，

合理使用金錢的態度。 

（二）財務規劃與管理的能力：是指規劃與執行短期或中期的金錢計劃的能

力，包含學習記帳技巧、財務規劃步驟、控制收入和支出。 

（三）了解理財的風險與報酬：包含認識常見的金融商品、信用及借貸等。

各式理財的金融商品，例如保險、基金、股票等，有不同的報酬也伴隨著不同的

風險。 

青少年生活管理，什麼是重要的？ 

生活管理，也可以說是自我管理，包含時間、個人生活事務等，其實就是自

律的能力。 

（一）利用時間管理，學習生活自主：「時間管理」其實就是「自我管理」。

時間，是每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資產。有效的時間管理，就可以有時間做自己想

作的事，才能感受生活自主。時間管理的方法，包含訂立目標、分配時間、訂先

後序、避免拖延、提高效率。 

（二）分擔家務工作，學習生活自理：做家事，能培養做事與負責任的能力，

也是一種自我照顧的生活能力。透過分擔家事，讓孩子理解每個人都需要一種「平

衡的生活」，不能因為用功讀書，其他事情都由他人代勞（黃靜宜，2019）。 

孩子金錢與生活管理，家長教養怎麼做？4個關鍵策略 

2018年 PISA金融理財素養評量，針對全球 20國 15歲學生調查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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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是主要金融理財的知識或資訊來源的孩子，金融素養表現明顯比較好（黃啟

菱，2020年 6月）。金錢與生活管理，其實就是價值觀與生活習慣。而家庭是孩

子價值觀與生活習慣建立的重要場所，家長是最初且影響力最大的人，應珍惜孩

子的青少年期尋求自我認同的最佳時期，培養孩子一生受用的金錢與生活管理能

力。 

（一）家長共親職，同心協力，效果加乘：「2015全台親子理財現況大調查」

發現，96％家長認為理財重要，但只有六成家庭有教孩子理財觀念，近五成家庭

表示媽媽花較多時間教孩子理財。但調查進一步分析發現，跟爸爸學理財的小孩

比較會儲蓄、跟媽媽學理財較擅長記帳（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2015）。也就

是說理財能力的培養，家長若能同時參與子女的理財教育，孩子受益更大。生活

管理，當然也是如此，兩人的愛與指導，效果加倍。 

（二）放手，別剝奪孩子生活自主機會：青少年期是最佳生活自主的機會，

透過嘗試與練習，成功了可以提升自我認同，失敗了可以學習面對挫折，都是珍

貴的經驗，是尋求自我認同的必經的學習。家長千萬不可因為心疼孩子跌撞，而

剝奪孩子嘗試的機會。家長與其擔心，不如在生活中提供題材，陪伴學習，例如，

可以讓孩子一起購買家庭生活用品、規劃家庭旅遊等，既可以討論財務決策又可

以學習生活規劃。 

（三）原則堅定，但態度溫暖：金錢與生活管理，是孩子面對未來生活的關

鍵能力。在學習的過程，即使只是小小的成就，家長也要不吝給予讚美與肯定。

但是在能力培養或習慣養成過程，也不免會犯錯、會遇到困難、失敗挫折，都是

人生中必然的經歷。家長不可因孩子遇到挫折就心軟而放棄原則，只要給予孩子

溫暖的支持。例如分擔家務，看到孩子忙功課，就心軟代勞；或是孩子零用錢超

支，就心疼塞錢等。 

（四）境教重於身教，身教重於言教：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指出，家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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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協助孩子形成金錢習慣的重要角色，但比起用「傳授概念」的教導方式，「實

踐經驗」更為有效（Whitebread & Bingham, 2013）。養成金錢與生活管理的能力，

家長可以在日常示範與提供練習機會，促使孩子養成生活習慣，這比起直接的知

識學習來得有效與重要。 

家長可以給孩子零用錢，鼓勵記帳、獨立做財務決策、為目標儲蓄、有計畫

的用錢。也可以多加利用生活情境，與孩子討論、促發思考，讓孩子透過實踐學

習金錢與生活管理。例如，百貨公司週年慶推出滿 5000元送 500元購物金，要

湊滿嗎？買的都是「需要」的嗎？還是只是為了500元購物金而進行非預期消費，

或甚至過度消費？ 

培養孩子金錢與生活管理能力，是家長送給孩子最珍貴的人生禮物，是一輩

子都受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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