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活動紀實附加連結檔 

光寶文教基金會 

智者鬥「瑪尼」理財生活營 活動紀實回饋 

◎實踐大學家庭與兒童發展學系實習生 

【前言】 

  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國民生活水準逐漸升高，消費力也逐漸提升。但許多

的人都無法抗拒物質的誘惑，無法好好的儲蓄，而成為了月光族或是啃老族，而

使大家開始重視理財的教育。現在許多孩子們，盲目地跟隨著潮流，想要有物質

的享受，而慢慢地忘記了理財應該要有的態度。大人需要理財教育，小孩也是一

樣的，我們要趁著孩子還小的時候，將正確的觀念傳達給他們。基金會趁著「萬

隆培力班暑假理財生活營」的機會，陪伴孩子們度過暑假、教導孩子們理財的觀

念並且讓孩子們能夠實際的體驗大拍賣或是跳蚤市場。 

 

  理財的範疇相當的廣泛，但我們想傳達給孩子的是基本的理財觀念。我們教

導孩子們錢幣的使用，將錢幣的歷史與孩子們分享，讓他們知道交易買賣的歷史。

以及教導如何聰明的消費，讓孩子們思考只要省錢就是好的嗎？是否需要顧慮一

下品質呢？從討論及活動中，讓孩子們了解要如何聰明消費。再來與他們討論儲

蓄的重要性及要如何成為理財達人，並且教導他們有哪些方式是可以賺錢的。 

 

  雖然主題對孩子們來說有點枯燥，但是我們設計了許多有趣的活動，將實用

的訊息傳達給孩子們。讓孩子們能夠參與有趣的活動，又能夠從中學習到理財的

基本觀念。 

 

第一堂課：認識鬥「瑪尼」 

活動目標：認識貨幣的由來、培養正確的金錢觀 

 

現在孩子的零用錢都是來自父母，如果從小沒有建立用錢的自制能力，長大

後便很容易成為「月光族」無法掌控個人開支。記賬，能讓孩子對家庭的日常花

費有基本的認識；讓孩子學習管理金錢，對開支建立正確的觀念。 

 

上古時代，人類過著單純的漁牧生活，生活中的物資，自給自足，若有其他

需要，則和他人以物易物，互相交換所需，根據歷史資料顯示，距今七千年前就



已經有以物易物的商業行為，但交換的方式非常不便，所以出現了各式等價物作

為交易的媒介，如天然海貝、絧貝、石貝、骨貝等；一直演變至現今紙鈔、硬幣

的出現。而活動開始老師先透過繪本－卡卡森林的交換市集讓同學思考以物易物

的利弊，從而衍伸出貨弊的出現和演進歷史，讓同學認識古代曾興盛的貸弊，以

及不同朝貸弊的款式。從古至今，從一開始的以物易物到現在的等價交換，都代

表著什凡事等價交換的原則才能得獲得想要事物。老師再講繪本－愛花錢的公主，

從小萬千寵愛在一身的公主從不知道賺錢的苦，揮霍無度，再請同學幫國王想辦

法克制公主愛花錢的個性。啟發同學要善用金錢，建立正確理財觀及用錢的自制

能力，花錢前先學會記帳，透過記帳可以瞭解個人消費傾向，學習自己的收入、

支出狀況，課堂最後老師發給同學一張個人及家庭收支記錄表，每天發一張學習

培養記帳的習慣。最後把一個星期的收支記錄表整理訂成一本收支記錄本，每位

同學還可以為自己的記錄本設計封面，讓同學有一本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收支記

錄本。 

 

 

 

 

 

 

 

 

第二堂課：消費小高手 

活動目的︰認識個人消費模式與觀念、認識「想要」與「需要」之意 

 

在課堂中用遊戲來從中學習，了解自己的消費模式，建立孩子的正確的消費

觀念，知道自己的錢花在甚麼地方和記錄每天花費的地方，認識到「想要」和「需

要」的分別，了解其中的意義和慢慢改變孩子的花費方式，介紹甚麼東西是「想

要」和「需要」，在這中間建立明確的「想要」和「需要」距離，從中教導孩子

們生活中的必須的花費。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需要」和「想要」，但往往買的東西都是想要的比需

要的更多，在日常生活中，人看到可愛的、帥氣的、喜歡的的東西或是看到廣告

中的吸引就會買下想要的東西。在模擬購物活動中，每個人都有自己角色，分配

到的金錢不一，學習分配需要的和想要的花費，建立孩子們存款的概念，使零用

錢更有效的分配，使孩子們會更認真的思考要買的東西。 

 

廣告也是刺激消費的一種方法，有時候會太過的誇大的方法推銷，因此要培



養孩子們的理性消費方法，所以做了化學果汁，了解果汁的成份和製作方法，使

孩子和不會去想買果汁等加工食品，使孩子明白到平常在飲用的飲料都是調化學

藥劑的。教導孩子理性分析，並提醒孩子理性分析的重要性。 

 

 

 

 

第三堂課：跳蚤市場買賣開鑼 

活動目的：分辨需要與想要、了解開源與節流 

 

  「需要」跟「想要」的分別，「價值」與「價格」的不同，這是家庭教育很

重要的議題。擁有並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來臨，我們會很

容易地混淆「需要」及「想要」的差別。美國羅格斯大學兒童學教授丹•考克（Dan 

Cook）表示「即使是小學階段的孩子，也需要開始練習從「想要」的東西中找出

「需要」的東西，面對孩子的要求，引導孩子釐清自己的慾望，讓孩子列出所有

自己「想要」的東西，然後從中選出一樣「最想要」的。」1基金會藉由這一堂

課，來讓孩子們從活動之中了解「需要」及「想要」的差別。 

 

  萬隆培力班暑假理財生活營讓孩子們能夠藉由活動之中，學習到「需要」及

「想要」之間的差別。利用有趣的跳蚤市場，讓孩子們能夠參與在其中，並從中

去思考自己的慾望。我們將許多的物品放置在孩子的桌上，讓孩子們自由的去訂

價，並且請孩子們去環繞一圈，看看自己是否有需要的物品及想要的物品，每人

只能用限定的金額去購買物品。我們本以為孩子們會沒有節制的揮霍自己的金錢，

但當活動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明白孩子們是了解自己需求的。 

 

  當我們問孩子們「怎麼不把錢花完呢？為什麼不想要買呢？」孩子們很認真

地回答著「因為我不需要這些物品。」我們這才了解到許多孩子們是很認真地思

考自己是否需要，只有需要的時候才會願意購買。孩子們專注地在思考著那些物

品是值得去購買的，讓我感到相當的欣慰，因為大人們也不見得會去深思自己的

慾望及需求，但是孩子們卻在小小的年紀就懂得要如何購買物品。 

 

  這一堂課讓孩子們買到了自己喜歡的物品，也讓孩子們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及

欲望。麗嬴老師透過此活動，除了讓孩子們釐清在跳蚤市場中購買的物品是需要

                                                        
 



還是想要之外，也希望孩子們能夠在購買之前深思熟慮此物品對自己來說是「需

要」還是「想要」。 

 

 

 

 

 

 

 

 

第四堂課：大富翁理財小檢測 

活動目的：學習理財與聰明購物、了解開源與節流 

 

  儲蓄，算是所有理財的第一步。除了教育孩子正確的理財觀念之外，更應該

及早讓孩子養成良好的儲蓄習慣。但學儲蓄及理財是一個艱難的任務，許多人都

沒有在小的時候就養成儲蓄的好習慣，導致長大了之後在花錢的應用上面有困難。

基金會趁著這個機會，在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教導他們養成儲蓄的好習慣，以及

了解自己的理財性格。這堂課主要分為兩個活動，一個是讓孩子們發揮自己的創

意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撲滿。另一個則是讓孩子們能夠了解自己的理財性格。 

 

  講到儲蓄，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在我們小時候，非常方便的撲滿。如果要存

錢的話，都是將錢存進撲滿裡面，並且也會特別珍惜我們人生中的第一個撲滿。

撲滿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回憶也是一個存錢的好工具。在這個活動之中，我看到孩

子們發揮他們創意，將撲滿做成他們喜歡的樣子。我覺得讓他們自由發揮的設計

屬於自己的撲滿，能夠使他們更加疼愛他們的撲滿，並且更樂意存錢。 

 

  第二個活動，則是利用理財大富翁的方式，讓孩子們從中了解自己的理財性

格。理財大富翁裡面的內容，設定了許多的情境，讓孩子們可以從這些情境之中，

去設想這些情境假使發生在自己的身上，該如何應對。孩子們能夠從活動之中得

知自己的理財性格，也可以得知他人對理財的想法及如何應對。孩子們在熱絡的

討論中，可以互相交流彼此理財的想法，也能夠參考他人的想法。 

 

  這一堂課讓孩子們製作了自己的撲滿，並且教導他們儲蓄的重要性，希望孩

子們能夠及早養成儲蓄的好習慣，並且從中得知他人的理財方法後，能夠省思甚



麼樣的理財方式是適合自己的。 

 

第五堂課：信用疊疊樂 

活動目的：了解信用的意義和價值、能覺知信用的重要、能在生活中實踐守信用

的行為 

 

在這個世界，信用是聯繫人與人之間非常重要的條件。無論是在家中與家人

相處，在學校與同學相流，長大成人後與工作夥伴的合作，甚至是國家與國家之

間的互惠關係，均需要信用維持。在金錢的世界更甚之，商人之間利用各式各樣

的商品來換取金錢，若其中缺乏了信用，事情便不可為之。所謂「人而無信，不

知其可也。」若失去了信用，我們便無法立身處世。因此，老師透過遊戲及影片

的方式，向學員們解釋信用的意義和價值。 

麗贏老師利用了疊疊樂這個我們從小玩的遊戲，賦予它全新的意思，利用它

向學員們解釋信用的重要性。疊疊樂的積木就像是我們的信用，當你成功抽出一

塊，便表示你不守信用一次，在剛開始的時候別人會選擇原諒你，但當抽出的積

木越來越多，疊疊樂倒下的機會也越來越高，而當疊疊樂倒下時，便代表你的信

用破產。學員透過輕鬆簡單的方式學習這個艱難的道理，讓學習不再是沉悶的時

光。  

 

在過程中，可以發現小孩子有無限的創意，他們並不像我們一般疊積木的方

式，而是在抽出積木以後發揮他們的創意，用他們想要的方式隨便疊積木。在我

們的眼中，很多事情都被規範了，我們只會以一直以來別人告訴我們的方式，按

照既定的規則進行，卻缺乏思考其他方式的想法，讓我們很容易便會被所謂的規

矩限制而無法獨立思考。 

 

疊疊樂遊戲除了讓學員們學習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學員之間的關係更親

密，也讓我們有機會可以透過遊戲更了解他們，貼近他們的想法，讓我們能互相

學習，一起進步。 

 

 

 

 

 

 

 

 

 



 

第六堂課：我的錢我主張 

活動目的： 認識自己的金錢傾向、分享自己的發財夢 

 

你現在有很想要買的東西嗎？你還記得你小時候最想要的東西是甚麼嗎？

小時候我們常常有很多不同的東西想要買，或許是因為它很難買得到，也或許是

因為父母的不允許，又或許是因為家裹的經濟壓力，這些東西最後都無疾而終，

而隨著歲月的增長也漸漸地被我們淡忘。在長大後的我們每天忙碌地工作，為了

給家人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加上生活的種種壓力，小時候的初衷早已消失得無

影無終。透過這次的理財生活營，基金會讓學員們分享如果可以讓他們隨意地買

所有的東西，他們會如何拼貼自己的發財夢。 

 

透過拼貼的過程，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們的喜好和個性。有的學員在整張畫紙

上貼了很多的食物，也有學員貼了不同的跑車，有的學員把整張畫紙貼得滿滿的，

一張畫紙也覺得不夠位置貼，也有的學員只把最想要的貼上，畫紙上還留有很多

空位。 

 

在剪貼後，老師邀請了一些學員向全班分享自己的發財夢。其中有一位學員

的分享非常有意義，由於他非常喜歡甲蟲，家裹也養了好幾隻甲蟲，因此他的發

財夢是開一間甲蟲館，裹面養很多他最喜歡的甲蟲。能夠透過這次的機會，把自

己的夢想向別人分享，讓別人也一起參與這個夢想的建構，相信在將來他長大後

想起這段回憶，一定會覺得很感動。 

 

經過了這天的課程，學員們一起拼貼自己的發財夢，不管將來有沒有機會實

現，但至少能讓他們了解金錢的意義，面對金錢也會更懂得珍惜。 

 

 

 

 

 

 

 

 



 

第七堂課：投資達人就是我 

活動目的：知道投資應有的概念及風險、體驗拍賣場競標得物的經驗 

 

「理財」是什麼？「投資」又是什麼？從前面的幾個課程大家都有了基本的

理財概念後，我們再透過「理財不達人」單元反向的概念去思考，怎樣錢會離開

自己手中，在想想如何去避免。而「投資」就是把手邊有的錢拿去買一些將來可

能價值會增加的東西。例如：黃金、股票、債券、基金、期貨等，他們能讓原本

投資的錢，獲得更多的錢。 

 

   「理財達人」就是很會理財的人，反之就是「理財不達人」，而理財不達人有

哪些特點呢？「就是不會理財的人？」其實還蠻籠統的，沒仔細去思考，孩子能

想到的都差不多是同一種概念，而我們簡單的列出幾點整理：沒錢也要花錢、沒

有儲蓄規劃、喜歡就一定要買、不知道把錢花到哪裡去、喜歡推卸責任，上述的

漏財的行為除了要避免外我們還要再讓孩子認識「投資」，大部分的孩子都對常

見的投資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像是基金、期貨又或是投資放式類似黃金

的古董等比較沒有聽過。在這一連串比較靜態的課程後，我們帶給孩子的是「拍

賣」的體驗活動，事先將大家提供出來各自不要的物品，不管是新品還是二手物，

全部成為這次拍賣的商品，即使讓孩子使用的不是真的錢，但透過使用紙鈔模型

來進行交易的方式去實際體驗拍賣活動現場的感覺，當然商品的價格也不貴，然

而沒有實際的金錢交易，孩子可能沒有喊價的概念，避免孩子無限制的喊價而沒

有結果，所以為每位孩子設定了每個人一千元的籌碼上限，每次喊價加五十元，

主要是貼近孩子們常用的面額，也避免太昂貴的金額對孩子來說，還太遙遠也沒

有實際感，而依照每種商品的喊價狀況，有的孩子可能可以買了好幾樣商品，有

的孩子卻什麼都沒買，這同時是一個用自己「需要」與提供者「不需要」的需求

交換，也是再次讓孩子仔細思考什麼是「想要」，什麼是「需要」。 

 

 

 

 

 

 

 

 

 

 



 

 

第八堂課：感恩達人非我莫屬 

活動目的：解除迷思：”有錢一定生活得很好！”、能為自己所擁有的感恩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卻萬萬不能」世上能用錢買很多東西，同時也有

很多事物用錢買不到，有人窮到三餐不繼，卻有人窮到只剩下錢，所以兩者要達

到平衡，努力的去賺錢，而錢買不到的用「心」去交換。 

 

有錢一定生活得更好嗎？透過繪本「有錢的豬」讓孩子了解「如果有一天意

外致富，也不要刻意去花錢改變什麼，活自己所想生活的，做自己最重要。」雖

然生活不能沒有錢，然而這世上又是有用錢買不到的事物，錢並非是萬能，讓孩

子去想想「有什麼是用錢買不到的？」，最後由老師匯集至白板上，結果是孩子

的想像力填滿了整個白板，有感情方面的，有時間方面的，還有自然資源方面等

等的。在了解這世上，錢的重要性，與身邊用錢買不到的人事物後，讓孩子透過

紙筆，想想自己在這幾天的營隊下來，了解了社會其中一部分，孩子的心中最想

感謝誰，再讓孩子試著用言語表達分享，有的孩子感謝自己的爸爸或媽媽，也有

的孩子感謝我們，接著我們開始教導孩子如何用色紙摺出愛心，同時也讓孩子有

時整理一下先前的心情，並讓孩子圍坐在地上，將各自摺出的愛心圍繞起來，試

著擺出一個更大的愛心，但是用完最後的愛心也無法完成，這就如同人生一樣，

人與人之間互相吸引又分開，就是因為不完整才是人，透過互相連繫才會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