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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咨询最新考试  http://www.huatu.com/z/zixun/ 

查看当地更多课程   http://bm.huat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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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概况 

9 月 9 日，环球网报道 00 后复旦新生曾健宇向父母“借钱”上大学一事，

连日引发舆论热议。据曾健宇介绍，他在暑期通过做家教挣了 3000 元，其中一

部分用来交了学杂费，剩下的是找父母“借”的。目前，他每月的生活费为 1700

元。此前，父亲跟他说过，“你 18 岁以后的钱都是向我借的，以后都要还的。”

曾健宇表示，以后会逐步将钱还给父母。他对自己的开支有清晰规划，除了日常

开销，还计划每月存两三百元做创业基金，打算在大学做程序开发赚生活费。 

与此对比，前不久一位女大学生发帖抱怨自己的母亲。这位大学生说，自己

要求每个月 4500 元生活费，却遭到拒绝，母亲还生了好大的气。公众近乎一边

倒地指责批评，原因除了她“要价”过高之外，更在于其“理所当然”的态度。

相比之下，曾健宇就是一股“清流”，令人眼前为之一亮。不少网友对这种方式

表示强烈支持，认为可以培养自主能力。 

各方观点 

人民日报：父母向孩子借钱的这个“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债权人与债

务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亲情之上的一种教育观念。 

燕赵都市报：所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突然富裕起来的社会和

家庭，不得不面对那么多“啃老”“妈宝”等中国式教养问题。既然如此，在“爱

子女”这一永恒情感坐标系上，就真的需要一种“计深远”的参照设定了。 

中国教育报：通过父母与子女订立“借还”契约，及时“断奶”，可以说是

父母在孩子走向社会、过渡到成年时的有力一推，以避免孩子早早成为“巨婴”。 

广州日报：要让这份“借钱协议”发挥好作用，关键还得把握好度。相较西

方近代强调个人本位的社会观念，传统中国社会还是更强调亲子血缘的联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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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难说所有子女都能理解父母用意，可能有人只会觉得父母“绝情”，反而产

生抵触情绪。避免适得其反，父母还需因材施教，以真诚的沟通和有理有据的说

明引导子女，如此双方才能真正实现相互理解。 

深度分析 

（一）“借钱”上大学引发热议，背后折射的问题： 

1.部分大学生认为父母掏钱供自己上大学天经地义，是一种凝聚骨肉之情的

应尽之责，理所当然，不知感恩。 

2.很多大学生之间相互攀比，跟风消费，成年后仍把自己不节制的消费观强

加给父母，要他们没完没了地负担“子女债”。 

3.不少大学生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惰性，不会直面活生生的现

实，沦为过于依附父母，以致拖累社会的“巨婴”“啃老族”。 

（二）“借钱”上大学的意义： 

1.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转变，学会感恩，有助于形成独立自主的观念，培养青

年人的自强精神，给大学生群体注入了自立而不失尊严的生气与活力。 

2.是有意义的财商教育，培养青年人形成对金钱有规划、对家人有担当的财

富观，在消费观上也会更加理性，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3.有自我加压的“契约”精神，“有借有还”,“欠债”大学生才有压力，才

有快速成长的责任感，从而有更多的担当。 

4.能多与社会接触，积累实践经历，进入社会后的适应能力也必然要强得多。 

参考文章 

有一种独立叫向父母“借钱”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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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00 后复旦新生曾健宇向父母“借钱”上大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曾健宇同学透露，他暑期已挣得部分学杂费，其余是找父母“借”的，以后会尽

量还给他们。曾健宇的父亲还对他说：“你 18 岁以后的钱都是向我借的，以后

都要还的。”曾健宇“借钱”上大学这一小小事件反映出大学生具备的优良品质，

值得当代学子和家长学习借鉴。 

能丰富人生的体验，进而获得真正的成长。有网友认为，上大学的主要任务

是好好学习，不应该急着挣钱。这样做可能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这样

的担忧完全没必要。简而言之，会不会好好学习，关键不在于拥有多少学习时间，

而在于有没有积极主动的态度。通过“借钱”的方式上大学，适当的时候干点兼

职的工作，表面上虽然减少了看书学习的时间，但通过这样的社会实践一旦认识

到父母的不易和人生的艰辛，就能极大地激发起内心的奋斗精神，其所产生的巨

大作用，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尽可能学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疑是治疗“巨婴症”的有效方式。时间

都是挤出来的。懂事的孩子一般更会学习，尤其对于优秀的人来说，可以做到赚

钱学习两不误。相反很多视父母供养为天经地义的大学生，坐拥大把时间，不仅

没有好好学习，反而沉迷在网络游戏之中，虚度青春。现实中，这样的“巨婴”

并不鲜见，有的甚至最后连毕业都成了问题，令人有揪心之痛。“借钱”上大学

可以有效治疗“巨婴症”。 

能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和自主能力，学会规划自己的人生。事实上，“借钱”

上大学之类的事情，在有些国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的通过课余到餐馆端盘

子，有的向银行申请相关贷款，甚至有些出身于精英阶层的孩子，也要毕业多年

后才能还清助学贷款。由于国情的不同，我们不可能照搬国外家长的“狠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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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没必要指责那些主动“供养”孩子的家长，但其精神无疑值得借鉴。换言

之，肯定和鼓励“借钱”上大学，并不在于孩子以后真的能还多少，也不在于孩

子能通过课余兼职赚多少钱，关键在于孩子学会独立自主。孩子总归是要迈入社

会的，该放手时应该尽早放手。 

龙生九子，各不相同。每一个孩子的情况都有不同，对于已经懂事的孩子而

言，或许没必要搞什么“借钱”上大学，但对于那些过于依附父母、甚至视作“理

所当然”的孩子，有必要趁上大学的时机好好“教育”一下。否则，一旦“天之

骄子”沦落为“啃老一族”乃至拖累社会的“巨婴”，悔之晚矣。 

（来源：钱江晚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