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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玩具萝卜刀、烟卡、水宝宝风靡一时。                                       CFP供图  

今天，拿什么给孩子玩

　　玩具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出生开始，孩子们就开

始接触各种各样的玩具，并通过与玩具的互动来学习和成长。如何确保玩具

安全，促进孩子身体和认知发展、培养社交技能、提高情绪管理能力？请与本

报记者一起倾听“当红”玩具们的自述。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 本报实习生  郝嘉伟

　　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水晶泥，你们也可

以叫我“史莱姆”，是英文“Slime”的谐音，意思是

可以任意变形的黏液、软泥。

　　我们家族成员个个颜色鲜艳、气味香甜，由于手

感无比舒适、造型独特百变，我们风靡一时，不仅是

很多孩子的心头好，也被不少大人当成解压神器。

　　我目前所在的这家小卖店在学校附近，老板

让我稳居“C位”，如此一来，我便能全方位欣赏孩

子来购买玩具时的欢乐场景了。

　　快看，来人了……

　　“安安，今天你的数学小测验得了满分，妈妈

奖励你一个玩具，随便挑吧。”

　　一位年轻时尚的妈妈领着一个小男孩走进店

里。名叫安安的小男孩快速扫了一眼店内的商品，

便转头望向妈妈，看来并没有挑到心仪的玩具。

　　“妈妈，我能不能在网上买个新奇的玩具，班

里很多同学都在玩。”从安安口中，我得知那个“新

奇的玩具”叫烟卡。

　　顾名思义，烟卡就是用从烟盒上剪下带有烟

标的盖子制作而成的。孩子们以空掌心拍击地面，

烟卡被掌风击中翻面就算赢，赢家顺理成章地将

输家的卡片收入囊中。

　　烟卡，我曾听老板提起过，店里没卖是因为“敏

感”。虽然玩法和很多成年人小时候玩的“拍洋画”类

似，但烟卡是用烟盒制成的，孩子在玩耍过程中或多

或少会对烟草产生认识，这是家长们不愿看到的。

　　有的孩子为了快速增加烟卡数量，竟然催促

家长抽烟；有的家长不给买，孩子就自行收集，不

仅冒风险向陌生人询问，在街道上寻找被丢弃的

烟盒，甚至还会从垃圾桶中翻找。

　　“烟卡分等级，贵的烟的烟卡就值钱，拿出来

特别有面子。妈妈你在网上搜搜，给我买那些值钱

的烟卡。”安安满脸期待地看着妈妈，但妈妈的脸

色却变得严肃起来。

　　妈妈掏出手机，打开了网购软件，输入烟卡关

键词，果然出现大量卖家，很多店铺标有“保真、稀

有、已消毒”等醒目字样。这些店铺销售的烟卡种

类繁多，如果想要稀缺牌子，可备注下单。

　　店铺评论区显然要比商品介绍更精彩，俨然

成了家长们观点交锋的“辩论场”。有的家长认为，

烟卡和其他收集类卡牌没什么本质区别，不用杞

人忧天。也有的家长觉得，玩烟卡能在某种程度让

孩子暂时远离电子产品，何乐而不为？

　　“烟草压根就不该让孩子接触，哪怕只是个壳。”

　　“就因为烟卡，导致孩子认识的烟的种类和价

格比大人还多，控烟禁烟从何谈起？”

　　当然，坚持不让孩子接触烟卡的家长仍占多数。

　　“一个‘烟’字足以表明这不是一个适合儿童

接触的玩具。”关掉软件，妈妈果断拒绝了安安，让

他在店里好好挑选玩具。

　　遥控汽车、塑料人偶、益智拼图……也许是家

中这些传统玩具太多了，扫了一圈下来，安安终于

将目光集聚到了我所在的货架上。

　　货架上，我和我的朋友挨在一起，等待被有缘

人带走。

　　“白桃果奶”“一桶冰粉”“浓缩牛乳”……一盒

盒色彩鲜艳的胶泥被放置在酷似饮料瓶、牛奶桶

的容器中，再配以包装上醒目的食品名称字样，这

样一款产品如果放在食品店中，完全能达到以假

乱真的程度。

　　我身旁的捏捏类解压玩具也“毫不逊色”，除

了常规的可爱卡通造型外，也逐渐向食品看齐，蛋

糕、水果，不仅造型逼真，其散发出的浓郁香味更

是连包装袋都难以阻挡。

　　看来将玩具做成食品外形，真的能够吸引孩

子们的目光。

　　“我要这种捏着软软的解压玩具，味道好香。”安

安边说边将一个圆形的“捏捏面包”递给妈妈。

　　用力捏了捏金黄的外皮，闻了闻浓郁的奶香，

妈妈反复在包装袋上翻找。“这款玩具除了标明解

压玩具、不可食用等字样外，在本体上没有任何标

识，拿回家很容易被家里的小弟弟误以为是真正的

面包。如果吃掉怎么办？”妈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至于我们这类水晶泥玩具，妈妈也曾有所耳

闻，“专家曾随机检测4款市面上售卖的‘史莱姆’

水晶泥，结果4款样品中都含有硼砂。硼砂误食后可

能导致头晕、呕吐、腹泻，长期过量摄入更容易抑制

儿童营养吸收，影响生殖和发育。如果孩子在玩水晶

泥后没有及时洗手就吃东西，很可能导致中毒”。

　　看了看货架上的我们，妈妈轻轻地摇了摇头，

“儿童玩具为什么有这么多‘坑’，甚至连孩子最基

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妈妈和安安共同挑选了一

款积木拼插玩具，结账后便匆匆离开了。

　　从安安那略显茫然的表情来看，他一定不理

解，为什么现在挑个玩具这么“难”。

　　夜幕降临，顾客渐渐稀少。伴随清脆的锁门

声，属于我们玩具的时间开始了。

　　“来来来，都精神精神，开会了！”作为近期比

较得宠的新晋“老大”，自然是由我来召集开会。今

天的会议以自我反省为主，议题则围绕安安妈妈

的疑问，我们这些新奇玩具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为

什么会被家长认为缺乏安全性？

　　“提到安全问题，那我先来吧，毕竟我曾经因

此声名狼藉。”首先发言的是此前被很多家长口诛

笔伐的萝卜刀：

　　我是萝卜刀，虽然我名字带个“刀”字，可我的用

途并不像金属刀具一般，我既砍不开瓜，也切不了

菜，唯一用途就是用塑料制成的刀身供孩子们娱乐。

　　可是，不论厂家怎么处理我的样貌和材质，我

终究还是一把“刀”啊。小朋友们拿起来就甩，这倒

没什么，毕竟甩就是我的一种玩法嘛，但后来越来

越多的小朋友拿我对打，他们在模仿短视频平台

上那些关于我的视频，视频里大量有关我的演绎

都涉及突然甩刀、捅人，甚至“割喉”。这让我惊出

一身冷汗，如果能和小朋友交流，我一定会极力劝

阻他们不要模仿这些危险动作，但我只能干着急。

　　孩子们，我虽然是塑料材质，但是尖头处很

硬，稍微用力便能插破白纸、扎入苹果。在这一点

上，我还是有很大安全隐患的，如果使用不当，很

容易伤到你们，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

　　第二个自我反省的是一贯不爱说话的臭气

包，至于原因，从它的名字应该不难理解吧。

　　说起自我介绍，其实我是拒绝的，毕竟我的名

字没那么雅致。希望大家叫我整蛊玩具，当然，非

要叫我“臭气包”“臭屁炸弹”也不是不可以。和萝

卜刀这种短暂直观的伤害相比，我的特点在于持

久弥漫。

　　我的构造很简单，就是一个塑料纸包，常常被做

成手雷或鞭炮的形状，然后内部充斥着让我变“臭”

的气体。当孩子们挤压我之后，我就会“爆炸”，然后

瞬间将气体释放出来。看着小伙伴被整蛊了，孩子们

会一哄而散，留下我的气味在空中慢慢消散。

　　以前我从未关心过肚子里究竟是什么气体，

只要能让孩子们开心就好了。直到接连发生了一

些问题，我才不得不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

　　原来我身体里并不是什么简单的“臭气”，而

是一种名为硫化氢的易燃酸性气体，有剧毒，低浓

度的硫化氢有臭鸡蛋气味，对人类的眼、呼吸系统

及中枢神经都有影响，如果吸入少量高浓度硫化

氢甚至会在短时间内致命。

　　我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危险的气体，是因为在

制作时被喷上了硫化钠水溶液，这种液体属碱性，

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触及皮肤和毛发时会

造成灼伤，儿童一旦

误碰或误食，后果不

堪设想。

　　完了完了，越说越觉得我太不安全了，这么危

险的我为什么要被生产出来？还要让孩子们去玩？

我不知道……

　　“说起恶搞，那我们集体发个言吧。”第三位反

思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恶搞证件“天团”。

　　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是“黑社会证”“屌丝证”“同

居证”……算了，成员太多，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和臭气包相比，我们的构造很简单，一本普普通

通的小册子，上面写上一些恶搞的文字。孩子们也不

会像甩萝卜刀那样把玩我们，只是将我们放在口袋

中，见到合适的人再神秘地将我们拿出来展示，看到

我们身上的文字后，孩子们往往都会哈哈大笑。

　　其实说起来，我们比各位更有历史，毕竟早在十

多年前，很多店铺就开始售卖“好友证”“闺蜜证”。不

过，客观来看，我们的“前辈”主要以搞笑为主，但我

们这一代好像在“恶”趣味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

　　给一个小学生出示“渣男证”，让一个小女孩

持有“处女证”，因专注学习被授予“痴呆证”……

我们经常反思，这种自认为搞笑的行为能够为孩

子们带来什么？在这种所谓的快乐背后，低俗暴力

的语言会不会给未成年人造成价值观扭曲？

　　有一次，一个持有“黑社会证”的小学生说：

“自从有了这个证，整个人的气质焕然一新，同学

对我说话都很客气。”我知道担忧变成了现实。

　　更有甚者，有些厂商想方设法让我们无限接

近正规证件的模样，比如印制类似国徽等图案，并

盖上自制公章，不仅让孩子难辨真伪，更可能让他

们从小对国家证件的公信力缺乏正确认识。

　　我们被制造出来，本意是为了给孩子们的童

年带来快乐，但是快乐真的只能靠这种无下限的

恶搞才能带来吗？

　　“各位的发言都很中肯，也都认识到了自身存在

的问题，我来作下总结发言吧。”作为现今的“宠儿”，

我也深知我们水晶泥家族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今天安安原本打算挑选我们，但他的妈妈拦

住了他，并提到了一种名为硼砂的物质。当时我觉

得她很“挑剔”，但是，出于儿童健康的角度，这位

家长的“挑剔”很有必要。

　　的确，水晶泥类商品大多含有硼砂成分，这是

因为硼砂作为一种常见的起胶剂，与胶水结合，通

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能形成硼酸酯键，可以让我们

成为柔软可塑的半液态凝胶，变得更加柔软Q弹。

　　硼砂绝对不可小觑，成人中毒剂量为1克至3

克，致死量为15克；儿童致死量为5克；婴幼儿致死

量为2克至3克。儿童在把玩含有硼砂的水晶泥时，

如果皮肤有伤口，或玩耍时不小心用手碰到口腔，

都可能导致硼砂被人体摄入，并在体内蓄积。

　　很遗憾，由于目前我国的玩具安全系列标准

中所涉及的8种特定元素迁移量中，并未包含硼元

素，使得在市面上流通的我们，难以从包装和标志

上判断硼元素是否达标。家长只能督促孩子们玩

耍时避免揉眼睛、摸口鼻，使用后要及时洗手，更

要防止误吞吮吸等行为发生。

　　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所有厂商都知道误食我

们会带来危害，但为什么越来越热衷于把我们做

成各类食物的样子呢？

　　甚至一些主打DIY水晶泥的商家不会在我们

的包装上标有任何禁止食用的警示标识，仅仅是

在网购页面用并不起眼的字体注明不可食用。

　　多数情况下，我们陪伴的对象是辨别力有限的

孩子，当一罐和普通酸奶几乎一模一样的水晶泥放

在他们面前，边上甚至还有可以用来“品尝”的勺子

时，他们会有怎样的举动？如果家长恰好没在身边，

孩子又天真地尝了尝我们，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玩具是孩子们童年必不可少的伙伴。我们应努

力为孩子们创造快乐，但更重要的前提是要保证他

们的身心健康。一味地猎奇或追求恶趣味，不仅无

法给孩子带来欢乐的童年，更可能给他们乃至整个

家庭带来无法弥

补的伤害。

　　“安全第一，

返璞归真。”作为

玩具大家庭中的

一员，我给自己

的定位其实并不

复杂……

“史莱姆”的自述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一直以来，一些危险玩具屡屡“肇事”，不

仅给孩子的健康安全带来极大威胁，也让很多

家长陷入了“毒玩具”焦虑。

　　对于那些频频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严

重负面影响的玩具，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行动，

坚决抵制。

　　5月20日，甘肃省天水市教育局发出《关于禁

止学生玩“烟卡”游戏的倡议书》，列举了烟卡可

能给学生带来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监管好孩

子，不要让孩子带烟卡入校，学校一旦发现，要立

即制止并没收。

　　近期，已有包括海南省三亚市、河南省漯

河市、山东省济宁市等多地教育部门针对烟卡

出手。其中，济宁市教育局除印发《关于对在校

学生禁止“烟卡”游戏的通知》，明确禁止学生

在校园内携带和使用烟卡外，还发放《别让孩

子染上“烟卡”瘾——— 致家长的一封信》，指导

学校利用主题班会等渠道宣传吸烟危害，并加

强家校联系，形成育人合力，引导学生养成健

康的生活习惯。此外，教育部门协调公安、市场

监管、文旅等部门开展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

理，对售卖烟卡等进行查处。

　　针对一些所谓网红新奇玩具可能给未成年

人带来的伤害，相关部门一直极为重视。2023年

12月，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进一步加

强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安全管理。通知强调，要重点查堵存在物理危

害、化学危害、可燃性危害以及不良行为引导的玩具产品和学生用品，

为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看来，

当前儿童玩具市场混乱，安全隐患重重，四部门联合发文对儿童玩具

和学生用品的生产端、流通端、销售终端市场进行明确规定，强化监

管极为必要。

　　陈音江注意到，诸如烟卡、臭气包或水晶泥等玩具，售卖途径多为

网络，因此，严格压实电商平台责任，要求平台不断强化审核制度，对含

有不良引导、产品信息标注不全等产品及时屏蔽下架，并建立有效的用

户举报机制是解决不良玩具频繁流出的一个重要环节。

　　针对那些更多将重心放在猎奇、博眼球上的玩具商家，陈音江

提醒，儿童玩具的底线是保障安全，任何“创新”都不能以丧失安全

性为代价。

　　“把儿童玩具设计成食品外观，可能让未成年人误食引发危险，这

样的设计极不合理。”陈音江指出，商家如果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

者注意这并非食品，只在边角用一些较小字体或不显眼颜色进行标注，

不仅没有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也无法保障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针对一些玩具暴露出的相关标准缺失等问题，陈音江认为，有关部

门应尽快完善相应标准和法律规范，明确产品的材料、安全性能、标识

等要求，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隐患。

　　儿童辨别能力不强，在谈及儿童玩具安全这一话题时，也往往绕不

开学校和家长方面的责任。

　　“堵不如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对于未成年

人出现的问题，不要一上来就完全否定，学校和家庭要做好正确引导。

　　储朝晖以烟卡为例指出，其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在一定程度满

足了小学生游戏、社交的心理诉求。而学生集卡、拍卡其实不一定非要

用烟卡，学校可以引导学生使用更合适的替代品。

　　已经有学校将这一建议付诸实践。河南省郑州市某公办小学教师

李钊介绍，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学校将开展由烟卡升级而成的

“言卡”游戏。每张“言卡”均带有知识填空题，比赛时把对方的卡片通过

技巧拍翻，同时正确回答上面的问题即可赢得对方卡片，如不能正确回

答问题，则游戏重新开始。

　　在储朝晖看来，当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将重点放在孩子的学习

上，相对忽视了孩子对游戏活动的需求。一些商家利用儿童的好奇心和

从众心理，制作一些价格低廉、玩法奇特但安全性难以保障的玩具售

卖，很快就可能使一款不良玩具风靡校园。

　　对此，学校不仅要严格校园日常管理，严禁劣质有害玩具进入

校园，也要加强教育引导，让学生正确识别并自觉拒绝危险有害

玩具。

　　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同样责任重大。陈音江认为，家长要注重从自身

行为和教育方面进行引导，比如为孩子购买玩具应通过正规渠道，并严

查产品标识信息等是否齐全，尽量不给孩子购买那些有尖锐棱角、明显

刺激性气味的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玩具。当孩子想索要的玩具明显存

在问题时，要及时拒绝并进行相应教育，不可纵容。

　　父母的用心陪伴，才是孩子最好的“玩具”。储朝晖补充指出，日

常生活中家长应多花时间陪伴孩子，了解孩子诉求，主动和孩子一

起进行更多有益身心的游戏，带领他们接触大自然，在体验中感知

生活的乐趣。

　　厂商让玩具回归初心，相关部门施行常态化监管，家校联合进

行正确引导。陈音江认为，只有社会各方以身作则，持续用心地关注

儿童玩具安全，才能真正从根源解决这一问题，守护孩子美好纯真

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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