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沉迷卡牌该何去何从思考

市区众商家卡牌销量一路走高热销

有滨州孩子为此花销近10万元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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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宝莉”卡风靡滨州 众多孩子跟风“入坑”（上）

不少学生沉迷 有甚者半年花销近10万

□晚报记者 时  晨 张卫建

“R 系列普卡不值钱，高卡位才能回本。”“纯靠手气，抽一弹的时候拿了两包就出黑背
了。”“上头了，直播间端了10整盒才出SC。”……

这些话，出自几名滨州的中小学生之口，你相信吗？普通人听上去可能一头雾水，但对
于“小马宝莉”卡牌玩家，便是秒懂，对他们来说，这是再普通不过的“行话”。

“小马宝莉”卡牌是动画片《小马宝莉》的周边衍生品，有玩家简称之为“小马卡”，外观为
扑克牌大小，价格从每包2元至20元不等。卡牌有不同的等级或者卡位，从普卡到高位卡，
卡位等级越高越稀缺，抽中概率低，而正是玩家对稀缺卡的追求，让不少消费者，尤其是未成
年人，沉迷于买卡和拆卡，对此上瘾停不下来。

卡牌精美的外观、抽中
高等级卡的心理满足感、以
及同学朋友间的炫耀带来
的虚荣感，是“小马宝莉”卡
牌能快速流行起来的主要
原因。很多学生也早早接
触到了手机直播间和各类
开箱博主的短视频等网络
营销推广手段，让缺乏自控
力和辨识能力的未成年人
瞬间跟风直至“上头”。有
家长表示，半年内，孩子买
卡已经花了近10万块钱。

在市区就读初二的李
同学对记者说：“一开始是
同学送我的卡牌，因为我喜
欢《小马宝莉》动画片里珍
奇的形象。后来就通过同
学之间的交流和网络了解
到了更多，用零花钱买卡，
买的越来越多，随着推陈出
新，感觉根本停不下来，就

一发不可收拾了，估计花了
几千块。现在家里到处堆
着卡，我不知道该怎么处
理，所以那些重复的不值钱
的普通卡牌，基本都随着拆
包顺手扔了。”

高中生王同学也是卡
牌痴迷者，她告诉记者：“之
前我买盲盒，后来想‘退坑’
的时候，接触到‘小马卡’，
相比五十几元一个的盲盒，
最低 2 元的定价吸引了我，
毕竟我还没有赚钱的能力，
都是父母给的钱。但后来
发现也并没有少花，随着品
类和周边以及联名商品的
增多，买的频率越来密集，
金额越来越大。”王同学坦
言，自从痴迷卡牌后，原先
与同学交流学业慢慢变成
了交流抽卡心得，甚至偷偷
搞起了“二手买卖”，占据了

一部分学习时间，导致上次
期末考试成绩有所下滑。

对卡牌略知一二，但没
有参与其中的旁观者高三
生赵同学有她独特的见解，
她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
和起伏涨落，每个人的人生
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有的人
选择参与，有的人选择旁
观，选择参与的，可能赚了，
可能赔了，但收获了经历，
选择旁观的可能最终收获
的是内心的平静。所以，卡
牌对我来说，我感觉能看到
它的本质，我不会刻意抗
拒，也不觉得它有多大价
值，但强硬的禁止一定会让
我觉得‘凭什么’，也会在同
龄人面前觉得自己很‘out’，
所以，只要懂得增强个人自
制力，坦然处之就好。”

记者在市区一些玩具
类、精品类、百货类商超门
店均发现有卡牌在售。

滨城区中海银座附近
的一家文具店店员对记者
说：“你看现在哪家文具店、
精品店、玩具店没有这个，
甚至很多零食店都在门口
醒目位置摆上卡牌招揽生
意了。”

另一家连锁精品店负
责人说：“去年开始，卡牌类
一度成为我们店玩具类销
售量最高的商品，孩子们一
进来就围着卡牌转，过年那
会好几款都卖脱销了，现在
暑假，前来选购的孩子和家
长依然很多。”

周末，正在一家文具店
购买卡牌的 10 岁学生周同
学对记者说：“我今年2月开
始迷上‘小马卡’，在很多店

里买过整盒的卡和漂亮的
卡册，平时我看过开箱视
频，所以拆包的时候会讲究
仪式感，高级卡和特别喜欢
的普卡会经常拿出来赏玩。
我还会自制卡包，我会挑选
好看的卡片，和妈妈一起做
手工，但这些都在我放假的
时候做的，上学的时候我基
本不会弄这些。”

在天猫购物网站的卡
游官方旗舰店，记者观察到
其有89万粉丝的关注，较之
前一周涨粉五千，热销链接
均有几万至几十万不等的
销量，在实际操作中，还提
示在最近一日的时间，有
700余人加购此商品。虽然
在商品详情栏有醒目的消
费提示：8 周岁以下未成年
人不得购买随机抽取形式
的商品。8周岁及以上未成

年人购买随机抽取形式的
商品，需取得监护人同意或
有监护人陪同。但实际购
物操作却“畅通无阻”，在知
晓支付密码或者开通小额
无密支付的前提下，可以轻
松完成加购付款流程。

刘女士告诉记者，孩子
在惠民县上五年级，平时跟
着老人生活，会拿着老人的
手机网购，前后零散着买了
不少，“这不就是赌博吗？
这次买的卡包里没有所谓
的‘好东西’，就立马拿起手
机继续买，我也提醒过孩子
要有节制，但她姥姥说总是
经不住孩子的软磨硬泡，不
是在手机上买就是到各种
门店买，这半年，在卡牌上
的花销约为3000元。”

家有初中生的孙先生说：
“我觉得没必要禁止，但是需要
管理。现在的女孩就玩小马宝
莉卡，男孩就玩奥特曼卡，其实
我们小时候也玩过干脆面卡、
水浒传人物卡等集卡，基本也
是这种‘开盲盒’的形式，同样
分等级高低。对于我孩子从小
到大玩的东西，比如起泡胶、水
晶泥、咕卡、手办等，孩子的持
续关注力不是特别持久，随着
年龄的长大，迟早有一天，孩子
会有其他的兴趣的，好好引导
就可以了。”

而另一位学生家长却不像
孙先生这样淡定，在市东区经
营果蔬超市的许女士对记者
说：“我孩子现在四年级，买卡
前后花了至少 1 万了，我平时
忙于进货看店，孩子就偷摸拿
钱买，整个房间到处都有散落
的卡。每抽到想要的卡，按孩
子的话讲，就感觉‘祖坟冒了青
烟’，兴奋地连蹦带跳，要是没
抽到，整个人就很沮丧。最近
好像在同学间搞起了交易，互
相买卖，我就狠心直接给扔了

一些，结果变本加厉，孩子哭闹
着绝食甚至不上学，我现在只
能慢慢说服教育，也正在寻求
学校老师以及孩子好朋友的帮
助，准备给孩子制定一些规则
和奖惩政策，希望能有改观。”

有教育专家分析认为，如
今卡牌收集呈现出低龄化的趋
势，在小学生群体中盛行的最
大原因在于其满足了孩子们的
社交需求，家长宜疏不宜堵。
部分学生连续购买就是为了获
得稀缺卡牌，有不少为了回本
或者挣钱甚至在同学中买卖卡
牌，占据了大部分学习时间和
精力，所以从商家、家长、学校
的角度上来看，需给予孩子更
多的引导和关注，多关心孩子
生活和情感需求，摆正其物质
层面上的攀比行为和玩卡成瘾
的不良心态，树立正确的三观。
同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建
立更完善的体系以及更完备的
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机制，进一
步规范卡牌市场，严厉打击商
家不良营销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