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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不少孩子近日迷上了
一款酷似胡萝卜的玩具刀，它能
刺穿西瓜、扎进苹果。一到下课
时间，孩子们就拿着“萝卜刀”相
互追逐打闹，嘴里还不停地冒出
打打杀杀的字眼。

据了解，“萝卜刀”最近热
销。这种玩具刀，只要轻轻一甩，
刀片就会弹出来；再一甩，刀片
就可以收回去……“萝卜刀”受
到不少中小学生的喜爱，甚至连
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爱不释手。

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家
长们却忧心忡忡。不少家长认
为，尽管多数“萝卜刀”是塑料
材质的，但也属于利器，具有一
定的危险性。孩子经常拿着它

“刺”“捅”“扎”，还可能产生暴
力倾向。

“萝卜刀”究竟有什么“魔
力”？家长应该如何应对？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

玩法多样
风靡校园

“阿姨你看，这是‘重力萝
卜刀’，可好玩了，甩、刺、捅、
扎……有很多玩法，我教你。”9
月 25日晚，市民高芳和朋友一
家吃饭时，朋友家的孩子拿出随
身携带的“萝卜刀”向她展示。

“这个孩子刚上幼儿园。她
拿着那把彩色的‘萝卜刀’，一会
儿手指打开一个小缝快速甩刀，
一会儿又将刀刃倒过来，然后手
指打开小缝迅速捏紧……虽然
这种玩具是塑料材质的，感觉还
是不安全。”高芳说：“她告诉我，
幼儿园的很多小朋友都在玩‘萝
卜刀’。”

高芳回到家后，和刚上初一
的儿子谈起这种玩具的风险。谁
知话音未落，儿子拿出了好几把

“萝卜刀”，兴致盎然地向她展
示。儿子告诉她，这种玩具同学
们几乎人手一把，他也用自己的
压岁钱陆续买了4款。

高芳惊讶地发现，其中一把
“萝卜刀”是金属材质的，拿在手
里沉甸甸的，刀刃也比塑料材质
的更锋利。

高芳查看了儿子的短视频
平台浏览记录，发现他近期一直
在看关于“沉浸式体验各种萝卜
刀”“萝卜刀玩法教程”等话题的
短视频。这些短视频，介绍了“萝
卜刀”的多种玩法，告诉买家如
何快速出刀等。在这个短视频平
台上，此类内容已吸引了数千万
人次观看。

款式众多
销量惊人

“萝卜刀”上市以来，引起了
很多人关注。9月 25日，记者走

访了市区多家文具店，商家都表
示，“萝卜刀”近期十分畅销。

“就是这款‘萝卜刀’，同学
们都有。”当晚 8点多，在九河西
路附近的一家文具店，一名小学
生正缠着爸爸购买这款玩具。家
长看到玩具包装上写着“可以解
压”，价格也不贵，就为孩子买
了。

在他们旁边，3名小学生正
在玩刚买的“夜光萝卜刀”。其中
一名小学生炫耀道：“算上这个，
我已经有5把了……”

这家文具店店主说：“这些
天，‘萝卜刀’太好卖了。你看看，
这一箱子货，一天就快卖完了。”
记者看到，一个可装载百余把

“萝卜刀”的纸箱内，“萝卜刀”已
所剩无几。

店主介绍，普通的“萝卜刀”
每把四五元，更流行的“夜光萝
卜刀”每把 7 元，“铝合金萝卜
刀”每把 12元。“有的孩子会收
集不同款式、不同颜色的‘萝卜
刀’。有的孩子想要型号较大的

‘萝卜刀’。我明天就会去进一批
新货。”店主说。

记者了解到，有的大型“萝
卜刀”长达 40多厘米，酷似水果
刀。

而在电商平台上，“萝卜刀”
的销量也很好，多家店铺的月销
量突破了 10万件。“这款玩具开
合丝滑、玩法简单，可以有效解
压，受到了不少中小学生甚至成
年人的青睐。”月销量超 10万件
的一位商家表示。

暴力倾向
引发担忧

“这些玩法都能有效缓解焦
虑和压力。你可以用一只手玩，

另一只手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记者在一个有关“萝卜刀”的短
视频里，看到博主如此介绍。

这名博主所说的“解压”功
能，是“萝卜刀”的主要卖点。记
者在市区走访时注意到，不少商
家都宣称“萝卜刀”是一款缓解
焦虑和压力的玩具。在电商平台
上，“萝卜刀”介绍页面中也特意
标注了“解压玩具”“减压神器”
等字样。

尽管如此，“萝卜刀”带来的
风险还是引起了一些家长的担
忧。

高芳说：“‘萝卜刀’的刀刃
虽然不像常用的刀具那么锋利，
但刀尖也很坚硬、锐利，能插破

纸张、刺穿西瓜、扎进苹果，要是
用力过大，或者玩耍时发生意
外，很可能划伤身体。尤其是金
属材质的‘萝卜刀’，危险性更
大。”

记者尝试了一下，普通“萝
卜刀”确实可以捅破西瓜、扎入
脆梨，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市民庞女士对记者说：“儿
子这两天吵着要买‘萝卜刀’，我
没同意。我听说，他们上语文课
时，老师在台上讲，学生们在下
面‘噼里啪啦‘地玩儿。老师发现
后没收了很多，有的学生被收走
了 3把。玩这款玩具这么上瘾，
太影响学习了。”

有些商家在销售“萝卜刀”

的同时，还传授具体的玩法，
包括一些“刺”“扎”的动作。有
家长担心，会对孩子带来负面
影响。

市民戴甜给上幼儿园的女
儿买了一把“萝卜刀”，但看着孩
子玩儿，她忧心忡忡。

“孩子玩的时候，不停地喊
‘刺刺刺、冲冲冲、捅捅捅’，而且
几个小朋友扎堆玩耍，那些向前
刺、互相戳的动作看起来挺吓人
的，无形中会激发孩子的暴力倾
向。如果孩子拿的是真刀，也做
出相同的动作，那将是一件多么
可怕的事情！”戴甜说。

很多中小学老师也有同样
的担忧。

一位小学老师表示，“萝卜
刀”虽然是玩具，但它是在模拟
真刀。如果学生买到了质量不过
关的“萝卜刀”，在课间拿着它跑
来跑去，不慎捅到自己或同学，
后果非常严重。有些孩子把拿刀

“甩”“刺”当成一种习惯，有可能
会攻击他人，走上歧途。

“减压神器”
存在风险

“萝卜刀”为何迅速流行开
来？家长应该如何应对？记者采
访了有关专家。

心理咨询师李彦认为，玩
“萝卜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锻
炼孩子的手指灵活度，辅助开发
大脑，提高身体协调能力。孩子
们则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压力，需
要找到一些缓解压力的方式。而

“萝卜刀”设计简单，容易上手，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适心情。但
是，“萝卜刀”带来的风险也不容
小觑。

李彦认为，“萝卜刀”的流行
与孩子们的猎奇心理密切相关。
孩子们成长过程中，会不断模仿
周围人的做法，看到别人都在

“玩刀”，自己也想尝试。“萝卜
刀”作为一款玩具，成为一种“社
交工具”，成为孩子们互相沟通、
交流的纽带。

李彦也注意到，商家售卖
“萝卜刀”时，极力宣传“捅”和
“刺”等玩法。由于未成年人心理
发育尚未成熟，看到这些玩法，
可能会做出错误解读，比如“使
用暴力和攻击性的行为是可以
接受的”……长此以往，可能会
诱导青少年养成不良习惯。

中小学生沉迷“萝卜刀”，应
该如何应对？李彦认为，除了社
会各界予以引导和监督，家长的
作用也不可替代。家长要密切关
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加强沟通和
陪护，尽力缓解孩子的压力。另
外，家长还应帮助孩子寻找更健
康安全的替代方法，如参加户外
活动、加强体育锻炼等。

总之，针对“萝卜刀”风靡校
园这一现象，家长不能让孩子盲
目跟风或粗暴拒绝孩子玩耍，应
让孩子对这类玩具有一个明确
的认知，避免沉迷其中。

一款酷似胡萝卜的玩具刀近期风靡校园，它能刺穿西瓜、扎进苹果，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家长们担心，孩子们每天拿着它“打打杀杀”，会产生暴力倾向——

“萝卜刀”，千万别玩过了头
本报记者 李圣哲 摄影报道

““萝卜刀萝卜刀””可刺进西瓜可刺进西瓜。。

正在销售的正在销售的““萝卜刀萝卜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