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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娱乐、挣积分……儿童电话手表的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玩”——

儿童电话手表“手机化”引家长担忧
本报记者 刘冰祎 摄影报道

花 39.9元就能充值 100元话费，您用手机刷视频时被这样的
“幸运券”砸中过吗——

“优惠充话费”背后套路多
本报记者 孙亮 摄影报道

架不住 8岁女儿的请求，市
民孙女士犹豫了很久，还是给
孩子买来了儿童电话手表。让
孙女士没想到的是，如今的儿
童电话手表除了通话、发信息
和定位等标配功能以外，还能
发“朋友圈”、翻译、做任务挣积
分、下载APP、玩游戏、支付等。
看着孩子整天戴着电话手表

“忙碌”的样子，孙女士不禁有
些担忧。

儿童电话手表
功能堪比手机

暑假刚开始，孙女士就给孩
子花不到一千元买了一款儿童
电话手表。“孩子上幼儿园时，她
看有的小朋友戴着电话手表，当
时就跟我要。我考虑孩子还很
小，平时也用不上，就坚持没买。
不过孩子现在马上要上三年级
了，偶尔也会自己下楼玩。禁不
住她软磨硬泡，我就给她买了。”
孙女士说。

她以前坚持不买电话手表，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
孩子沉迷其中。那时，她听说很
多小朋友用手表交友、聊天，盯
着屏幕玩，于是十分担心。结果
买来手表后，孙女士发现，这个
儿童电话手表的通话、聊天、定

位功能其实只是基础配置，此外
还能发“朋友圈”、翻译、拍照、支
付 、玩 游 戏 、听 音 乐 、下 载
APP……

“这哪还是个电话手表，简
直就是一部智能手机啊。”孙女
士说，孩子拿到手表的第一天，
就下载了四五个APP，还研究做
任务挣积分的功能，表示要攒够
积分兑换礼品。看着孩子每天要
花不少时间在电话手表上面，孙
女士赶紧打开了“上课禁用”模
式，起码在她上班的时候，孩子
在家没法使用除了通话以外的
功能。

孩子缺少自控力
家长时刻“关注”

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商场，
发现不少地方都有儿童电话手
表专柜，单价在两三百元到两千
多元不等。销售人员介绍，价格
较高的儿童电话手表，内存更
大，定位更准、功能也更多，比如
增加了翻转摄像头、健康监测、
支持扫码支付等，有的电话手表
还有智能AI功能。

正打算选购电话手表的刘

女士告诉记者，她以前给孩子
买过一款电话手表，觉得挺实
用。现在孩子要上六年级了，她
准备给孩子再买一款新款的电
话手表。“现在的电话手表功能
比以前增加了不少，就算最简
单的手表里面也有类似电子宠
物之类的小游戏，稍微好一点
的功能就更多了，跟手机差不
多。孩子缺少自控力，家长就得
多监管，比如注意一些使用权
限的打开、关闭。”刘女士说。

市民郭女士的儿子以前喜
欢在电话手表上做任务挣积
分。“走路、运动、加好友都能
得积分，为了这个，孩子确实
没少运动，有时还常常摇手，
就为了多得点积分，好兑换礼
品。”后来，郭女士感觉这样

“做任务”牵扯了儿子不少精
力，后来就不让儿子继续关注
积分了。

明确使用需求
加强正确引导

记者了解到，日前中央网信
办启动了“清朗·2024年暑期未
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其中整治重点之一就是儿童
智能设备，问题直指设备自带
APP包含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内容；对第三方APP提
供的信息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存
在不良导向内容；提供相貌PK、
运势测算等不适宜未成年人的
应用或功能；以积分排行、功能
解锁、背景更新等为名，诱导未
成年人过度消费。

“大多数家长购买儿童电话
手表的初衷，都是为了与孩子方
便联系、掌握孩子的位置。”市民
刘女士认为，家长购买电话手表
时，首先应明确自身需求，只为
切实需要的功能买单。

对此，记者采访了沧州市
车站小学教学副校长翁增光。
翁增光建议，家长可以与孩子
共同制定每天使用电话手表的
时间表，内容包括学习、休息和
娱乐的时间分配，确保孩子不
会过度依赖或沉迷。同时，家长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使用需
求，限制或禁用某些非必要的
功能，如游戏、过多的APP下载
等，保留通话、紧急求救、定位
等核心功能，为手表设置家长
控制密码，限制孩子随意更改
设置。此外，家长还可以与孩子
一起探索手表的有趣功能，增
进亲子关系。平时，家长自身也
应合理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
避免在孩子面前过度使用电子
产品，做好榜样。

100 元甚至 200 元的话费，
花上几十元钱就能得到，看上
去十分优惠。然而您付了款，买
的却只是优惠券，一番繁琐的
操作后，充值的钱却迟迟不到
账。

记者调查发现，“优惠充话
费”很难享受到优惠，甚至可能
让人掉入更大的坑。

优惠券套路多
付费充值不到账

前几天，家住颐和庄园三期
的曹女士拿着手机刷短视频时，
手机页面上忽然弹出一张醒目
的海报，提示可以用“39.9元充
值 100元话费”。曹女士觉得优
惠力度很大，便点开“充值”界面
支付了 39.9元（右图）。很快，她
的手机便收到了一条短信，说已
经发放 10 张 10 元面值的优惠
券，并附有一个链接，提示下载
一个App便可充值使用。“这算
什么优惠，还以为 100元直接充
上了呢，我当时便心凉了半截！”
曹女士十分生气，后来操作了半
天也没充值成功。

同样被优惠券吸引的还有
家住欣欣家园的胡先生。一周
前，他用手机玩游戏时，一张“49
元买 200元话费”的图片弹到了
屏幕上。他点击图片付费后按照
提示下载了一款App。打开App

后，屏幕上弹出了五六个红色信
封，上面写着大大的“开”字。点
击进入后，画面又变为“今日红
包待领取”。再次点击后，竟是几
张“充 200减 10”和“充 100减 5”
的优惠券。胡先生被层层“关卡”
弄得有些头晕，气得直接把手机
扔到了床上。

记者调查发现，手机上“优
惠充值”的陷阱很多，“上套”的
大多是老年人。低于半价的优惠
力度，第一眼让人觉得很值。尤
其是老年人，实难招架。

享受200元优惠
一年充值4000元

在市区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的小王表示，如果花钱买的优惠
券都能用上，费点儿事也值得。
可问题是，想要享受到优惠非常
难，甚至可能掉入更大的坑。

前一段时间，小王付款35元
后，收到一张价值 200元的优惠
券，页面有极小的“使用规则”字

样。原来，200元优惠券分为16张
10元券和8张5元券，共计24张
券。充值 200元，可用 1张 10元
券，充值 100元，仅能用 1张 5元
券。

更为苛刻的是，这 24张券，
每月仅可使用两张，有效期为一
年。这就意味着，想用掉所有的
券，小王必须在接下来一年内，
每个月都充值相应额度，用掉两
张券才行。算下来，为了享受
200元的优惠，要付费 35元，一
年需要充值4000元话费。

“这些优惠券，很有可能悄
无声息就失效了。”市民马女士
告诉记者，之前她付款50元购买
了 100 元优惠券，包括 10 张满
100元减5元券和5张满200元减
10元券。当月她充值话费300元，
用掉 1张 5元券和 1张 10元券。
一个月后她再次充值话费时，发
现优惠券都没了。马女士联系客
服询问，对方说“系统正在维
护”，后来就不答话了。

切勿点击弹窗广告
发生争议可投诉

记者登录几家知名的投诉平
台，发现围绕“优惠话费充值”的
投诉达几千条。不少网友表示，当
他们使用微博、微信、视频平台等
各种正规App时，无孔不入的弹
窗广告便出现了，诱导消费者一
步步进入圈套。

对此，我市市场监管部门的
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应谨慎对
比，不要随意点击手机上的各类
弹窗广告，不要下载各类应用商
店无法搜索到的陌生App。对远
低于合理市场价格的商品和服
务，要有初步“不信任”的判断。
同时，交易时要保存记录等相关
信息。如果发生争议或协商不成
的情况，应立即向消费者权益保
护中心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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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正在体验小朋友正在体验““AIAI绘画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