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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奥特曼、叶罗丽卡片热度依旧，小马宝莉卡片又强势登场。这些卡片似有魔力
般，让孩子们陷入“买买买”的循环——

您家孩子被“卡”住了吗？
本报记者 李婉秋 摄影报道

这段时间，一些学校或培训
机构给孩子们布置的手工制作
都以“绿色环保”为主题，让孩子
们利用身边的废弃物制作手工
作品，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然
而，记者调查发现，家长们在帮
助孩子完成手工作业时，由于平
时家里没有废品，不得不去购买
新材料充当“废物”使用。

用粮食拼贴宣传画
家长吐槽有些浪费

7 岁的墨墨在位于海河路
的一家培训机构练习绘画。日
前，墨墨的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
一项课后手工作业，让大家制作
一幅“粮食画”，还在微信家长群
中发了手工作品的要求：利用谷
物、豆子等粮食天然的形状、色
彩、纹路，拼贴成不同的人物、动
物形象或故事场景。比如：黑色
一般用黑豆、黑芝麻呈现，黄色
用小米或黄豆、玉米粒呈现，白
色使用大米，红色使用红豆、红
枣，绿色使用绿豆。

“家里平时做饭只买大米、小
米和面粉，顶多再备点儿红豆、绿
豆，‘粮食画’的颜色根本凑不齐，
只好去超市买一些杂粮回来。因
为每种粮食只用一点儿，这些粮
食又不能长期保存，只好一样抓
一把。”墨墨的妈妈说，一幅画色
彩越繁复，用到的粮食品种就越
多。粘完了“粮食画”，剩下的杂粮

基本也没什么用，时间一长也就
变成了厨余垃圾。

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粮
食画”都是主打节约粮食的主
题，比如用粮食拼成谷仓，旁边
要写上几个字“节约粮食 拒绝
浪费”；用粮食拼个盘子、筷子的
样子，中间用米粒摆一个“光盘
行动”……乍一看，都是在宣传
节约，可细想一下，原本用来吃
的粮食，现在拿来当成手工材
料，而为了完成作业，家长还常
常要去买很多种粮食来使用。

“这究竟是节约粮食还是浪
费粮食呢？”墨墨的妈妈告诉记
者，完成“粮食画”的孩子会得到
培训机构发的小礼物，所以她也
只好陪着孩子一起做手工（上图）。

扎花用掉一包口罩
买十瓶水只用瓶盖

前一段时间，读小学二年级
的菲菲放学回家后告诉妈妈，说
手工课老师布置了用旧口罩做
牡丹花的作业，完成后会有加

分。菲菲的妈妈赶紧用手机搜索
制作视频，发现制作过程很费口
罩，要先把十几个旧口罩用开水
煮，晾干后再剪裁制作。“现在用
过的口罩都是即用即扔，到哪里
去找那么多旧口罩呢？”菲菲妈
妈只好买了一包新口罩，当成手
工材料给剪了，用了六七个口罩
才做好作品。

前几天，5岁的乐乐带回了
幼儿园老师留的作业：跟爸爸妈
妈一起用废旧饮料瓶做一件手
工作品。乐乐的妈妈上网去搜了

一下视频教程，笔筒、收纳盘、小
花盆等做法五花八门，其中只有
很少一部分是用一两个瓶子就
能做出来的，大部分作品都要使
用多个瓶子。乐乐的妈妈挑来选
去，发现“牙刷架”用料最少——
只需要 4个瓶子。因为第二天就
要交作业，乐乐的爸爸赶紧去超
市买了 4瓶矿泉水，把水倒了，
腾出瓶子给孩子做手工。

“我觉得这不是废物利用，而
是在浪费。”乐乐的爸爸说，他身
边的很多家长都有类似的感受。

宣传“变废为宝”
切莫造成浪费

记者就此事采访时，不少家
长表示，变废为宝原本是好事一
桩。过去，废弃的瓶子、鞋盒、纸
杯、塑料袋等拿来制作手工制
品，可谓物尽其用。如今随着经
济条件的改善，大多数家庭已经
不再积攒废弃的物品。

在运河区从事教育工作的
李晓蕾老师表示，树立公众节约
意识无可厚非，但如果打着“变
废为宝”的旗号，要使用更多崭
新的材料，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去实现“变废为宝”，这无疑是背
离初衷、本末倒置了。相比于找
废旧瓶子、纸杯、纸箱做手工，甚
至让新物品被“废物利用”，提升
孩子的节约意识、再利用意识，
才应该是更重要的事。

用各种杂粮拼贴成宣传节约的海报，把新口罩剪成荷花的造型……
很多新材料被当“废物”来使用——

“变废为宝”做手工 本末倒置不应该
本报记者 孙亮 摄影报道

近日，家住市区的 7岁女孩
小然迷上了买小马宝莉卡片，为
了拆出稀有卡，她一个月竟花了
上千元。即使这样，小然还是不
停地要求妈妈继续买小马宝莉
卡。

为集卡欲罢不能
一个月花千余元

“我拆出一张稀有卡……”
几天前，小然高兴地拿着一张新
的小马宝莉卡片对同学们说。大
家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围在一
起七嘴八舌地讨论起这张卡片，
话语间满是对卡片上精美图案
的赞叹。

小然是动画片《小马宝莉》
的铁杆粉丝，她的第一张卡片
是同学送的。起初，小然只是觉
得卡片很漂亮，便试着买了几
张。随着这类卡片的风靡，她越
来越喜欢这些卡片，从此一发
不可收（右上图）。

小然妈妈对小然买卡的行
为十分头疼。每次去商店，小然
总是第一时间冲向摆放卡片的
区域，眼睛紧盯着那些漂亮的卡
片。尤其看到新出的款式，她更
是挪不动步。小然也常常在网上

浏览售卖小马宝莉卡片的店铺。
为了拆出稀有卡，有一次，她竟
花了 300 多元买卡。一个月下
来 ，小 然 竟 在 买 卡 片 上 花 了
1000多元。

“稀有卡哪有那么容易拆
出，我都不知道给她买了多少包
卡，才拆出了一张。”小然妈妈无
奈地说，孩子渴望集齐所有的卡
片，以完成自己的“收藏大业”。

随着玩卡的孩子越来越多，
卡片也成了社交工具，“没有卡

片就落伍了，我们学校很多同学
在集卡。”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
告诉记者，大家平常交流会以

“集卡”为话题，不少同学为了获
得稀有卡而不断购买。

卡包抢了文具风头
线上线下热度不减

日前，记者走访市区学校周
边的文具店、超市发现，不少商家
都在售卖各式各样的卡包盲盒。

其中，以小马宝莉和奥特曼为代
表的卡包盲盒摆在“C”位，按照价
格和稀有度进行分类摆放。

“这是今天刚到的小马宝莉
卡，很快就能卖完。”新华区一家
文具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小马
宝莉卡有 2元包、5元包和 10元
包。不少孩子一次就买好几包，
甚至有孩子一次要买一整盒。有
的孩子满心期待地拆开小马宝
莉卡包，发现没有稀有卡，失望
之下竟直接将卡片全部扔掉，嘴
里还嘟囔着：“怎么又是这些普
通卡，一点都不稀罕。”

小马宝莉卡不仅在实体店
铺中掀起了购买的热潮，在线上
也同样热销。记者在某购物平台
上搜索“小马宝莉卡”看到，销量
超过万件的小马宝莉卡店铺比
比皆是。甚至有的店铺销量超过
100万。

一些在直播间买过卡包的
孩子告诉记者，直播间中虽写着

“禁止未成年人下单”，但是他们
还是顺利购买了。

莫让孩子
过度沉迷“卡”中

当孩子热烈讨论这些卡片

时，家长的担忧也随之而来。记
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家长对孩
子收集卡片感到担忧。

“我其实不大希望孩子集
卡，买几张玩是可以的，但是不
想孩子过度沉迷。”市民崔女士
说，起初她没在意，以为孩子喜
欢就买一些，过几天新鲜劲过了
就不买了。没想到这类卡包盲盒
总是出新卡，孩子买不到喜欢的
卡片，就总要继续买。她很担心
孩子因此耽误学习。

对此，沧州市车站小学教
学副校长翁增光表示，家长面
对孩子集卡行为不必过于焦
虑，更不要加以批评。首先，家
长要主动与孩子沟通交流，了
解孩子喜欢集卡的原因和目
的。之后，家长要引导孩子认识
集卡可能带来的后果，如规定
一个月或一周给孩子固定零用
钱，若用于买卡，购买文具和零
食的钱就会相对减少。另外，家
长要合理控制孩子玩卡时间，
明确孩子必须先完成作业等应
做之事后才能玩卡。

“家长应引导孩子学会适度
控制，把握好分寸，而不是无限
制地任由孩子买卡。”翁增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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