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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收集各类动漫徽章。每次看

到我喜欢的动漫角色的周边，就像他们在

我身边为我加油助威。身边有同学为买周

边花很多钱，在我看来他们的行为并不理

性，我觉得把喜爱藏在心里就好，所以我每

次选购时都会给自己设置一个消费上限，

例如盲盒类产品，每回只抽一两次。

妈妈一开始不理解，后来她发现我喜

欢的角色很有正能量，现在比较支持我，我

爸爸也是。

以前，我性格内向，还遭遇过被“孤立”

的情况，我喜欢的动漫人物面对各种挑战

的积极态度感染了我，让我变得更加坚毅

开朗了。

——赵紫舞 13岁

我喜欢买徽章类“谷子”。我身边有不

少“吃谷”的同学，有同学每个星期都要花

两三百元买周边，还有同学每一场漫展都

要去参与。我认为应该平衡一下爱好和支

出，所以我每次只会花费20-30元，“点到

为止”。妈妈对我“吃谷”这件事是支持的，

但她告诉我要适度消费。

最近，我开始画自己喜欢的人物，不同

颜色、大小的图案，既可以缓解学习压力，

又有收藏意义，比买“谷子”更有意思。

——杨竣麟 13岁

我最喜欢盲盒和玩偶。买它们是因为

角色的经历让我产生共鸣，或为之感叹。我

身边一些朋友会抢购喜欢的 IP 的所有周

边，我觉得热爱不该只靠花钱，更重要的是

内心的认同。

父母对我“吃谷”持中立态度。买“谷

子”确实很费钱，它不是必需品，但可以帮

我构建独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比如想起

某些角色的故事就能激励自己不畏困难。

适度消费可以缓解学习压力，还能结交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过，过度沉迷可能会分

散精力，影响学习哦。

——田可忻 13岁

我最喜欢收集徽章，每当看到喜欢的

角色就觉得充满力量。我每次消费控制在

100 元以内。爸爸妈妈觉得这和他们小时

候集卡片的性质差不多，只要不过度沉迷，

能够平衡好生活和学习就没问题。其实，

“吃谷”不仅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也让我

交到了更多朋友，性格变得更加开朗。

——李锦泓 13岁

我对徽章情有独钟。将喜爱的角色带

在身边，就像拥有了“次元通行证”。我喜欢

不少二次元动漫角色，“吃谷”是对角色的

“爱意投射”，遇见心仪角色的徽章，总会产

生一种带回家的冲动。我身边有位“谷子狂

魔”，收藏了满房间的“谷子”，堪称“次元宝

库”。

父母觉得这是成长中正常的兴趣表

达，只要不过度痴迷就好。“吃谷”是我的快

乐源泉，但我偶尔会因为沉迷“谷子”耽误

时间，我得好好平衡爱好和学习啦。

——李明熹 13岁

我常买喜欢的角色的徽章，一次花费

几百元。我认为只要在经济能力范围内花

销，不影响正常生活，不因为攀比而去“买

谷”，这就是一个正常爱好。

拥有周边就像把角色的魅力带到了现

实生活中，不仅可以帮我缓解压力，还让我

感受到纯粹的快乐。

——刘荣誉 18岁

家有
“科普大师”

■ 林微

“妈妈，快看！它的小嘴多可

爱！”儿子指着纪录片里的美洲大赤

鱿说道，我却头皮一阵发麻，我最受

不了的就是软体动物。“你看，它的

触手上还有牙齿，有的章鱼触手上

是没有牙齿的。世界上有一种透明

的章鱼叫小猪章鱼，哈哈哈……”他

完全不顾及我的反应，自顾自地科

普着，那时他刚上幼儿园。

儿子从小痴迷海洋动物，尤其

钟爱章鱼和蓝鲸。曾经，为了买一个

塑胶的蓝鲸模型，6 岁的他在海边

的长椅上连着摆了 3 天地摊，卖了

抓娃娃得来的玩偶，终于凑够了

108 元，拥有了日思夜想的蓝鲸玩

具。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宝贝让他

爱不释手，每晚睡觉前都要摸一摸。

说起睡觉，儿子睡前一定要读

书，时间再短也要看上一眼。于是，

每天晚上成了我“被动科普”的时

间：蓝鲸没有牙齿，它们靠鲸须来捕

食，鲸须像篦子一样起到过滤作用；

章鱼有3个心脏、9个大脑；小丑鱼

和海葵是共生的；黄貂鱼的尾巴长

有毒刺，用来捕杀猎物……我从完

全不懂海洋生物变得略知一二。

上小学后，儿子的科普范围从

海洋拓展到陆地，主攻菌类和食虫

草。他一年级暑假时，我偶然买了一

盆捕蝇草，这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他在电脑上查阅各种食虫草：捕蝇

草、猪笼草、猴水瓶……遗憾的是，

因为我们不懂种植方法，那盆捕蝇

草很快就枯死了，小家伙为此难过

了许久。

儿子最爱吃香菇。一次雨后，我

们到公园散步，在草地上发现了一

堆堆小蘑菇。每发现一朵蘑菇，他便

惊喜万分，就像拆盲盒一样。有的三

五个聚成一堆儿，他起名“蘑菇兄

弟”；有单株白色的、黄色的、褐色

的；还有开败后伞盖裂开的。这次发

现让他捧起《真菌王国》开始钻研，

很快我便知道了：大秃马勃是一种

巨型蘑菇，长得像白馒头；有一种真

菌叫“恶魔手指”，它成熟后像章鱼

的触手，又称“章鱼臭角”；大王花小

时候长得像菌丝；许多有毒的蘑菇

并不是彩色的……此后，每逢雨后，

他总要去草地探查一番。我们还尝

试着种植了平菇，每天浇水观察，5

天后便收获了一盘蘑菇炒青菜。

随着他兴趣愈发广泛，我也被

科普了越来越多奇奇怪怪的知识。

闲聊时，他得意地告诉我：“妈妈，你

知道吗，我在学校有个‘雅号’叫‘科

普大师’。我还有小粉丝呢！每天下

课，外班的同学都会来走廊听我讲

科普。”

一天晚饭时，儿子突然认真地对

我们说：“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要

做什么，现在我有目标了——我想研

究头足纲生物。”尽管未来有许多不

确定性，我们仍全力支持他的想法。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并能以兴趣为志

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希望这位“科

普大师”在科普之路上越走越远！

廖春莉（成都市青羊实验
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成都市 A 证心理
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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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愈室心理

，你染上“谷子”了！

近日，潮玩盲盒

“LABUBU”横空出

世，在全球掀起热

潮；今年初，国漫 IP

“哪吒”也以现象级

影响力，受到儿童青

少 年 的 追 捧 。从

“LABUBU”“哪吒”

到各类“谷子”，这些

源自动漫、游戏、影

视剧等IP的衍生产

品（周边），正持续俘

获年轻一代的消费

热情。

“谷子”作为英

文“Goods”的音译

词，不仅是这类商品

的代称，更成为“00

后”“10 后”文化消

费的关键词。“谷圈

文化”有着怎样的魔

力？本期，让我们透

过新一代消费者的

视角，探寻“谷子”背

后的成长密码。

【
编
者
按
】

▶

■ 本报记者 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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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青少年选购潮玩及周边的行为已

相当普遍。那么，广大家长该如何理性看待这

一现象？如何引导孩子把握爱好与消费的边

界？下面，两位一线教师结合教学与管理实

践，为家长分享了实用的“成长锦囊”。

倾听孩子“喜爱的声音”
“从我2013年开始担任班主任至今，十余

年来，学生对潮玩及周边的喜爱度显著提升，

曾经的小众文化正逐步走向大众化。”天府四

中语文教师林松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

为：一方面，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让青少年的

可支配零用钱增多，他们得以将更多预算投

入到兴趣消费中；另一方面，近年来文化产业

蓬勃发展，使文创产品在形式、内容与数量上

有了质的提升，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对喜欢

新鲜事物、好奇心强的青少年有天然吸引力。

同时，新媒体时代下，青少年将大量时间

和精力投入社交媒体，观看动漫作品成为主

流娱乐方式。“许多同学告诉我，他们在虚拟

动漫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强烈的情

感共鸣让他们通过采购各类周边的方式来支

持‘理想中的自己’。”林松分析道。

在林松看来，青少年追逐潮流文化，特别

是喜爱动漫周边已是普遍现象，家长更应注

重疏导，而非简单粗暴地制止和旗帜鲜明地

反对。“家长需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建立自我

认同与融入同龄社交的心理需求，以平等姿

态和孩子沟通这一问题。”

“了解孩子的收集动机是沟通的第一

步。”林松建议家长发现孩子有类似行为时，

不要直接质问“买来有什么用”，可以尝试询

问：“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角色？他哪一点吸引

了你？”如果孩子喜爱的是角色身上的积极品

质，家长应予以理解和支持。同时，家长也要

为孩子“把好关”，需了解相关动漫作品，确保

其价值观正向。林松补充道：“家长发现孩子

过度沉迷时，要及时引导，帮助孩子建立与现

实生活的连接。”

建立规则，延伸“热爱”
“需要注意的是，购买潮玩及周边本质上

属于经济行为，即便出于热爱，家长也需引导

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天府四中历史教师

沈新蕾自己也是潮玩“爱好者”，她表示，潮玩

的走红往往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商业运作，家

长可以与孩子共同分析产品流行的背景，了

解“消费主义”、商品的价值属性等知识，提升

孩子的辨识能力。

在具体消费行为上，她建议，家长和孩子

可以尝试建立“消费约定”，如设定每个月消

费在潮玩及周边上的额度、昂贵的品类需要

存钱购买、超支时需说明原因等。“规则不是

限制，而是帮孩子学会‘为热爱负责’，比如存

钱的过程能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对比

价格可以帮助孩子理解‘价值’的含义。”沈新

蕾说。

“家长还可以采用‘延伸热爱’的方式，让

孩子意识到除了消费，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向

喜爱的角色‘致敬’。”林松表示，家长可以将

孩子对潮玩及周边的喜爱，转化为“生活化美

育教育”的契机，和孩子一起观察和分析这类

产品的设计美学，探究角色创作背后的文化

内涵和设计故事。

13岁的初一学生赵紫舞也分享了类似经

历。她从五六岁起喜欢动漫角色，在从事编程

工作的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学习电脑绘制

与简单的3D建模。“现在，我很少购买动漫周

边了，因为我可以自己绘制，在我看来这样更

有意义。”赵紫舞说。

当爱好从“消费”转向“创造”，孩子自然

会跳出“买买买”，主动尝试动手实践。“家长

将‘对抗消费’转变为‘共同管理’，让孩子在

被理解的基础上学会掌控欲望，这或许是处

理此类问题的最佳方式。”林松说。

你了解“谷圈文化”吗？会购买哪一类“谷子”？
在你看来，购买潮玩或周边给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让热爱成为“成长动能”

亲爱的家长：

这样的情况，不少家庭都会遇

到。父母满心想帮孩子减压，却在

一句安慰后遭遇反弹。为什么出于

关爱的语言，却没有带来正向的效

果？当孩子陷入情绪困境时，父母

到底应该如何说、如何做，才能真

正帮到她？

这不是小题大做
而是孩子真切的压力反应

考试前，尤其是面临中考、高

考或关键期末考时，孩子出现焦

虑、失眠、烦躁等反应十分常见。这

不仅是学习负担的体现，更可能源

于心理层面的“失控感”。

在孩子眼中，考试分数往往关

联着父母期望、自我价值感等。多

重压力下，哪怕是善意的提醒或安

慰，也可能被解读为“不理解”“不

尊重”，因为此时孩子需要的不是

“正确的建议”，而是“情绪的共鸣”

和“陪伴的支持”。

“别紧张”为什么没用
甚至让孩子更崩溃？

我们常常出于本能想安慰孩

子：“别紧张”“你已经很棒了”“考

好、考不好，都没关系”……可为什

么这些看似温柔的话，反而让孩子

更烦躁，甚至顶撞你？

１.否定情绪，让孩子觉得“不

被理解”。

当孩子正在经历焦虑，安慰她

“别紧张”，就像在说：“你的感受是

多余的。”这会让孩子感觉自己的

情绪被忽视、轻视，甚至被否定。对

他们来说，焦虑是真的、失眠是真

的、不安是真的，但你却用一句“别

紧张”就打发了，这会加剧他们的

无力感和孤单感。

我们可以说：“我看得出来你

很紧张，考前压力不小吧？”“我知

道你最近特别努力，所以很在意这

次考试。”“如果我是你，可能也会

焦虑。”在表达关心的同时，也向孩

子传递：“我站在你这边，理解你的

感受。”

２.被要求“放松”，却不知如

何放松。

孩子不是不想放松，而是不知

道该怎么做。他们脑中反复回荡着

“万一考不好，怎么办？”“我是不是

准备得还不够？”这时，与其空劝

“放轻松”，不妨从“陪伴”和“行动”

出发，给予实质支持，具体的行动

比口头安慰更有效。

3个实用建议
帮孩子走出“情绪漩涡”

１.共情，不评判：做情绪的

“接收器”。

孩子处在焦虑中，大脑理性区

域的运作会减弱，这时，应先接住

她的情绪，让她感受到安全和理

解。可以这样表达：“我能感觉到你

很在乎这次考试。”“你说怕考不

好，是担心让我们失望吗？”“不管

你在担心什么，我都愿意听。”

不急着劝解，不着急“解决问

题”，而是让孩子先表达、释放。当

孩子感觉自己被理解，才更容易重

新平静、理性地面对问题。

２.陪伴，不控制：找回“可控

感”。

焦虑往往来自“不确定”“无把

握”，此时，你可以陪孩子一起做一

些可控的小事，例如，和孩子一起

制订带休息时间的复习节奏表；睡

前陪孩子进行深呼吸或冥想训练；

陪孩子散步、听舒缓的音乐。这些

看似简单的行动，可以帮她一点一

点找回掌控感。比反复说“别慌”更

有用。

３.信任，不施压：你相信她，

她才相信自己。

越是在意，就越怕自己“不够

好”。一些孩子担心“让父母失望”，

因此，你要做的，是告诉她：“你不

是一个必须考到第几名才会被爱

的孩子。”“我们在乎你，不是因为

成绩，而是因为你是你。”“考试只

是过程，不会决定你的人生。”家长

用行动和语言传递“无条件支持”，

才能让孩子卸下心理包袱。

父母的情绪
是孩子最敏感的温度计

有些时候，孩子冲你发泄情

绪，并不是针对你，而是她内心不

安和自我怀疑的投射。你不必因此

内疚或失望，也无需指责她“不懂

事”。换个角度看，正是因为你是最

亲近的人，她才敢“暴露真实情

绪”。

此时你需要做的是“稳住自

己”。你越淡定、越温和，孩子越容

易冷静下来；你越焦虑、越压迫，孩

子越透不过气来。

亲爱的家长，孩子真正需要

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你，而是一个

可以信任的你。用心倾听、温柔回

应、不急着解决，反而会成为她心

中最温暖的支持。当孩子知道有一

个地方可以安心做自己，便拥有了

面对挑战的底气。

孩子考前失眠、焦

虑，我安慰她“别紧

张”，她却冲我喊：“你

当然不紧张！”我想关

心她，她却觉得我是站

着说话不腰疼。这种

时候我该怎么说、怎么

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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