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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手串原本是一些中老年人热衷的休闲爱好，今年以来悄然在小学生圈子中流行起来。一串
串色彩斑斓的手串不再是装饰品，而成为小学生最爱的玩具之一。小学生们吱嘎吱嘎盘手串，让许

多成年人“大跌眼镜”。这不禁让人发问：小学生们是怎么爱上盘手串的？

孩子爱盘手串，家长要不要管？记

者就这一问题咨询了市第三人民医院

心理咨询师周妙珍。周妙珍认为，盘手

串在小学生中流行起来，一个重要推动

因素是社交需求。

“青少年比较容易出现‘跟风’行

为。孩子们有自己的社交圈，如果身边

同学都在盘手串，有些孩子为了融入群

体，即便自己不是很感兴趣，也会参与

其中。”周妙珍说，除此之外，青少年学

生也会追求和同学们看同样的剧集、玩

同一款游戏等，这些都是他们发展社会

关系、获取同伴认同的重要方式，家长

无需过度干涉。

其实，现在的孩子盘手串，和“90

后”小时候转笔本质上是一样的。周妙

珍介绍：“青少年的流行风向转变是很

快的，可能今天流行盘手串，明天又会

流行其他。在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同时也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家长无需

‘草木皆兵’。有时，家长的过度关注反

而会强化孩子的行为，起到反作用。”

至于部分家长和老师担心的，盘手

串会影响孩子注意力的问题，周妙珍则

表示：“长时间一心二用，的确会引发注

意力分散，建议家长和老师引导孩子在

上课、写作业等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

不要盘手串。”

此外，周妙珍提醒，小学生处于身

体发育的阶段，长时间高强度地盘手串，

会给手部的关节、肌肉、韧带等带来压

力，可能造成损伤，甚至有引发腱鞘炎等

疾病的风险。如果孩子盘手串已经影响

到生活学习，家长和老师需引起注意，了

解孩子行为背后是否隐藏着无法消化的

负面情绪，积极给予引导和帮助。

适当盘手串无伤大雅 家长老师应合理引导

材质包浆不重要 好看好盘才关键

10 月 24 日上午，记者在溪心路一

家文具店里看见两盒售价为 20 元的手

串。店主朱晓英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手串成了小学生群体的热门玩具。“节

假日的时候，来买手串的学生比较多。

两个月前，我们店里进了一批货，总共

有 50 多串，现在只剩下这两串了。”朱

晓英说。

俞 弘 颖 和 王 韬 夫 妇 是 古 玩 爱 好

者。闲暇时，他们常会在集市里支起一

个古玩小摊，售卖他们从各地收集来的

古玩手串。今年以来，他们明显感觉

到，来买手串的小顾客变多了。“今年节

假日的时候，来买手串的小朋友特别

多，年纪最小的只有六七岁。他们的年

龄虽然不大，但一个个盘起手串来十分

熟练。”俞弘颖说。

记者了解到，俞弘颖和王韬售卖的

手串，单价从几十元到近万元不等，材

质有木头、玉石等。王韬介绍，作为文

玩的手串，有着十分复杂的分类方式，

外行人很难一眼辨别手串的价值。有

些手串乍一对比并没什么差别，但身价

却相差数倍。

记者了解到，小学生们对手串的偏

好，有着明显的共同点。他们购买的手

串，价格通常不会超过百元。比起材

质、包浆等，他们更在意串珠形状是否

正圆、大小是否均匀。“正圆的单圈手串

盘起来比较容易，手感更好。小学生们

来挑选的时候，通常不会询问材质，而

是更在意款式。”王韬说。

支持还是反对？有些家长态度宽容

对于小学生盘手串的爱好，家长的

意见不一，但总体来说比较宽容。

在俞弘颖和王韬夫妇的摊位前，小

学生小施和她的妈妈陈女士正在挑选

串珠。正在读五年级的小施看中了一

款粉色的石材手串，售价60元。“我喜欢

这个手串的颜色。”小施边说边将手串

折成两圈，放在右手的大拇指和其余四

指上反复打圈，“它的每颗珠子都是一

样的，盘起来比较舒服。”陈女士对女儿

的爱好不置可否：“孩子一般是拿零花

钱买手串的，当一个爱好也无伤大雅。”

陈芳萍的儿子帅帅今年读四年级，女

儿欣欣读一年级，兄妹俩都爱盘手串。欣

欣说：“我是看哥哥盘手串才跟着盘的。

哥哥会用零花钱买手串。我感觉盘手串

很有趣、很解压。”对于兄妹俩的爱好，陈

芳萍的态度比较中立：“孩子平时在家的

时候会拿起来玩玩，并不会带到学校去，

因为老师不允许。我觉得平时玩玩也没

关系，不要影响学习就好。”

家长王小凤对孩子盘手串的态度

则更加积极，她会主动为孩子购买手

串。“今天我看中了一串很可爱的手串，

我儿子肯定会喜欢，所以就买下来送给

他。”王小凤本身就是一位手串爱好者，

家里有十几串不同的手串，用于搭配每

天不同的穿搭。对于有些老师担心的

盘手串会影响学习，王小凤说：“我觉得

孩子的学习并没有受到盘手串的影响，

这只是一个爱好或者习惯而已。孩子

喜欢，我们也挺支持。”

串珠为卡通形象的手串家长给孩子买手串后拍照

小学生开始流行盘手串了
心理专家：一种模仿和解压行为，适度引导和教育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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