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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交神器”，网店还在售卖“藏
匿神器”。

仿真手机具备假亮屏功能，按开机键
会出现“电量不足”图标。

网店评论区里，买家对购买的仿真
手机给与了评价。

为了让学生专心学习，许多学校在开学后都会要求学
生上交手机。有孩子为此动起了小心思，想利用网上卖的
各种“上交神器”“藏匿神器”，或是对手机偷梁换柱，或是
将手机百般藏匿。而售卖这些“神器”的网店，也在近期迎
来了一波购买热潮。

学生偷藏手机

老师只能“斗智斗勇”

在初中担任过多年班主任的陆颖（化名），平
日里不仅要抓学习，还要抓教务，在学生交手机这
件事上，她也有过不少次和孩子们“斗智斗勇”的
经历。

陆颖回忆，一开始学校考虑到学生可能有急
事要接打电话，并没有强制收手机，仅仅规定了不
能用手机来娱乐。但后来发现孩子偷偷拿手机出
来玩，所以只能“一刀切”，全体学生在早晨到校时
都必须上交手机。

收来的手机，会放进教师办公室的柜子里。
原以为这样就能万事大吉，但陆颖巡查班级时，居
然还能看见有学生在偷用手机。

早上明明都交齐了，怎么还有手机在学生手
上呢？一问才知，学生早上确实交了手机，但交的
是家里的“古董机”，能玩的智能手机还留在手
里。后来经过排查，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在一个
人身上，有的学生上交的甚至是“模型机”。

之后的一次班会，陆颖把问题向全班作了通
报，在收手机时也定了新规矩，以前是所有人来了
之后自觉交手机，班干部负责监督和清点数量，现
在是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各自收齐后放到
对应的袋子里。那些糊弄过自己的学生，陆颖会
特意留个心眼，看看他们交的手机是不是“真手
机”。

“咱们成年人都会忍不住刷手机，何况十几岁
的孩子呢。”但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陆颖还是
时刻告诫自己不能心软，发现一例就要处理一
例。开家长会的时候，她也不点名地说了学生交
假手机的事，让家长回家多留心，看看孩子是不是
拿了家里的旧手机，是不是偷偷买了模型机。“这
件事光靠学校是很难管住的，平时家长也得多帮
忙。”

线下门店难觅

仿真手机网上热销

孩子们手上的模型机都是哪来的？记者走访
了多家线下手机店，展示区外摆的基本是实机，只
有少数店铺在后台会留存一些模型机，不对外出
售。这些模型机正面并没有屏幕，取而代之的是
一块带有宣传语的彩色外壳，普通人一眼就能看
出分别。

线下门店的模型机难找且“一眼假”，线上却是
另一番天地，售卖手机模型的网店非常多，产品外
形也更加真实。记者下单购买了两款不同品牌和
型号的模型机，到手后看到，两款产品都没有包装，
也没有品牌、生产地址等信息，都是“三无”产品。

其中相对便宜的一款，还是能感受到与真机
有些许不同，大小上比真机小一些，摸上去的手感
也有些粗糙。而价格稍贵的另一款，除了不能开
机之外，无论是大小、手感还是重量，都与真机很
相似，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部分网店显然知道自己的受众是谁，会在产
品名称上标注“学生上交”“上交顶包”。刚刚开

学，这些网店就迎来了一波购买潮，有的店铺近24
小时就有200多人购买。评论区里，还有不少疑似
学生的买家留言，评价褒贬不一。“这个是真像，打
算拿到学校去‘顶包’，希望能成功。”“感觉重量有
点不对，摄像头有点假，耳机插口是实的，搞得我
都不敢把模型机交了……”

为了让模型机更加逼真，有些网店甚至推出
了“亮屏版”产品，价格要稍贵一些。所谓亮屏，指
的是长按开机键后，手机屏幕上会出现“电量不
足”的提示，还会发出振动，用来避免老师的突击
检查。

“神器”多种多样

网店宣传明目张胆

陆颖平时也会刷社交平台，她曾看到过其他
学校的老师现身说法，为了查学生有没有私藏手
机，甚至还用上了金属探测仪。

之所以老师会用上探测仪这种“高科技”，或
许和现在的学生过于“聪明”有关。在社交平台
上，能找到很多篇学生写的“藏手机经验谈”。除
了教“藏在哪”，甚至还有攻略会推荐“藏手机神
器”，形式之多样令人瞠目结舌。

一款外观像保温杯的水杯，打开瓶盖可以正
常喝水，而旋开底座，里面竟然有一个可以藏手机
的暗格；一块普普通通的镜子，翻过来倒过去看起
来都很正常，但如果手动把镜面和底座撬开，中间
就会露出一块空间可以藏手机……除此之外，还
有笔记本、书籍、闹钟、毛绒玩具等，几乎每一样东
西都能做出暗格。

这些推荐的“神器”，在网购平台上几乎都能
找到对应的商品。如果说模型机的卖家还能辩称
是给手机店供货，那么这些售卖“神器”的网店显
然就更加明目张胆了。“手机藏匿神器、100%安全
入校、不限手机、隐私发货”，这些宣传语，明晃晃
地写在了网店的宣传封面上。而对于“道高一尺”
的金属探测仪，有些商家甚至还“魔高一丈”，推出
了可混淆检测的“安全款”产品，价格也要更贵。

但这些产品，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还是要
打个问号。记者尝试购买了一款用来藏手机的

“伪装书”，但到手之后却发现，它的尺寸跟手机完
全不匹配，实在太大了。书的侧面也没有做出正
常书籍该有的一页一页的感觉，一眼就能识破。
不仅是书，在其他神器的评论区，记者也看到了不
少对于实物和宣传不符的吐槽。“空间太小了，手
机都放不进去”“根本合不严实，打开时玻璃还容
易碎”……

家长应做引导

制定规则堵不如疏

“学生在学校出现偷藏手机的行为，问题反而
可能出在家长方面。”家庭教育专家、上海社科院社
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雄认为，在引导孩子合理使用
手机这件事上，家长的责任要比学校老师更大。

这一代孩子是伴随电子产品长大的，他们在
社交、支付甚至是写作业等很多场合，都会用到智
能手机。正因如此，家长更应该区分合理与不合
理、适度与过度使用手机的情况。在杨雄看来，与
其一味禁止用手机，家长不如与孩子“约法三章”
更好。比如在孩子完成学校课业后，可以给予孩
子适当、合理使用手机的时间。同时，家长自身表
率作用也很重要，若孩子在做功课时，家长却在旁
边不停地看手机，孩子就会感到不公平，所以家长
在这方面要给孩子做出榜样。

至于说有些孩子会利用“神器”来藏匿手机，
杨雄建议，家长应事先做一些“功课”，学会借助手
机App等手段，对孩子无节制玩手机的行为进行
远程控制，并且事先应沟通好，如果孩子无法控制
自己专心学习，家长就要把权限关闭。通过这样
的约定与训练，让孩子学会自控，并且合理地使用
手机。

随着手机在人们生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时
下由手机闹出亲子矛盾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杨雄
认为，一旦发现孩子有沉迷手机的苗头，家长应尽
早介入。“不要让小问题酿成大问题，亲子沟通要
坚持一个原则，就算家长与孩子由于手机问题发
生冲突，家长也一定不要将孩子当成对手，先处理
情绪再解决问题，给予孩子信任与尊重，许多矛盾
就会变得更容易化解。” 来源：新华网

刚刚开学，网上热销“上交神器”“藏匿神器”

仿真手机“顶包”师生“斗智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