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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学步鞋卖上千一双学步鞋卖上千？？

收割收割““育儿焦虑育儿焦虑””的套路该停了的套路该停了！！
半月谈记者半月谈记者 黄筱黄筱 郑可意郑可意

“孩子穿上这双鞋，学走路能少摔跤！”当前，童鞋市场热炒“机能鞋”“学步鞋”。商家宣称，一双“科技含量十足”
的专业学步鞋能“减少摔跤”“矫正步态”，这让不少家长甘愿为之买单。

动辄数百元的学步鞋何以备受家长青睐？这类热销产品到底是“玩概念”还是“真实用”？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
市面上不乏商家以“科学育儿”“给孩子最好的”之名，将商品包装成成长刚需。其背后，是被标价待售的“育儿焦虑”。

为了孩子少摔跤，买！

什么是学步鞋、机能鞋？中
国皮革协会2021年发布的团体
标准《儿童机能鞋》将该产品定
义为根据人体工学原理设计，针
对0-6周岁婴幼童的脚型特征、
行走方式和发育特点而研发生
产的具有稳定、支撑、保护婴幼
童脚踝、足弓的功能性儿童鞋，
并对鞋子的整鞋前跷高度、鞋底
厚度、外底硬度、鞋底回弹性能、
鞋垫厚度等作出了要求。

从市面上部分品牌的主打
产品来看，其卖点大同小异，多
包含大底、三分之一弯折、较硬
后跟、方便穿脱等适配婴童行走
的设计。此外，各个品牌也有自
己的“独门科技”。半月谈记者
走访了解到，这类童鞋品牌大多
入驻一、二线城市的大型商场。
一些店员称，自家产品专注婴幼
群体，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因而
受到许多家长的信任，近些年卖
得很火。

目前市场上热度较高的学
步鞋、机能鞋通常采取多区间定
价策略，主力产品价格在两三百
元左右，同时推出五百元以上、
甚至超千元的单品。高价难以
阻挡部分家长的热情。36岁的
凌虹在其他家长的推荐下先后
为两个女儿购买了某品牌学步
鞋。“打完折后，价格也还是挺
贵，但是听说对孩子脚部发育有
好处，咬咬牙就买了。”

有的家庭购买需求则更具
体。浙江祝先生的孩子马上满
两周岁，他表示，之所以购买学
步鞋，是希望孩子学步过程中走
得稳、少摔跤。“孩子同龄玩伴的
家长说，产品的鞋底比较宽，孩
子确实摔得次数少了。”

半月谈记者在某电商平台
询问一家主打儿童机能鞋的品
牌旗舰店客服人员，其产品是否
有防摔功能时，很快被推荐了一
款价格 500多元的产品。客服
人员称，相较于店内普通学步
鞋，该款鞋的鞋底增宽18%，触
地更稳，还拥有多项专利，防滑
性能更强，“专为减少宝宝摔跤
次数而设计”。

从设计原理看，学步鞋前掌易弯折、
强化后跟支撑等设计确实有其合理性，
按学步阶段划分鞋类产品也有一定参考
价值，但许多正规普通童鞋也能实现这
些功能。

让祝先生颇为困惑的是，在社交平
台做了调研后，他发现不同品牌对孩童
学步阶段的划分不同，缺乏统一标准。

“有的家长反馈，学步鞋要在学步的第二
阶段穿，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更易摔
跤。”他表示，产品花样过多，各商家说法
不一，消费者缺乏科学的指导，有些无从
下手。

“对于孩子生活中的必需品，不能仅

用价格来衡量商品的优劣。”一位儿童产
品测试平台技术专家表示，由于这类鞋
在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点”的特
性指标上没有明确的要求，也无明确的
科学验证方法和评价指标，因此所谓的

“科技含量”，更多是品牌自身的市场宣
传行为。

另一方面，鞋子的买单群体是家长，
使用群体却是孩子，这让产品的实际效
果难以得到真实准确的反馈。“你说真的
有没有用，那我也不知道。孩子还小，问
他们脚感怎么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来。”凌虹说。

半月谈记者查阅于2025年 6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 GB30585-
2024《童鞋技术规范》，其中涵盖对童鞋
的零件、安全设计、气味、材质等方面的
严格要求，并未提及学步鞋、机能鞋的
附加功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骨
科负责人唐欣认为，相对于产品本身的
性能，现有儿童机能鞋的概念性更强，
商家所突出的功能性宣传缺乏医学上
的论证。“事实上，并无研究证实这类鞋
子能帮助孩子更快掌握步行能力，也没
有哪款产品做过对比试验，得出通过学
步鞋能减少摔跤次数或者防止摔跤的
结论。”

这钱花得值不值？

业内人士表示，家长在育儿过程
中的焦虑心态难免成为商业开发的

“富矿”。从婴儿期到学龄期，一些商
家围绕儿童成长周期构建了完整的

“焦虑产业链”——学步鞋之外，更多
打着“科学育儿”旗号的产品接踵而
至。

提供一份口腔黏膜样本，通过基
因检测分析，就能知道孩子的智商、情
商、音乐、运动等天赋结果；贴上“婴儿

用”的标签，普通饮用水“身价”便能上
涨几倍；打着“纯中药配方”“草本抑
菌”旗号，违禁添加激素的儿童护肤品
却莫名热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儿
童保健科副主任朱冰泉说，当前市场上
一些育儿产品的宣传语缺乏严谨的科
学依据，不少家长把社交媒体当作育儿
的“百科全书”，看似做足了攻略，其实
可能掉入了商家搭建的信息茧房。

朱冰泉建议从三个方面构建健康
育儿环境。首先，发挥医疗机构的专
业优势，为儿童提供科学专业的健康
和发展评估监测，通过“医育结合”缓
解家长焦虑心态；其次，电商平台完善
婴幼儿用品准入审核制度，限制缺乏
科学依据的过度宣传；第三，通过社区
医院、家长学校等渠道开展科学养育
知识普及，帮助家长理解儿童发育的
个体差异和自然规律。

被标价的“育儿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