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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门槛高收益？ 剧本差缺规范！

剧本杀别拿孩子当“风口”

现状 昂贵的角色扮演游戏

“在游戏中得到启发，在推理中锻炼表达！”

“学会高尚品德、构建自立信心”……伴随剧本杀

的风靡，北京一些剧本杀店面也陆续开始为儿童

提供专场服务。五彩缤纷的环境布置，配合着富

于教育意义的宣传语，看起来很是令人心动。

“每场6个小朋友，不需要孩子阅读故事情节，

老师给安排角色。”朝阳区一家主打儿童剧本游戏

的店面，目前有 4个主题可供挑选。店员介绍，孩

子们参与时会换上相应服装，按照老师要求扮演

各自角色，过程中会有一些主题知识的讲解，最终

完成任务。

记者注意到，若从费用方面来看，与成人剧本

杀普遍不少于 5小时、人均 150至 200元区间的主

流票价相比，儿童剧本杀显然高出一截。多数游

戏的时长控制在 1至 2小时以内，最长不超过 4个
小时，单人票价则以 250至 300元为主。有的店面

还提供亲子剧本游戏，一大一小票价直逼400元。

浏览多款儿童剧本，记者发现较之成人剧本

迷案、推理等核心，儿童剧本的含“杀”量为零，侧

重于换装、听主持人讲故事、问题解决、闯关比赛

等环节。例如一场“松鼠过冬”主题，就要求小朋

友分为不同家族，按规则收集道具，以及“捣乱”抢

夺对方家族道具，最终分出胜负。从这一角度来

说，将儿童剧本杀描述为“角色扮演游戏”似乎更

为贴切。

“可以理解，太复杂的也玩不了”“有点像我们

小时候分角色朗读课文，就是场景环境更沉浸了，

羡慕现在的孩子。”对于儿童剧本杀，一些家长表

现出了好奇，称有机会愿意带孩子体验。已尝过

鲜的家长，评价则不尽相同。

为了能尽量和同龄小伙伴一起玩，小米妈妈

曾带自己 5岁和 8岁的孩子体验剧本杀，“店员说

可以一起玩，但实际上大宝玩得很高兴，小的就比

较迷茫。”在她看来，儿童剧本杀主要面向学龄前

和小学阶段的孩子，两三岁的差别，就会在理解表

达、身体素质等方面相差巨大，店家对剧本参与年

龄划分应更为细致。而现行的剧本游戏，对建议

年龄通常只表述为 3至 6岁，7至 12岁，或 6岁以

上、8岁以上等，过于笼统宽泛。

此外，组织儿童进行游戏，主持人的引领尤为

重要。“老师组织节奏不行，给很短的时间思考，一

直在催……只是以在时间内完成任务为目的，孩

子说以后不会考虑剧本杀。”社交平台上，有家长

在体验过后给出这样的评价。而出于“保密”考虑，

大部分剧本杀“家长止步”，也为不少家长所诟病。

“一般来说应该先给家长介绍下环境，有个可视窗

口或者摄像头。”“咱也不知道怎么玩怎么杀的，有

什么教育意义，孩子参与程度啥的全都不知道。”

从业者徐玮宏，手里运营着三家剧

本杀店面，今年暑假前夕，他将其中一

家作为试点，开拓了儿童剧本杀业务。

事实上，他印象中剧本杀店里出现孩子

的身影，最早可追溯到去年 10月。“以 10
岁以上稍大些的孩子为主，那时候儿童

剧本产品不多，没什么可选的，他们玩

的其实都是成人本。”

经过数月耕耘，如今开设儿童试点

的店面，来玩的儿童占比约 10%。即每

周店里平均开 30车（车：指剧本杀的一

局）的话，儿童主题能占到 3车左右。出

于对新业务的重视，徐玮宏常亲自上阵

为儿童“带本”，组织游戏，积累了不少

经验与观察。

在他看来，剧本杀最重要的应该是

剧本，但在儿童剧本杀这个新兴市场

里，剧本质量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可以

说目前为止，我买的本我都不喜欢，只

能去改本和调整。”

由于儿童剧本杀中没有凶案，也不

似成人剧本题材多样，又受儿童认知所

限，往往以历史故事、生活常识作为展

开背景。下半年伴随部分教培机构入

局，闯关题目中又加入了算术、做手工、

单词拼写、古诗词填空、归纳成语典故

等内容，但从表现形式上看仍旧比较单

一。“比如安排好的角色常带有成人施

加的刻板印象，直接告诉孩子该做什

么，忽视了孩子的想象力。除了表现欲

较强的儿童会在游戏中尽情展现，大多

数儿童都沦为听指挥的配角，参与感很

弱。另外剧本套路化严重，常利用儿童

的胜负心强调竞争、对抗，却高估了他

们的情绪控制能力。玩着玩着情绪上

头，就会闹出矛盾。”

针对这些缺陷，徐玮宏有意识地在

“带本”时进行更改调整。例如为儿童

留出表演环节，鼓励他们发挥想象，让

自己更像扮演的角色。多关注话少、内

向的孩子，以及有意识减少分组对抗的

强度，引导孩子们共同对抗主持人这个

“大敌人”。他认为，让孩子亲口说出

“我们要团结、我们不能轻易言败、我们

不能抛弃同伴”这类话，比分出比赛的

输赢更有价值。

流行于成年人社交圈的剧本杀，正悄然演变

出“儿童版本”分支，成为家长们遛娃时一个新奇

选项。其高昂的收费搭载各种理念，被不少商家

描述为下一个投资红海。热闹背后，却难掩从业

者水平不一、剧本质量参差不齐，运营时间、形式

更待规范细化等问题。萌芽中的儿童剧本杀想

要蓬勃正向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观察 剧本质量暂不能令人满意

较之线下仍处尝试探索阶段，在线

上，围绕儿童剧本杀的营销已然一片火

热。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均可搜索

到数万讨论帖与相关视频。除了经验交

流，大部分是各类儿童剧本杀运营品牌

发布的招募加盟商、合伙人等内容。

“236 场营收 200 万”“3 个月带来

150万+”“招生话术，没有拿不下的家

长”……这些内容中，儿童剧本杀普遍被

描述为轻资产创业，可用于教培机构销

课、书店吸引儿童顾客等诸多场景，具有

入局门槛低、收益高、资金回笼快等优

势。仿佛只要加入其中，就能踩中“风

口”，实现盈利的美梦。评论区内不少网

友心动不已，纷纷留言“求分享”“求加

盟”。

记者联系数家儿童剧本杀品牌，了

解到加盟的主要形式即购买剧本。根据

本子是电子版还是实体版，购买数量、道

具丰富与精美程度等，报价从四五千元

到两三万元不等。

虽然店里已有了一部分儿童流量，

但在徐玮宏看来，这一赛道还远称不上

红火。徐玮宏分析，运营品牌通过“画

饼”，只是努力想要将剧本产品、营销模

式等货卖出去，但不能帮助加盟商解决

最关键的线下销售端的问题，即充足稳

定的儿童客源。从这一点来说，天花乱

坠的宣传不排除有诓人加盟的意味。

（据《北京日报》）

加盟 行业“画大饼”小心被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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