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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追星并非一无是处。孙宏艳认为，追星是
青少年成长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偶像心理上的认
同、行为上的模仿、情感的依恋等，都是青少年成长路
上的重要元素。“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说实话也打不
死，因为几乎每一代人都是看着偶像或者榜样的背影
长大的。”

温方表示，对于青少年的追星要辩证看待。有的
学生追星是为了自我实现，“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家长不能武断，这种情况下，一味打压孩子追星
的行为也是在打击孩子心中的希望。“家长要有耐心、
有智慧。”温方建议，青少年容易冲动，家长不要在孩
子情绪高峰上处理问题。既然孩子的眼光有一定的
片面性，那就注重给孩子“补缺”，平时不经意间在孩
子可能看到的地方放一些关于明星的全面介绍，引导
孩子学会全面、辩证地认识偶像。同时，家长也要注
意引导孩子发现偶像身上真正闪光的意志品质和奋
斗精神。

孙宏艳认为，作为家长和老师，也应该更好地去
发掘青少年身边的榜样，“我们此前的调查发现，青少
年需要的是身边的榜样。在同龄人中找到的榜样，更
真实更多元。” （北晚）

孩子追星多被偶像的颜值吸引，花重金打榜甚至借贷应援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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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顿顿泡面也要买明星代言产品言产品

孩子盲目追星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受心理发育阶段的影响，青少年追星具有一
定的冲动性和盲目性。”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
心主任温方说。不少学生的追星行为并不是出于
真心，而是受到从众心理的驱动。“别人追星我也
得追，要不然说出去，自己连个偶像都没有，显得
太没面子。”温方说，有时候跟咨询对象聊起来，很
多学生追星还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今天火了一
个歌星，立马将这个歌星奉为心中女神；过几天，
另一个影星的作品火了，前几天刚粉的歌星可能
立马就被抛在了脑后。

青少年追星的盲目性还体现在“挥金如土”
上。在饭圈（由英文fans衍生而来，为粉丝圈子的
简称。）流传着一些过激话语，如“自己可以饿死，
偶像不能不出道”“有钱尽力买，没钱想办法”等，
追星开始越来越与“氪金烧钱”等行为画上等号，

“用钱换来人气、热度、流量”成了很多粉丝的共
识。不少青少年被裹挟其中，也成为了应援大军
中的一员，沦为受摆布的工具人。此前，一则17
岁男孩疯狂借贷90多万元追星应援的消息令人
瞠目。

记者采访发现，大部分中小学生追星虽然没
有到如此夸张的程度，但是为了喜欢的明星“挥金
如土”也毫不心疼。姣姣（化名）上初二了，放假期
间，父母上班，没法在家照顾她，每天会留给她一
定数量的生活费，姣姣宁可顿顿泡面也要把钱省
下来，全部用来购买某明星的周边和其代言商品；
遇到自己的偶像直播带货时，为了去给偶像捧场，
姣姣有时候不得不找同学借钱，买回一堆自己并
不需要的商品。

孙宏艳认为，青少年非理性追星背后有更深层次
的原因。“现在偶像塑造存在单一化、娱乐化的问题，
背后有资本的推动。”孙宏艳说，偶像宣传大多呈现的
是其造型等方面，对偶像的奋斗史和身上的意志品质
挖掘不够。此外，资本对偶像的过度包装、过度曝光、
过度策划也会导致青少年对偶像产生幻象，“明星的
很多行为都被美化了，所以在青少年眼中的明星都毫
无瑕疵。”

对偶像单一化、娱乐化的呈现，会给青少年带来
很多不利的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正在形成的过程
中，每天睁眼闭眼看到的都是跟明星相关的信息，探
讨的都是明星的造型、奢侈的生活方式，给青少年呈
现出的是偏享受型的价值观，这种特定的价值取向对
于青少年的成长来说可能会是一种束缚。”

温方发现，家长对孩子追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他曾接待过一个案例，在与孙女看电视时，爷爷由衷
表达了对某个演员的喜欢。孙女听后留了心，私下做
了功课，搜集了这位演员的很多相关资料与爷爷分
享，并与爷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让孙女
觉得自己的行为得到了认可。以至于到最后，小女孩
因追星废寝忘食被包括爷爷在内的家人批评教育时，
感觉遭到了爷爷的背叛。“家长无意中的夸赞，可能对
于孩子来说是个鼓励。”温方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
宏艳曾做过国内第一份关于“少年儿童偶像崇拜
与榜样教育”的调查报告，报告面向全国6个省市
6000多名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在校生进行
了问卷调查。对多年前的这份报告，孙宏艳记忆
犹新。“小学的高年级阶段是学生偶像和榜样意识
形成的高发期，也就是说，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偶
像和榜样对他们的影响就已经很大了。”

在调查中，孙宏艳对“偶像”和“榜样”进行了
界定。“一般来说，偶像多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榜
样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学校树立的，具有明显的时
代特征。”孙宏艳说，偶像更多地用来满足娱乐等
情感需要；而榜样更多地起激励作用。“当然，二者
并不对立，可以相互转化和融合。”报告显示，受访
对象最喜欢的偶像大多是歌星、影星、运动明星。

这些结论在近期的一系列调查中也得到了印
证。半月谈杂志社对全国2万多名12岁至18岁
中学生开展了“青少年追星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有42.2%的中学生自小学就开始了追星生活，
有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在3年以上。

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也就“青少年追星”相
关话题展开了专项调查，近3000名家长参与其
中。18%的家长认为，孩子被偶像的颜值吸引是
其追星的主要原因。

把偶像的一言一行
随时记下来

一次，温方接待了一位忧心忡忡的
家长。到咨询中心时，这位家长抱来了
三个厚厚的本子，上面记录了某位明星
的一点一滴。原来，这位家长的孩子瑞
瑞（化名）刚上初中就迷恋上一个明星，
卧室里贴的挂的全是这个明星的照片、
海报，一旦搜索到该明星的任何消息，
瑞瑞还会马上记到本子上。

孩子对自己偶像的一言一行简直
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这种“痴迷”让家
长非常担心，占用精力不说，还对亲子
关系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孩子听不
得任何人说这个明星的不是，我们只要
提出点儿反对意见，立马跟我们翻脸。”

家长不认可偶像
就冷战一个月

某明星因涉嫌犯罪被依法刑拘后，
在一些粉丝群和网络话题下，有人竟然
商讨组团“探监”，其中不少都是未成年
的学生。最近也有学生因为这个事情
跟家里闹别扭。

一位前来咨询中心求助的家长颇
为无奈，“这么明显的是非曲直，家里的
孩子却坚信偶像是清白的，还表示会永
远支持他。”还有更固执的学生，因为家
长不认可自己的偶像，坚持一个多月跟
家长冷战；甚至还有过激的学生发生自
残行为。

珍藏偶像扔掉的
口香糖包装

温方还曾经碰到过一个将一张口
香糖外包装纸视若珍宝的学生。初中
生瑶瑶（化名）是一位摇滚歌手的铁杆
粉丝。有一次，该歌手要在工人体育场
举办演唱会，无钱购买门票的瑶瑶便蹲
守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期待着能与梦想
中的偶像见上一面。

让她喜出望外的是，摇滚明星果然
出现在了她蹲守的区域；经过时，该明
星顺手把一张口香糖包装纸扔在了地
上，瑶瑶捡起来细心收藏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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