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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作为多元文化影响下的青少年，他们不再仅从同一个视角、同一个层次去理解世界，不再

像过去的人那样被动地去敬仰成人所强加给他们的偶像，他们拥有自己评价、选择崇拜对象的能力和标

准，也拥有自己看待偶像的独特视野…… 

 

 

偶像，作为一种认知和情感的符号，在青少年中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

方式产生了无处不在的影响。中学生，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群体之一，由于其特殊的年龄阶段（青春期）

和生理特征，对偶像的崇拜更突显出独特的方式和特点，他们对偶像的自由感知和多元理解能够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当代中学生的精神生活和个性发展，这对于了解他们的年龄特征和身心状况十分必要。由

此，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偶像崇拜的现状和特点便成为我们此次调研的重点。 

 

[调查方式] 采用随机抽样，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随机所抽取的天津市两所中学在校生的三个初中年级（初一、初二、初

三）和两个高中年级（高一、高二），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未收回问卷和无效问卷51份，收回有效问

卷249份，问卷有效回收比例为83.0%。 

[调查项目] 自己编制的调查问卷，共有37道题，从是否有偶像、偶像种类、偶像崇拜的特征、对

偶像的模仿、崇拜的性别年级差异等五个方面设置问题，能够客观地反映出中学生偶像崇拜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中学生偶像崇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年龄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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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崇拜”极为普遍 

偶像崇拜，作为一种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在中学生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在问及“现在你是否有

自己崇拜的偶像时”，有233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约占样本总体的93.6%，仅有16人回答“否”，只占

总体样本的6.4%，说明绝大多数中学生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 

中学生崇拜偶像如此“踊跃”，主要原因在于偶像崇拜对于处于特殊年龄阶段的中学生来说有着不

可低估的作用： 

第一，自我确认的需要。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需要确定自我意识、形成自我角色，在这一阶段容

易产生同一性的危机与混乱，即无法正确认识自己、自己的职责和自己承担的角色，也就是埃里克森理

论中所提出的“同一性危机”，处于“偶像崇拜期”的青少年急需在荒芜的内心世界中树立值得仰慕的

新偶像并加以自居，从而满足自我确认的需要。在访谈中，许多中学生表示“想成为像偶像一样的

人”，“通过接触偶像，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偶像可以为我指引前进的方向”。 

第二，补偿心理的作用。众所周知，儿童对自己的父母都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感，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生理和心理的成熟，尤其是到了中学阶段，青少年逐渐摆脱了这种“心理断乳期”，一直生活在父

母影子中的他们希望逐渐走向自主自立，要求摆脱成人对他们的束缚，由此出现了对父母自然而然的疏

离。在这个过程中，中学生往往会出现“情感脱结”，从而产生无可依靠的感觉，使得他们渴望在其他

人群中寻找父母的“替代品”，寻求一种遥亲感，以补偿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而产生的情感真空。正如一

位访谈对象所说：“偶像可以给我情感上的依托，我可以对他（她）笑，对他（她）哭，把自己心中的

小秘密透露给他（她）……（偶像）和我一同分享喜怒哀乐……” 

第三，精神寄托的载体。中学生向往多姿多彩的生活，但学习、生活中的压力却使得他们不堪重

负：整日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单调奏鸣曲使本该丰富的生活变得格外乏味；父母老师的训导、同学之

间的关系紧张又给他们本该靓丽的生活蒙上重重的灰色……在超负荷的心理负担下，青少年寻求宣泄、

解脱和释放，偶像就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拥有偶像使他们感到精神有所寄托，搜集偶像的资料、参

加偶像的活动使他们体验到紧张生活外的一丝轻松、一丝乐趣，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心愿可以在感受偶

像特质的过程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支持，“偶像是我生活的寄托，收集他的有关资料是我每天唯一的

乐趣……”，“每天放学后听听他的歌，紧张了一天的神经顿时轻松下来……”  

 

崇拜偶像的类型多样，以影视歌明星为最 

当今社会正呈现着信息化、多元化和开放型的格局，这种格局体现在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社

会、个人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格局的浪潮下，中学生更独立地根据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来选择偶像，以个

人的“主体评价”取代“社会评价”的定位，呈现出多元文化背景下崇拜偶像多元化的特点。 

此次调查，中学生列举出的偶像种类很多，大体上可归为八类：影视歌明星、著名人士、体育明

星、父母、同学、教师、自己、其他。其中，“著名人士”指对社会历史发展有重大历史贡献的人。按

照崇拜比例排序依次为影视歌明星（112人，约占样本总体的48.1%）、著名人士（55人，23.6%）、体育

明星（38人，16.3%）、父母（14人，6%）、同学（5人，2.1%）、教师（3人，1.3%）、自己（3人，

1.3%）、其他（3人，1.3%），在这些崇拜类型中，影视歌明星占了近二分之一。 

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崇拜的偶像类型广泛，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而且，比起生产型偶像，中学生



对消费型偶像更加青睐，所谓“生产型偶像”，是指对社会有正面贡献的人物，属于“产出”型的人

物，如著名人士、教师等；而所谓“消费型偶像”，则更多的是能够满足人们娱乐、休闲要求的“明

星”，此类人物大都英俊潇洒、美丽大方、有魅力，如影视歌明星、运动员等。崇拜消费型偶像的人数

最多，表明中学生对偶像的崇拜带有较多的浪漫性和情感化色彩，而且此类偶像比起其他偶像类型更能

贴近中学生的心理需求，满足其社会认知和情感依托的需要。 

 

崇拜的盲目性主要表现在认知和情感上，在行为上表现得较为理智 

中学生对偶像的崇拜主要体现在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据此，调查问卷从认知、情感、行为

三个维度概括出偶像崇拜的非理智性特征和理智性特征共六个因子（因子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同类问题

的综合，即通过计算几个相似问题的得分均值来表示在此因子上的表现强度）。其中，非理智性特征包

括：完全认同（对偶像的言论和行为给予无条件的支持）、迷恋（在情感上对偶像极为依赖，容易产生

不切实际的幻想）、行为投入（花费较多的金钱和精力去从事支持或与偶像有关的活动）；理智性特征

包括：选择认同（正视偶像的缺点和不足，可以容忍别人对偶像的批评和非议）、情感控制（能够正确

认识和控制自己对偶像的感情）、行为节制（较为有效地控制追求偶像的行为，使之不影响自己的学习

和生活）。通过计算因子均分，六个因子依得分高低依次为：行为节制（4.04）、完全认同（3.87）、

选择认同（3.77）、迷恋（3.21）、情感控制（2.41）、行为投入（2.26）。这表明，从总体上中学生

对偶像崇拜的非理智性主要体现在认知和情感上（完全认同均分＞选择认同均分；迷恋均分＞情感控制

均分），在行为上则表现的比较理智（行为节制均分＞行为投入均分）。而且，行为的理智性对中学生

的影响力大于他们对偶像的心理认同和情感依恋（行为节制分数最高）。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崇拜偶像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从社会分析的层面看，则是自恋型文化的一

部分。不论是“认同”还是“自恋”，中学生对偶像的崇拜更多的表现在认同的绝对化和情感的过分依

恋上，这与其“青春期”的心理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行为上则表现的较为理智，大部分中学生表示

“不会为自己的偶像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更不会因为追求偶像而“影响自己的学习”。可见中学

生对偶像的崇拜，更多的是看中了偶像的“认同参照”和“情感依托”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一旦超出了

“认同”和“情感”的范围，大部分中学生还是能够较有理智的加以节制和控制。 

 

倾向于对偶像的内在模仿，模仿内容与偶像类型有关 

中学生对偶像的模仿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外在模仿和内在模仿，其中外在模仿是指对偶像外在

特征（如形象打扮、行为举止、言语等）的学习，内在模仿则是个体对偶像内在特征（如精神、品质

等）的学习。通过计算两种模仿形式的因子均分发现，比起外在模仿（2.31），中学生更多地选择学习

偶像的内在特征（3.90），即对偶像精神和品质的借鉴和模仿，这反映出中学生在模仿偶像时并非完全

盲目追求“时尚”，他们在意识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告别了表面化、低层次的感性模仿，而向深层

次的理性敬仰和学习发展。通过访谈了解到，大多数中学生认为偶像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

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当他们受挫时总能在偶像身上找到动力。 

中学生模仿的内容与偶像的类型有关，以崇拜人数较多的影视歌名星、著名人士、体育明星三者为

例：外在模仿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影视歌明星（2.47）、体育明星（2.31）、著名人士（2.16）；内在



模仿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著名人士（4.16）、体育明星（4.02）、影视歌明星（3.69），可见，对于不

同类型的偶像，中学生学习其特征的偏重也有所不同，外在模仿对象更多的是选择影视歌名星，而内在

模仿对象最主要的则是著名人士。 

 

偶像崇拜在性别、年级上的差异 

偶像崇拜的过程是个体自身对偶像注意、被偶像吸引、为偶像投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个

性倾向性和心理特征的差异，男女中学生在偶像崇拜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女生崇拜“影视歌明

星”的人数明显高于男生，男生崇拜“著名人士”的人数显著高于女生，表明在偶像崇拜上，女生更带

有感性色彩——这与其感情细腻、易感性强等特点有关，而男生则表现得更为理性。其偶像类型的人数

的性别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从年级来看，崇拜“著名人士”和“体育明星”的人数基本上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呈现上升的趋势，

崇拜“影视歌明星”的人数则大致随年级的增长而呈现下降趋势（初三年级例外），说明随着年龄的增

长和阅历的增加，中学生对于偶像的选择表现出从“消费型偶像”向“生产型偶像”转化的趋势，但这

种趋势的变化程度并不十分明显，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和研究。从总体上说，各年级崇拜“影视歌明

星”的人数多于崇拜其他偶像的人数，初一至高二各年级偶像类型的人数分布见表2：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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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5 74 12 6 2 0 2 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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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12 38 14 3 3 5 3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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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 3 27 5 3 3 2 1 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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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上述的调查研究与分析，我们认为，偶像崇拜是当前中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其主

流是好的，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地方。由于中学生处于半成熟和半幼稚、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

性和受动性错综矛盾的特殊年龄阶段，处于“心理社会延缓期”这一特殊时期，因此，对中学生偶像崇

拜现象既不应简单压制、粗暴干涉，也不应漠然视之、放任自流，而要根据实际情况，以中学生的心理

发展特点为依据，采取易“导”不易“堵”的方式对其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引导： 

第一，转变对中学生崇拜行为的刻板认知，以开放的态度多视角地看待中学生偶像崇拜行为，不要

对其崇拜对象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认为崇拜科学家、政治家等著名人士就是好的，崇拜影视歌明星

就是不益的；不能将成年人的价值取向强加给中学生，对其偶像崇拜行为中出现的问题应采取“介入

式”教育，以中学生个体为主导，适当的加以点拨和引导，充分相信学生自身的理性选择能力。 

第二，充分发掘偶像崇拜对中学生个体的积极影响，巧妙利用偶像的作用对其进行启迪和激励，帮

助他们建立有意义并能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第三，引导中学生从对偶像表层的感性崇拜向深层的理性敬仰发展，从盲目的认知和情感投入向缩

小差距的实际行动转化，让偶像真正成为其前进的动力，将对偶像的崇拜与自我发展相联系，实现从认

知到行动、从情感到理性模仿的质的飞跃。 

 

 

李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副教授 

韩丁：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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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 9 21 8 5 0 1 1 3 48

初三 13 28 3 1 0 0 1 0 46

高一 11 19 11 5 0 0 2 0 48

高二 19 17 11 0 0 0 0 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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