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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团队作为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平台，其作用和地位是决不可忽视的。少先队的心

理健康教育，是近几年来摆在国人面前的一大问题。本文仅从“少年追星行为”这一角度，对少先队的

心理健康教育作一点探讨。本文较为具体地分析探讨了“少年追星行为”的原因，并指出了解决这一问

题的根本所在。主要观点：（1）少年追星行为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一般来说主要有这几种原因：大众

传媒对少年的误导、家庭环境的重要影响、紧张的学习生活与单调的校园园文化、自身心理需求。（2）

作为团队的辅导员，对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解和认识，应注重心理引导，而不是用成人

的说教。结论：处理少年的追星问题，应是“三心（爱心、耐心、细心）＋科学方法”，切不可用简单

的否定和粗暴的手段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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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就指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充分发挥共青团和少

先队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少先队的队务建设较为理想。值得指出的是，少先队的

文化建设仍然是一大难题，而少先队的心理健康教育更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一点在广大的农村中小学表

现得尤为突出，以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思考。 

本文对少年追星行为作一点再思考，旨在让家长、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关注少先队的心理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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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一、大众传媒对少年的误导 

 

时下，大众传媒对歌星、影星的大量报道，极大地误导了少年，为他们的追星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比如，某些歌星要举行演唱会，媒体总是乐此不疲地进行跟踪采访报道。而有相当一部分的媒体

为了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有意无意地把镜头对准歌星、影星的个人隐私、绯闻。搞得没有正确的审美

指导的少年眼花缭乱，躁动不安，死去活来而不知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大众媒体全力造星的“强烈轰炸”，离开影视报刊的反复刺激，我们

涉世未深的少年就不会有如此狂热的追星现象！因为他们清沌的如一张白纸，根本无法清楚自己言行对

人生之路的影响！ 

 

二、家庭环境的重要影响 

 

瑞士心理学家阿吉诺说过，家庭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第一所学校。可见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是巨大

的。我国城市家庭的父母们普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说教往往让这些少年

感到生活的苦闷与无味。他们在无奈之下，在逆反心理的驱动下，会故意做一些极端的行为来作为一种

反抗：越是父母所讨厌的不喜欢的，就越是他们所喜欢的崇拜的。我们的父母越是要求孩子不要崇拜歌

星、影星，孩子越是要做给你看看。 

而我们广大农村的父母恰恰相反，很多人都有“认两个字就足够了”的想法。要么自己沉迷于打麻

将之中，对孩子放纵或是不管不问；要么一心向“钱”看齐或为生活所迫而双双外出打工，使得孩子成

为所谓的“留守儿童”，造成孩子心灵上无法弥补的创伤。事实上，这两种行为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是相

同的，那就是家长不能或无法为孩子作出良好的榜样，使他们感受不到家庭生活的温暖与快乐。所以，

孩子们便很自然地把精力和注意点转向其它能够吸引他们的事物。而歌星、影星那种“星光耀眼”的穿

着打扮与所谓的“辉煌业绩”，恰恰成为最能够吸引孩子们眼球的“焦点人物”。 

 

三、紧张的学习生活与单调的校园文化 

 

从人的心理发展来说，青春期是人生的“骚动季节”。少年人思维敏捷，活泼好动，他们的青春能

量需要得到合理的渲泄，情感需要得到交流，审美需要得到认可。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广大中小学，

在一味地提高“升学率”的指挥棒下，特别是在“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真正地

实现了从“课内到课外”、“从平时到假期”的“教学无处不在”！紧张的学习生活、单调的校园文

化，与少年人的心理需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感到生活特别沉闷、枯燥无味，必然要有一种精神寄托来消遣、放松和娱乐自

己。而追星行为恰恰能满足这一心理。而歌星所唱的人生、人性、爱情、理想、苦恼、寂寞等多方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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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说出了少年孩子们的心里话，足以引起他们情感上的强烈的共鸣。 

这样，少年的追星行为当然不足为怪，我甚至于觉得这些孩子非常可怜。因为在他们狂热的追星背

后，隐藏到大多的无助和失落！而这一点，往往被我们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所忽视！ 

 

四、自身的心理需求 

 

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即希望自己的天赋、能力、潜

力能得到充分地发挥的认可，并获得成功的心理需要。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对他们过高的期望，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些种种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

在下意识之中，把自我实现的愿望投射到那些容貌美丽、名气日增、收入丰厚的星光耀眼的歌星、影星

身上，渴望自己能有一天也像他们那样功成名就！ 

在此基础上，少年人从简单的对明星的向往、崇拜心理，很容易发展成为顶礼膜拜，极度狂热。

“因为想要得到歌星签名而离家出走！”这样的事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选择偶像，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无法达到的某种人生理想的缺憾。这

正如诗人所说的，“正因为我们卑微，所以我们才追求伟大！” 

综上所述，作为少先队辅导员，对待少年的追星行为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解认识，要作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对这类事件的处理也要因人而异，讲究方式方法，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思考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而不是站在成人的高度来说教。所以，少先队辅导员对待孩子，处理少年的追星问题，应是“三心（爱

心、耐心、细心）＋科学方法”，切不可用简单的否定和粗暴的手段来对待，否则，只能导致孩子在错

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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