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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蔡明、郭达、赵丽蓉演的那部《追星》小品吗？蔡明
演的中学生是个狂热的追星族，她对偶像的痴迷到了让家长无
法容忍的程度，追星让她对学习越来越没兴趣。孩子追星本不
是大不了的事，但如果“误入歧途”，就会影响他们的成长。

谁是现代学生的崇拜偶像？家长对此抱什么样的态度？
近日，记者对省城103位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做
了一个关于“青少年偶像的调查”。

7成学生的崇拜偶像是明星，2成学生自称为“铁粉”，容
貌好、有才华成首选标准；4成家长表示理解孩子“追星”，前
提是不能影响学习。

招 标

我公司开发的博皖

广场一期现进行电梯

（16部）招标，有意愿厂

家详询工程部沈经理。

联系电话：
13956091540

合肥博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3年9月5日

双凤开发区招聘社区专职
工作人员启事

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21人，其中
3人为社区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年
收入不低于3.5万元，社区负责人年收
入不低于4.5万元，并办理相关保险。

报名条件：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35周岁以下（1978年9月1日以后出
生），应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应聘
社区负责人的应为中共正式党员，三
年以上工作经历。有社区工作经验
者优先。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7日，上
午 8:00—12:00，下 午 3:00—6:00
(双休日正常上班)

联系方式：0551-66397007（宋先
生），双凤开发区管委会三楼管委
办。详情见双凤开发区网站（www.
sfinvest.gov.cn）

孩子崇拜偶像，家长你会怎样？
记者调查：7成学生选择明星当偶像，容貌好、有才华成首选；

4成家长表示理解孩子“追星”，前提是不能影响学习

“你们选择偶像有什么标准

吗?”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记者

听到了无数答案，长得帅、漂亮、

有个性、孝顺、有才华、励志……

不过，吸引学生们的原因大多集

中在“视觉”上，帅酷有型，会跳

舞，这样的偶像堪称完美。

15岁的彤彤说班里女同学谈

的最多的就是韩国组合 EXO。

他最喜欢里面的中国成员吴亦

凡，他的个子高，脸特别精致，又

精通四种语言。

“我比较欣赏陈奕迅，因为觉

得他很有才华，有自己的思想，与

众不同吧。”17岁的合肥六中学

生玉雪说，因为喜欢，所以学了很

多首粤语歌，如果有机会一定要

去香港玩，看看他所在的城市是

什么样子。

采访调查中，大部分学生对

偶像的崇拜比较理性，他们说仅

会在课余时间讨论下各自喜欢的

明星，相互交流下他们的最新动

态，学唱几首偶像的歌曲。

其中，也有一些喜欢欧美明

星的学生。15 岁的浩然说：哈

韩、哈日都太幼稚，科比在NBA

里就是传奇，他才是英雄。

调 查

这次调查的对象涉及合肥六

中、八中、寿春中学、四十五中、实

验小学等学校的103位学生。与

80后的内敛不同，90后和00后

们更愿意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吗？”

在记者采访的 103 位中小学生

中，仅13人回答：“没有”。剩下

的90位学生中，17人表示他们

的崇拜偶像为商界名人、文学名

人；有73人的崇拜偶像为影视体

育明星，占调查总数的75%。

16岁的茜茜是合肥八中的

学生。“我喜欢电影《小时代》里的

演员柯震东，他在电影里面很帅，

而且他和我们一样，都是90后，

最近班里好多同学都在讨论这部

电影里的明星，很多男生也在八

卦郭采洁、杨幂。”

“我喜欢张杰，不对，其实我

是因为喜欢谢娜才顺便喜欢他

的。”11岁的可欣是永红路小学

的学生，性格很开朗，她告诉记

者，基本每个星期六，她都会守在

电视机旁看《快乐大本营》，觉得

谢娜特别搞笑，看着很开心。

读小学三年级的张卉小朋友

对偶像的概念还很模糊。“一定要

说偶像，那就是沈石溪，他写的

《动物故事》很好看。”

7成学生选择明星当偶像

容貌好、有才华成偶像首选

说起“追星”，合肥八中的高二学生梦涵可以用

疯狂来形容。她对于韩国明星的了解可以用“精通”

来说，谁的歌曲上榜了、谁参加了哪一期的综艺节

目、韩国团队里谁和谁的关系好……她都了如指掌。

梦涵说，她很谢谢她的妈妈，因为妈妈受到她的

影响，今年5月份陪她一起去了韩国。“在那里，妈妈

舍弃了逛街时间，陪我到明洞附近买了很多国内买

不到的写真集和CD。”

当孩子房间贴满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海

报；当某个公众人物一出现在电视等媒体上

时，孩子就像充电一般兴奋——这意味着孩

子有偶像了。可家长想好如何应对了吗？

“要看孩子喜欢的是谁，不主动反对，如

果可以，会尝试着了解一下。”秦女士是高一

学生的家长，她说，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

来的，当时也有自己的偶像，会理解孩子，只

要不影响学习，不盲目追随。

赵先生是一名初三学生的家长。他对这

一问题感到很意外，“哎呀，孩子的偶像我还

真不知道，也没有了解过，他现在都忙着考

试，应该也没有时间喜欢这些。”

在采访的30多名家长中，近半表示不知

道孩子的偶像是谁，4成家长理解孩子“追

星”，会赞成他们选择的是优质偶像去学习、

借鉴，1成的家长表示会谈论孩子们的偶像。

“对于老师来说，并不认可孩子们过分

崇拜偶像明星。”合肥市六安路小学荣城花

园分校副校长吴克虎说，银幕上的一些选秀

节目，选手一夜成名很常见，但这会给孩子

传达一个观念：“成功很容易，自己读这么多

书作用不大。”

在他看来，孩子们“追星”，家长与学校

的积极引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根

据孩子的年龄大小，孩子的自制力也有所不

同，对于年龄稍大点的孩子，他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将对偶像的崇拜与自我发

展相联系，内化为一种精神激励。

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指出，偶像是少年

儿童探索未来的参照，也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

观念塑造和行为倾向，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明星

崇拜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尊重，采用各种极端的

方式去干预，这样会酿成了一些悲剧。

他认为，孩子喜欢的偶像趋向于影视体

育明星的话，这反映了孩子平日的接触面较

窄，建议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让他们

多去接触些社会，了解些他们未知的世界，

帮他们打开眼界。 记者 王玮伟

故 事

观 点

专家：
需要家长与学校积极引导

家长：
4成家长理解孩子“追星”

相对于梦涵的疯狂，合肥六中学生李婷算是比较

理性的。

“我从初一开始喜欢周杰伦，现在已经5年了。

超级喜欢帮他填词的方文山，觉得歌曲里的文字很

美，偶尔会融入到作文里。”她说，家人不会反对，算比

较支持。首先，自己没有到疯狂的程度；其次，喜欢偶

像也不影响学习，算是劳逸结合。学习类的时候，听

点偶像的歌曲让自己放松下。

“追星，把歌词写进作文里”

“妈妈和我去韩国‘追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