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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思潮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流行文化已经全方位地

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相关失范问题所带来的文化争议逐渐成为大众舆论与学

术界讨论的研究热点。本文旨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出发去观察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明确思想政

治教育在青少年身心发展中的作用,并针对目前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中出现的问题,从学校、家庭等方

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给予青少年合理引导,最终达到规范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的目的,促进其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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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al thoughts, popular culture has affected people's daily life in an all-round way. 

The cultural disputes caused by the anomie of youth idol worship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 of 

public opinion and academic discus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observe teenagers' idolatry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larify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enager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chool and family, give teenagers reasonable guidance,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tandardizing 

teenagers' idolatry behavior and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nd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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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经济文化各项事业都

取得显著成就,物质生产资料丰富发展的同时,一些社会性问题

也随之而来。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加剧了人们的精神压力,导致群

体性社会心理问题频发,基于此情况,偶像崇拜也开始成为当代

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人们在高压之

下选择放松精神的一种生活方式。青少年由于处于特殊的生活

和学习阶段,具有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以及他们所处的成长

环境在不断变化,偶像崇拜逐渐成为普遍青少年的精神追求,体

现出青少年群体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价值导向。如今,随着物质水

平的不断提高,部分青少年由于受到环境、社会心态、个人经历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偶像崇拜的认识开始显露出缺乏理性思

考、盲目从众等问题, 终导致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相关示范行为

不断增加,对社会及青少年的个人发展都产生了不可控的影响。 

1 思想政治教育与偶像崇拜的概念阐释及关系界定 

1.1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的教育。陈万柏,

张耀灿在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中认为思想

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者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

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

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关于人的

思想,概念和态度的转变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

发展的规律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内容。思想政治教

育的目的是对受教育者进行合理的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正处于

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中,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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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引导和帮助他们区分善恶美丑、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引导和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自己的

人生掌舵好正确的航行方向。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界有一个统一

的学术共识：人格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

础,思想政治教育就犹如无根的浮萍,总是漂流在人的思想表面

而不能深入下去。 

1.2偶像崇拜的概念 

偶像崇拜,顾名思义,就是指对偶像产生的崇拜心理从而引

发的一系列学习和模仿的行为。偶像是被仰慕的一类人,是指那

些被人们所崇拜的艺术家、思想家、明星艺人等。21世纪的偶

像崇拜,一般是指对在世的偶像的娱乐化崇拜。根据相关数据资

料的分析,以及针对当前社会的相关热点问题的讨论,我们国家

现阶段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趋势表明：偶像

崇拜是一把“双刃剑”,其带来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

极的一面。 

1.3思想政治教育与偶像崇拜的关系界定 

百度百科中对青少年时期的界定,认为青少年时期是指儿

童转变成人角色的过渡时期,主要分为14-17岁和18-25岁两个

阶段。青少年正处于一个可以塑造健康人格的时期,意识形态和

政治教育在塑造他们的人格和行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帮助他们采取正

确的偶像崇拜方式的积极指南。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是密切相关的。青少年之所以进行崇拜偶像,很大程

度上是源自内心的对美好的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期盼自己能够

达到或者接近这样的美好,于是他们根据内心的渴望和希冀来

选择自己崇拜的偶像,以偶像为蓝本,根据偶像的外貌、性格、

才能等对自身加以改造,力图去塑造全新的自己。从积极地角度

来看待偶像崇拜,所呈现的效果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健

康的偶像崇拜,有利于青少年以此为榜样,从而规范自身言行,

促进自身发展。同时,青少年也会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偶像进行比

较,通过多层次的对比,他们会发现自身的不足,并通过一系列

的模仿和学习,努力改正自身的缺点,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将

自己改造成为和自己的偶像一样完美的存在,达到优化个体的

目的。 

简而言之,积极健康、适度的偶像崇拜可以促进青少年的思

想意识的发展,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相反,消极的、过度的偶像崇拜会影响青少年思想意识的发

展,不利于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培养,阻碍个体的健康成长。结合

新时代青年时代发展需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

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偶像崇拜的内在含义,树立正确的偶像观,进

行科学合理选择,这对于青少年在关键时期的人格培养是非常

重要的。 

2 青少年偶像崇拜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的日益普及,青少年

的偶像崇拜开始形成一种普遍性、娱乐性和异质性的趋势。在

2021年一项关于某地区青少年偶像崇拜现状的研究中,在1902

名受访学生中有1619人表明自己有偶像,占调查总人数的

85.2%。由此可见,偶像崇拜在青少年中属于大概率事件。根据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其崇拜的偶像类型差异很大：娱乐明星(816

人,42.9%)、体育名人(213人,11.2%)、科学家(223人,11.7%)、

艺术家(102人,8.5%)、虚拟人物(86人,4.5%)、父母师长朋友

(233人,12.3%)、社会表彰过的人(115人,6.0%)、其他(114

人,5.9%),崇拜娱乐明星的占比比较大。随着网络媒体的更新发

展,各式各样的明星层出不穷,不仅仅限于娱乐圈,还包括一些

新闻界、体育界、商圈界等,青少年在崇拜偶像时开始有更多的

选择。当偶像崇拜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积极现象时,就不仅是他

们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和集体的选择。 但是,近段时间,娱乐

圈偶像失范行为频频发生,其带来自身恶劣社会影响的同时,也

暴露出部分青少年由于崇拜过度,所产生的一系列行为问题,在

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定程度的负面舆情的讨论。这种崇拜的选择

一旦超过了应该要把握的“度”之后,偶像崇拜就会变成一种负

面的行为,消极问题一旦产生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影响,阻碍

个人的成长成才,对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阻挡文化的进步

和文明的前进。 

2.1缺乏理性思维,造成盲目崇拜 

偶像崇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人们通过夸大所崇

拜人物的社会认知而产生一定的光环效应。青少年过度的偶像

崇拜,往往会使他们对所谓偶像的言语和行为的神圣化和神秘

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形成盲目服从和缺乏独立性的特点。其

中,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几乎从不回答他们崇拜偶像的原因,而

只是追求聚集在一起崇拜他们的感觉,又或者仅仅因为觉得他

们的外貌很漂亮而崇拜,将标准的划分停留在表层,不深入内在

去进行了解。同时,由于大众网络的传播和发展,一些青少年受

到网络的影响,随时随地都能够关注到自己偶像的动态,不顾实

际和道德的情况,随意发表为自己偶像正名的言论,从而引发不

同程度的暴力伤害事件,更有甚者为之放弃自己的生命。 

2.2滋生拜金主义,助长低级趣味 

在当前社会中,娱乐明星相对来说是挣钱比较容易的群体,

部分偶像,在生活方面比较奢侈,这本是属于个人的自由。但是,

作为公众人物,当生活细节被投射到媒体和公众视野中时,其行

为和影响力就会被无限放大,在对青少年产生传播影响的过程

中,使青少年被隐性的负面金钱观干扰,丧失正确的理想信念,

树立错误的价值观,无形中滋生了拜金主义。与此同时,对娱

乐偶像的兴趣对青少年有着直接的影响。近年来,商业化模式

供给化程度下的偶像素质令人担忧,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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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青少年几乎很少去关注自己的偶像是

否具有较好的修养或专业知识,不少的综艺节目中显露出的负

向的趣味要求也在青少年的盲目崇拜的现象中助长了拜金主义

风气的传播。 

2.3崇拜行为偏激,消解积极心态 

近段时间以来,校园暴力事件频发,归咎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部分是源于青少年受到影视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偶像模仿的现

象所导致的偏激行为。在他们的世界里,偶像代表一切,特别是

在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的青少年时期,过度的偶像崇拜

已经无限制地占据了青少年的视域空间,盲目地崇拜和模仿使

得青少年开始迷失自我,独立人格无法健康塑造,逐渐丧失对崇

高理想的追求、丧失对人生的实践兴趣,消解社会、家庭和学校

所努力塑造的积极人生态度, 终使自己沉沦在自己塑造的所

谓的偶像的深渊里。部分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喜欢在互联网社

交平台上,发表为偶像应援的立场,完全不在乎偶像言行的正确

与否,对偶像无限制地包容,对触碰道德和法律的边线也在所不

惜,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3 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加强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的

引导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我们必须要重视青

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偶像崇拜问题的重

视,引导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偶像崇拜,努力将让偶像榜样的作用

大化,使之成为青少年前进的动力,而不是做青少年成长道路

上的绊脚石。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青少年的成长,绝不仅仅只

是青少年个人的事情,它是多方合力的结果,需要学校、家庭、

社会和青少年自身的共同努力。这一过程,各方责任主体必须要

秉承平等、尊重、深入了解的态度,从多渠道多视角出发,洞察

青少年的内心所想,根据青少年个体的实际情况,并采取相应的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策来指导新时代青少年的理性崇拜,并帮

助他们顺利通过关键的精神和道德困惑的时期,从而帮助他们

形成健康的和更高的质量人格。 

3.1社会 

对于新时代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品格的培育,不应该只是

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里

去熏陶和学习。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青少年所接触到的信息远

比他们在学校所接收到的信息要广泛得多。新闻作为社会的主

流价值的传播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媒体人要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职业意识,提高职业素质,注重新闻的

选择和编辑,客观公正地评价新闻内容,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环

境和氛围。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环境里,各相关责权部门都

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大力宣扬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

将正能量精神紧密围绕在青少年周围,推动主题的推广,促进优

秀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让青少年更多地接触榜样,了解他们的行

为,学习他们的优点。在社会大众及主流媒体的正确支持和引导

下,让每个青少年都能触到不同的信息,给予他们可以与同伴交

流和表达自我感受的讨论机会,相信青少年的偶像选择将更为

多元,偶像崇拜也将更具有榜样的价值示范意义。 

3.2学校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为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提供了

良好环境,学校教育者需要及时适应时代节奏,重视青少年偶像

崇拜问题。学校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

课程的优势作用,开展青少年偶像崇拜思想政治专项教学。教师

应该用新的思想观念系统地帮助青少年树立理性的偶像崇拜观

念,使青少年形成对偶像崇拜问题正确认知,引导青少年进行正

确的偶像崇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教师要坚持做到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帮助青少年分析、梳理、解答偶像崇拜过程中的困惑、

疑虑,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品行。教

师在以偶像崇拜为主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充分发挥偶像

崇拜的积极因素,教育青少年理性对待,使其欣赏和学习偶像

身上的闪光点,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和优势,引导青少年形成

对偶像的安全式依恋,不仅要把对偶像的热爱停留在愉悦身

心的情感阶段,在观念和意志上形成对偶像优秀品质的认可,

更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效仿偶像身上的精神和秉性,使思想政治

教育入耳、入心、入脑,真真切切地帮助青少年解决人生道路中

的这一重要问题。 

3.3家庭 

家庭是人出生之后的第一所学校,是个人成长的摇篮,也是

人类个体个性发展和人格培养的重要场所,对青少年思想品德

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家长需要关

注青少年的内心发展,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健康、和谐的家庭氛

围,引导青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青少年从青春期向

成年期转变的过程中,青少年逐渐拥有了更多自由和责任,作为

家长要尊重青少年成长发展的主动性,促进青少年进行积极的

自我转换。 

首先,父母应该重视家庭教育,给予青少年在一定合理范围

内的自由选择,充分发挥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允许青少年有自

己喜欢的偶像,并可以与他们共同探讨选择偶像的标准,帮助其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选择崇拜的人物,肯定他们的偶像的优

点与长处。其次,家长要重视挫折教育,承认个体之间具有差异

性,允许青少年遭遇挫折与失败,要尊重青少年的兴趣爱好,尊

重青少年喜欢的偶像,尊重青少年渴望独立、追求自由的心理特

点,并且相信青少年具有自我决断和自我负责的能力。 重要的

是,父母要与青少年保持良好的稳定的双向情感互动,充分关注

青少年的心理需要,可以将偶像作为榜样范例,引导青少年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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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的闪光点,鼓励他们勇敢地表现自己,充分挖掘青少年自

身的潜能,帮助他们在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的过程中,获得自豪感

和成就感,让他们在不断肯定自己、认同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自己,

帮助他们在追星的过程中保持不迷不惧,自信坦然的态度。 

3.4青少年自身 

青少年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群体,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

建设者,承载着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因此,青少年应该学会规范

自我意识,理解偶像崇拜的真正含义,理性对待自己的偶像崇拜

行为。 

首先,青少年是学习的主体,文化知识的学习是必然的行为

和义务,思想道德认识的学习更是人生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兼

具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青少年需要不断地修

身养性,正视偶像崇拜,理性对待偶像崇拜,自觉地、积极地接受

学校、家庭和社会多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关注

时事新闻,积极了解模范人物和先进思想道德人物的故事经历,

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其次,当发现自己可能有心理问

题时,不要害怕,及时主动地与老师和家长沟通,拒绝病耻感,不

要因为害怕同学们不同异样眼光而掩饰自己,主动解释问题,采

取适当的方法进行治疗,争取尽快克服心理障碍。 后,青少年

应该有更多的学习讨论,努力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丰富自己的

精神内涵,正确的认识自我,克服自身的缺点,发扬优点,慎重地

选择偶像,把偶像作为自己努力的动力和方向,不仅可以促进自

己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可以使自己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好学生。 

4 小结 

对于特定时期的青少年而言,偶像崇拜作为一种正常的社

会心理,是不可避免的,每个青少年都有自己选择偶像的标准,

因此,这段时期的偶像崇拜是多元化的。但是,这个标准必须建

立在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合理基础

上进行的价值选择,应该更多地关注偶像的性格和道德品质,而

不是停留在表层的追逐上。同时,学校、家庭和社会也应该共同

努力,帮助青少年克服心理障碍,明确自己的目标和发展计划,

正确认识到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价值意义,帮助他们做出适

合自己的发展蓝图,而不是一味地追随别人,模仿别人。对于任

何人来说,偶像崇拜应该被控制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对于青少年

而言,他们更应该合理分配时间,合理制定学习和娱乐计划,不

应该让偶像崇拜成为自己和家庭的负担,健康成长, 终成为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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