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因为女儿才知道和喜欢上张
云雷的。 说实话， 我一直对追星有偏
见， 认为很肤浅、 无聊， 对于孩子来
说则更是幼稚、 不成熟的表现， 还会
耽误学业， 浪费时间和金钱。 直到通
过了解相声演员张云雷， 我才明白原
来追星也可以这么幸福、 阳光和积极
向上。

两年前， 女儿刚上高中一年级的
一天， 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和同学去外
地玩了， 需要几天才回来。 因为以前

她从来没有过先斩后奏的情况， 让我
很担心。 后来， 经过了解， 才知道原
来是去外地看相声演员张云雷的演出
了， 好像还给买了礼物， 一趟下来花
了不少钱。 这之后， 我开始悄悄关注
张云雷， 也悄悄关注女儿的行为。 原
来女儿房间里早就挂了不少张云雷的
海报， 只是我不了解， 也就没有在意。

当从网上看了张云雷的相声， 我
意外发现， 作为一个90后， 张云雷能
把传统的相声变得年轻时尚， 确实让

人震惊。 而且张云雷个人也是容颜俊
俏又有才华， 这不就是少女们心中的
翩翩少年吗？ 难怪女儿和同学们会喜
欢他、 追他！

想通了这些以后， 我开始做女儿
的工作。 从一起讨论张云雷的各种开
始， 逐渐引导女儿一起寻找张云雷身
上的闪光点 ， 去学习他身上的优点 。
比如说， “你看， 人家用相声的方式
做了传承传统文化的使者， 这么年轻
就在一个领域做得这么优秀， 肯定是

没少读书， 没少下功夫学艺……”
渐渐地， 在我和女儿对张云雷的

讨论中 ， 女儿没有当初那么好奇了 。
一次还和我说 ， 她的同学不够理性 ，
茫然追星成绩下降被老师批评了……
所以， 我觉得崇拜偶像大概也是青春
期孩子必经的一个阶段。 所以家长要
尊重和适当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引导
教育孩子用健康、 积极的方式追星才
是正途， 让追星的感觉自然而然地来，
自然而然地走。

讲述人简介：
刘女士 公务员 女儿18岁 引导孩子去学习偶像身上的优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
“少年儿童的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调
查” 显示， 如今孩子的偶像出现娱乐
化倾向 ， 近7成是文体明星 ， 而文学
家、 艺术家、 思想家、 英雄、 政治人
物、 军事人物仅为3%左右， 科学家只
有2.3%， 劳动模范更少， 仅有0.4%。

现在不少家长都存在着孩子因为
追星而分散学习注意力的烦恼， 学生
追星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经常
建议， 对于孩子追星家长首先应该以
平常心对待， 不要一开始就和孩子较
劲， 否则会适得其反， 导致孩子更加

叛逆。 家长可以理性引导孩子学习明
星身上正面的东西， 帮助孩子成为一
个求实上进的有志青年。

具体来说， 家长首先可以引导青
少年向正能量明星学习， 因为一些明
星的奋斗史包含着很多心血和汗水 ，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 其实跟普通人一
样历经艰难曲折 。 从某些方面来说 ，
他们光鲜亮丽的身影背后隐藏着很多
值得青少年学习的品质。 最重要的是，
父母要让孩子知道这位明星为成功所
付出的努力和辛苦， 使之转化为青少
年成长的助力。

其次， 家长应该科学地引导孩子
追星的消费行为。 有一位妈妈粗略地
计算了一下， 11岁的孩子不到一年花
在追星方面的钱就有1000多块， 为此
给孩子制定了一项规则： 每个月追星
花的钱不能超过一定金额。 孩子很不
服气， 问： “我不去网吧打游戏， 唯
一这么点爱好 ， 还得不到你的支持
吗？” 这位妈妈告诉他： “你可以支持
你喜欢的明星， 但是你应该凭借自己
的实力去支持他， 现在你只是一个单
纯的消费者， 没有实力去支持他。”

在追星事情上， 很多孩子浪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让很多父母怒不
可遏。 然而， 具有强烈叛逆心的青春
期孩子绝对不会因父母的训斥就此止
住 ， 相反他们会更排斥父母的做法 ，
最终导致亲子关系矛盾重重。

其实， 不喜欢娱乐、 不崇拜偶像
的孩子是不存在的。 因此孩子追星时，
父母不妨跟孩子一起追， 借此同孩子
拉近关系， 如同好友一般， 这样才能
让孩子听进父母的话。 父母只有真诚
地贴近孩子的心灵 ， 走进孩子生活 ，
才能正确引导孩子， 让他在追星中健
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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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买海报， 坚持看直播， 天天在网上搜跟偶像有关的消息， 大
额打赏眼都不眨一下， 留一个跟偶像一样的发型， 偶像开演唱会必定
到场， 就连衣服都要跟偶像一样……孩子追星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
度， 不光花费了大量金钱， 还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 影响了学习。
如何让孩子从追星的梦幻中清醒过来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家长
跟专家怎么说。

孩子痴迷追星怎么办？

儿子今年十七岁，正是一个爱玩的
年纪。 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的原因，我
发现儿子跟我年轻的时候很不一样。在
我眼里，现在的孩子特别幸福，互联网
的时代给了孩子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
获取信息的便利也让孩子喜欢多元化，
我真是有些赶不上孩子的节奏了。

记得一次我跟儿子一起去理发店，
儿子竟然跟理发师说：“给我理个易烊

千玺的发型。 ”一时间，我很诧异。 之后
跟儿子聊天，第一次听说TFBOYS。 回
家后，我上网专门找来TFBOYS的歌曲
来听了听，还不错。之后我就发现儿子，
经常在网上看一些短视频，看明星的直
播。 为了跟儿子拉近距离，我有时也会
凑过去跟他一起看，发现下面有很多人
打赏。当时才吃惊的发现儿子也经常会
给自己的偶像打赏，有时候买偶像的演

唱歌曲一买就是几百块钱的，关键还是
同一首歌，偶像演的电视剧与电影必定
捧场……当时让我挺吃惊的。

顿时我就有了危机感，因为我经常
会看到一些报道，说孩子为追星导致学
习荒废，甚至影响正常生活。 我认为应
该拓宽孩子的视野。 孩子之所以会沉
迷、越陷越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圈子
里待得时间太长，在网络虚拟世界产生

了一种幻觉，我要带孩子走出去。 为了
带起孩子的兴趣，我第一站选择了偶像
的家乡。 异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偶像的
成长环境，给了孩子从另一个角度看偶
像的机会， 让偶像一下子从网络视频、
直播间变得真实起来。 之后，我趁机给
孩子讲了一些偶像励志故事，用现实中
有趣的东西吸引孩子，把孩子思维目光
拉回到了现实，孩子一下子冷静多了。

讲述人简介：
黄先生 国企职工 儿子17岁 用现实中有趣的东西吸引孩子

说到孩子追星这事儿，真是有很多
话讲，作为一名80后，回想当时我们上
学那会儿， 同学们也是都有喜欢的明
星、歌星，像我就一直特别喜欢歌星刘
德华 ，觉得他很帅 ，唱歌好听 ，品行也
好。 同学们也都各有喜欢的明星，大家
经常会买自己喜欢歌星、 明星的海报，
贴在家里，然后还会模仿自己偶像的穿
衣风格啥的，真是很痴迷。 但现在大家
早就成家立业了，很少有因为追星疯狂
的，反而那段追星的时光，成为童年美

好的回忆。
我女儿很喜欢杨幂、刘亦菲、赵丽

颖这些女明星， 男明星里喜欢朱一龙、
肖战啥的，她偶像演的电视剧，她在寒
暑假，一定会一集不落看完，有时候经
常跟我分享， 说她的偶像有多好多好，
我也往往笑着回应。

说实话，我觉得孩子喜欢追星很正
常，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特
别需要一些偶像或榜样，随着互联网的
普及，各类影视剧、娱乐节目孩子都能

接触到；明星们女的很美，男的很帅，孩
子在追星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一种带入
情结，希望自己能像偶像那样棒，所以
就会刻意模仿；我觉得只要是在恰当的
范围内，家长就不该过多干涉，毕竟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时代， 那些偶像，
大部分还是积极阳光的状态，对孩子也
算正面的引导。

我经常会引导孩子向偶像学习，在
自己的学业中，努力做到更好，以后考
上好的大学， 开启不一样的人生精彩。

当然我也会告诉孩子， 明星也是普通
人，他们也有缺点，只是一般人看不到。
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所以要学习别人
好的方面，警惕别人坏的方面。

我常教育孩子： 三人行， 必有我
师， 要学习身边每个人的优点， 警惕
他们的缺点。 如果分辨不清到底是优
点或者是缺点时， 就先不要学， 可以
看看书， 或者跟父母交流下， 转益多
师， 让自己每天都有进步， 各方面越
来越好。

讲述人简介：
石女士 民企职工 女儿15岁 告诉孩子明星也是普通人

专家点评：
高峰 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

走进孩子生活，正确引导，让孩子在追星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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