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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去年喜欢这个明星，今年又喜欢上了新的偶像；为了“追星”，
孩子们不惜投入所有零用钱、压岁钱买明星周边产品、听演唱会、参加
粉丝聚会……面对孩子的“追星”举动，家长是否要坚决阻止？ 怎样才
能对孩子的“追星”行为进行正确引导？ 听听家长和专家的意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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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女士 全职妈妈 女儿14岁 多鼓励孩子学习偶像身上的那些优点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狄女士 律师 女儿13岁 引导孩子在“追星”过程中学会自我成长

家长要引导孩子合理辩证地“追星”

石女士 会计师 儿子14岁 不要一味地和孩子对着干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李敏教授

孩子适度 “追星” 的行为本身并
没有错， 重要的是父母要学会理性看
待， 并合理引导。

父母首先要了解孩子崇拜哪些偶
像 ， 帮助孩子甄别追星的潜在风险 。
当孩子表达对偶像的喜欢时， 家长进
行简单的遏制或者否定， 均不利于孩
子的发展。 合适和恰当的办法是家长
可以从倾听入手， 给予孩子充分地理
解， 从孩子的追星经历引申下去， 强
调榜样的力量， 借助追星行为给予孩
子积极的价值观引导， 并且和孩子探
讨追星诉求的合理性。 采用孩子喜欢
的方式 ， 在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中 ，
尝试利用一些聊天契机， 巧妙地化解
潜在的危机。

实际上 ， 家长也是儿童的榜样 ，
一言一行都会得到孩子的关注和效仿，
当家长以倾听接纳的方式与孩子沟通
的时候， 孩子也会学着以相同的方式
进行交流。 如果家长仅仅基于成人思
维 ， 对孩子的追星行为进行简单的
“好” 或者 “不好” 的判断， 可能会引
发孩子的抵触心理与逆反心理， 不利
于亲子沟通。 因此， 和谐民主的家庭
氛围对于孩子价值观的塑造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营造通情达理、 温暖友
爱的家庭环境， 有助于孩子面对和解
决成长道路上的种种困难。

追星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梦想的
追求， 家长也可以利用这一点， 从孩
子的兴趣出发， 借助一些有趣的绘本、

话本， 优良的影视片、 纪录片， 为孩
子搭载联结世界与梦想的桥梁。 与孩
子共在、 共同经历， 也会给予孩子成
长的安全感。 家长和孩子共同阅读书
籍、 观看影视作品， 了解孩子所喜欢
的偶像和物品， 一起参与到一些相关
事件的讨论， 都会给予孩子探索世界
的勇气， 让孩子整个童年期充分享受
到家的浓浓爱意， 孩子也会采取一个
积极的态度去看待世界。

当孩子追星出现一些风险的时候，
也正是引入家庭教育的最佳契机。 家
长智慧的做法是在养育过程中通过陪
伴言传身教， 父母可以和孩子聊什么
是榜样， 或者偶像有哪些性格品质值
得关注。 此外， 父母本身也要起到榜

样的作用， 可以和孩子共同商讨适度
追星的方案， 父母也可以结合自己喜
欢的公众人物事例， 和孩子探讨榜样
所具备的核心品质， 共同学习榜样的
力量。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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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我的女儿上初二了。 最近，
她一有时间就盯着手机，还时不时地傻
乐，我看她挺陶醉，就逗她说： “有什
么高兴事儿， 也给说讲讲。” 她马上蹦
到我面前， 翻出一张男生跳舞出糗的
动图说： “妈， 我担是不是很搞笑？”
我说： “这个人的名字真奇怪。” 她直
接乐翻在沙发上说： “妈妈， ‘我担’
不是名字， 是我喜欢的偶像。”

后来， 我在女儿和同学互相发的
微信语音中听到了更多我听不懂的奇
怪的词语， 不过也有一些我能听懂
的： “他真的好努力！” “他跳舞进步
好大！” ……我意识到， 女儿开始 “追
星 ” 了 。 回想自己年少时期的经历 ，
我知道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单纯
反对 “追星” 是没用的。 我上网搜索
了女儿偶像的信息， 发现他作为一名

唱跳偶像， 其实天赋并不突出， 但是
凭借自己的刻苦和努力， 获得了很多
年轻人的喜爱 。 我在和女儿聊天时 ，
主动提到了这一点， 听到我称赞她的
偶像， 女儿十分高兴， 又和我分享了
很多他的趣事。 对话中， 我便有意识
地引导女儿， 要学习偶像身上的优点，
“他在努力上进， 你也要刻苦学习， 如
果你的追星就是买周边， 去听演唱会，

那么你付出再多， 也不过是个 ‘低质
量粉丝’”， 女儿点头认可了我的观点。

对于青春期情窦初开的孩子们来
说，追星是她们正常表达情绪的一种渠
道，作为家长，我们要多做正向引导，及
时和孩子沟通交流，在不影响学业的前
提下，适当给予他们追星的自由，毕竟
每个人的青春只有一次，他们需要有一
些除了课业之外的快乐记忆。

女儿一度对一位年轻男歌手极为
痴迷， 每天放学后都会在网上查找这
位歌手的新闻 ， 还加入他的后援会 ，
负责制作视频， 经常和其他成员探讨
如何应援。

我刚开始想做一个开明的妈妈 ，
但发现孩子因为过度追星导致成绩下
降后， 我决定出手干预， 但不是采取
强硬的态度， 而是迂回理性地引导孩
子走出痴迷心态。

我先和女儿表示对她追星的理解，

回忆了自己上学时追星的经历 ， 她
很感兴趣 ， 放松了戒备心理 ， 和我
分享了这个歌手的才华、 音乐作品以
及他的美好品质。 我认真倾听 ， 适时
引导女儿思考 ， 除了外表和歌曲之
外 ， 这位歌手还有哪些值得学习的
地方。

我提议一起观看这位歌手的访谈
节目和纪录片， 在观看过程中 ， 我强
调了歌手成名背后付出的努力和坚
持 ， 比如他如何克服困难不断提升

音乐技能、 他如何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回馈社会等， 帮助女儿学习偶像的正
能量。

我对女儿偶像的正面评价得到她
的认可， 我趁热打铁， 鼓励女儿向偶
像学习 ， 设定短期和长 期 的 奋 斗 目
标 ， 并承诺每当她完成目标后都会
给予一定的奖励， 包括周末给予她追
星自主时间、 赞助她购买偶像的新专
辑、 听偶像演唱会等， 设定的目标越
难， 可获得的奖励越大。

同时， 我鼓励她系统学习视频制
作， 除了给偶像剪辑应援视频外， 也
参与班级活动和家庭活动的视频制作，
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

如今， 女儿逐渐成为班里的视频
制作小达人， 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夸奖，
注意力从追星转向更广阔的空间， 报
名参加了学校和社会举办的一些视频
制作展示和比赛， 并获得奖项， 孩子
将追星热情转化为自我成长的动力 ，
成绩也出现回升。

在孩子 “追星” 的问题上， 我是
深有体会， 儿子就是一个彻底的星粉。
作为局外人的我， 看得是越来越着急。
相信很多家长此时的心情跟我是一样
的， 但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家长首先要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要一味地和孩
子对着干！

孩子因为追星， 就像打了鸡血一
样， 不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

财力， 甚至还会严重影响到他的学习
和日常生活， 我真怕他越陷越深。 此
外， 还让我担心的是孩子把太多零花
钱用在盲目追星上， 甚至害怕他为了
钱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这种情况持续
了一段时间后 ， 我觉得我该出手了 ，
于是就借着一起吃饭的机会刺探情报，
“你们班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他呀 ？”
“妈妈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偶

像———周杰伦。” ……孩子一听， 就把
我当成了 “盟友”。

“自己人” 办事就方便多了， 于
是， 接下来我们一起交流了各自的偶
像， 以及自己是怎么追星的， 并且分
享了自己明星的成长故事。 通过交流，
儿子还表态 ， 一定会控制追星时间 ，
不影响学习。 我也支招， 说可以在假
期适当 “过把瘾”， 学习时就一心投入

学习之中。
知道了我的态度后， 孩子似乎轻

松了许多， 有什么消息还会跟我分享。
我则经常带孩子外出， 有时候是

儿子偶像的出生地， 有时是偶像演绎
的历史故事等等， 帮孩子打破明星的
光环， 带他看一个真实的偶像， 并鼓
励他偶像并不遥远， 自己也可以成为
“明星” 一样优秀的人才。

对对孩孩子子““追追星星””行行为为，，
家家长长该该怎怎么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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