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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香港，大部分年青人都會有自己喜愛的明星偶像，他們會用不同方式來支

持自己的偶像，而現今資訊發達，我們可以透過互聯網認識不同國家的明星藝人

及了解他們的最新動態，因此香港年青人的偶像亦已不在局限是本地明星，類型

亦較從前多元化。 

從報章雜誌中，我們不時看到有關「粉絲」們瘋狂追星行為的報導，例如租

用的士追蹤偶像的行蹤、通宵排隊購買偶像的有關產品等。究竟本校學生的追星

習慣及行為是怎樣的呢？為此，我們希望透過是次調查，探究本校學生追星的情

況，並就有關結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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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 

我們透過問卷調查方式訪問了本校 116 名學生，當中中一至中五各級 20 份，

中六級則有 16 份，其中有效問卷為 110 份，無效問卷為 6 份。受訪者中 56%為

女生，44%為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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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及分析 

(1) 本校同學喜歡偶像的情況 

(a) 

 

 受訪者中有 69%的同學有喜歡的明星，31%同學表示沒有喜歡的明星。 

(b)  

全校同學喜歡的明星/偶像/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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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示有偶像的同學中，有 8 位同學支持羅志祥，是最受歡迎的一位明星；

其次是陳奕迅，有 4 位同學支持；另外，喜歡 Lady Gaga 的亦有 4 位同學。其餘

同學喜歡的偶像明星亦各有不同，但明顯的是，大部分同學較喜歡外國明星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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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偶像屬於的國家

27%

35%

7%

16%

13%
2%

香港 台灣 日本 韓國 美國 加拿大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同學們喜愛的偶像主要來自台灣，佔 35%，其次是香港，

佔 27%，韓國亦佔了 16%。從數據中得知，同學普遍喜歡外國的偶像，這可能

是因為現在資訊發達，同學很容易在網絡上，如 youtube、facebook、視頻網站

等認識不同國家的明星，有更多的選擇。 

(d)  

選擇偶像的考慮因數

16%

5%

10%

9%

6%20%

4%

4%

6%

11%

8% 1%

樣貌

身材

品格

舞技

演技

歌藝

口才

衣著品味

成就

創作才華

公眾形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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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表示選擇偶像時，主要考慮偶像的歌藝，比例佔 20%，16%的同學會考

慮樣貌，11%的同學則表示會考慮偶像的創作才華，10%的同學也會考慮品格因

素。由此看來，同學均較著重偶像的才藝及外表，較為忽視他們的個人修養。 

(2) 本校同學追星的習慣 

(a)  

 

同學主要透過電視來接收偶像的消息，約有 22%。至於透過互聯網來獲取偶

像消息的也相當多，其中 18%的同學會透過 Youtube，17%的同學會利用

Facebook。另外，同學也會透過其他途徑來了解偶像的最新動態，如雜誌、報紙

等。 

 我們不難發現，同學大多透過一些免費及較經濟的途徑來獲取偶像的消息，

而且隨著社交網站及分享網站的興起，同學在家已可免費收看偶像的電影、劇

集、MV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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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平均每月花費金錢來購買有關明

星之産品

<$50

55%

$51-$100

14%

$101-$150

13%

>$150

18%

 

根據統計結果，我們發現 55%的同學平均每月花少於$50 在有關明星產品

上，只有 33%的同學會每月花超過$100 來購買有關偶像的產品。由此看來，大

部分同學都不會過份把金錢花在追星上。 

(c)  

支持偶像的活動

25%

18%

12%2%6%

12%

6%

5%

1% 8%
1% 4%

買正版 

非法下載

買相片

去歌迷會

去簽名會

去演唱會

買戲票

買寫真集

接/送機

買他的書

租車追他

其他

 

 根據統計結果，只有 25%的同學會購買正版的 CD 或 DVD，18%的同學會

在互聯網上非法下載音樂、MV 等。另外，喜歡購買偶像相片及欣賞演唱會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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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分別有 12%。至於一些較瘋狂的行為，例如租車追蹤偶像、到機場接機等行

為則十分少。由此可見，本校同學追星的行為較為理智，與一般人無異，不見得

瘋狂，只是非法下載的行為值得令人反思。 

(d)  

每星期平抣花在有關活動的時間

67%

22%

4%

0%
7%

≦5小時

6-10小時

11–15小時

16–20小時

> 20小時

 

根據統計結果，67%的同學每星期平均花少於五小時參加有關偶像的活動，

22%的同學會每星期會用 6-10 小時來參與偶像活動，反映出同學大多不會過份

沉迷於追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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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同學對追星的看法及態度 

(a)  

家人的支持情況

8%

16%

3%

4%
69%

十分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十分不支持 沒意見

 

根據統計結果，接近七成的同學表示家長沒有干涉他們的追星行為，而 16%

的同學更表示家長支持他們追星。這可能由於同學並不沉迷於追星，因此大部分

家長也不會干涉，除非有關行為嚴重影響生活及學業，家長才會關注。 

(b)  

不能接受偶像作出的行為

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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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藥

5%

醉駕

4%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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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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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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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統計結果，有 18%的同學表示不能接受偶像有以上的種種行為，14%的

同學表示不能接受偶像說粗口及紋身，此外，10%的同學也表示不接受偶像整

容。從另一角度來看這結果，我們發現同學相當接受偶像的一些負面行為，例如：

濫交、醉駕、濫藥、未婚懷孕等，確實令人擔心及關注，因為偶像的行為也會間

接影響了年青人的行為及價值觀。 

(c)  

追星的正面影響

20%

5%

11%

3%
16%8%

10%

25%

2%

變得開朗

用心讀書

因偶像關係參與公益活動

與家人關係變好

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建立了正確價值觀

做事更積極

學習到音樂知識

學懂跳舞
 

25%的同學認為追星能令他們學習到音樂知識，20%的同學認為可以令他們

變得開朗，16%的同學認為可以透過追星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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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追星的負面影響

3% 15%

16%

29%
8%

18%

6%

5%

變得孤癖

無心機讀書

過份沉溺追星活動

浪費金錢

與家人關係變差

浪費時間

模仿了偶像的負面行
為
行為變得偏激

 

29%的同學認為追星會浪費金錢，18%的同學認為會浪費時間，16%的同學

表示追星會造成沉溺行為，也有 15%的同學認為會變得無心機讀書。從結果顯

示，同學其實清楚知道追星存在的負面影響，只是他們沒有正視當中的問題。 

(e)  

偶像應否有健康的形象

83%

17%

是 否

 

超過八成同學認為偶像應有健康的形象，然而，這結果卻與他們對偶像的行

為接受程度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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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追星正面或負面

53%

47%
正面

負面

 

 53%同學認為追星行為是正面的，而認為追星是負面的有 47%，意見差不多。 

(g)  

對香港青少年追星行為的瘋狂程度評

分

4% 5%

33%

37%

21%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本校同學認為香港青少年追星行為也很瘋狂，原因是給予 4 分及 5 分的共有

57%的同學，超過半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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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就本校同學追星習慣及對追星的看法，我們作出以下建議： 

1. 深入認識偶像背景，從各方向看待偶像 

本校同學偶像崇拜的特點是強調偶像明星的外貌、才藝或性格等特點，而缺

乏對其背後努力的認同。同學宜多從不同層面來認同偶像(如形象、才能、人格

和偶像的奮鬥成功經驗等)，不憑盲目跟隨偶像各種表面行為。 

2. 宜學習偶像的優點，建立正確價值觀 

若偶像有不正確的價值觀或不當行為，如醉駕、濫交、濫藥等，同學應理性

分析其行為，不應跟從偶像的習慣，更應考慮該偶像是否值得欣賞。 

3. 購買正版 

同學應使用合法途徑來支持偶像，例如：購買正版唱片和演唱會光碟，不應

在網上非法下載，這不是支持偶像的行為。 

4. 適當安排時間 

同學應在課餘時間才追星，以不影響學習及日常生活為前題，不要沉迷於追

星活動上，同學必須知道沉迷追星的後果。  

5. 善用金錢在追星上 

同學應懂得節制，勿花太多的金錢於偶像的商品上，宜儘量在一些免費及合

法的媒介中去獲取有關偶像的資料。一些偶像的寫真集，如內容及圖片意識不

良，更不應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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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家人及朋友分享 

同學應和朋友及家人一起分享自已喜愛的明星，更可一起參與活動，讓家人

知道你參與的活動，若與父母多加溝通，可減少大家的誤解。 

7. 父母應有的態度 

家長看到自己的子女追星時要冷靜面對，不要不停的責罵，應多了解子女的

活動及偶像。父母應讓子女有限度地崇拜偶像，並從旁加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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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近年來，追捧明星已經成為了大部分學生生活的一部分了。根據調查顯示，

本校亦有接近七成的學生有追捧明星，他們會透過不同途徑了解偶像的動態，亦

會用不同方式支持偶像。幸好，本校並不多同學瘋狂地追捧明星，亦沒有花費太

多金錢在有關用途上，可見他們追星的習慣仍可接受。  

但是，本校有很多學生也是透過非法下載偶像的歌曲，從而支持自己的偶

像，或許這就是大多學生在追捧明星的花費上那麼低的原因吧!此外， 同學對偶

像行為的接受程度，受在令人憂慮，我們擔心同學會模仿了偶像的一些負面行

為，因此，家長及老師也應多關注有關問題，以免同學受不良風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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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陳雄輝 

今次的專題研習令我學到做專題研習的技巧和設計問卷的方法，我認為時下

的年青人追星的情況其實也非常嚴重，希望同學們關注其影響，並多專注在學習

方面。另外，我很高興可以和這四位同學一起做專題研習，因為令我們的友誼加

深 。 

陳繼業 

我透過這次的專題研習學習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在過程中最難忘的是，我

們在收集問卷後發現，中四有大部分的問卷要重做。雖然當中有不少困難，但我

和組員都一起克服了這些問題。 

張穎賢 

開始做專題研習前，我一直以為我們探究的題目很容易完成，怎知過程中才

發現有不少困難的地方。因為網上的資料並不足夠，但經過我們的努力，終於也

完成了。此外，這次專題研習中，我明白到成功是不能靠一個人的，而是靠全組

人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完成。 

陸家浩 

我覺得這次專題研習令我學到很多東西，也有很多令我印像深刻的事情。當

我們做問卷時，雖然我們遇上很多困難，但我們也克服了，也正因我們克服了那

些難關，我們才可以完成這份專題研習。我覺得這次專題研習對我義意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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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為這次專題研習令我學到如何與其他人合作，也令我知道本校同学對追星

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這次專題研習令我學到很多東西。 

袁俊朗 

在這個專題研習中，學會了要團體合作！假如我們不合作，各行各路，可能

這份專題報告也不會完成。此外，我們透過報告了解到本校同學追星的情況。我

們已很努力去完成這份報告，希望今次可以拿取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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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樣本 

探討本校同學追星的習慣和影響問卷調查 

 

我們是 2C 學生，現正進行專題探究，題目為「探討本校同學追星的習慣和影響」。希望同學能花數

分鐘完成以下問卷，多謝幫忙！     

 

請塗黑選取答案的圓圈。 

1. 性別：  O 男  O 女 

 

2. 就讀年級：  

O 中一  O 中二  O 中三  O 中四  O 中五  O 中六  

 

3. 你有沒有喜歡的明星 / 偶像 / 組合？  O 有  O 沒有 

 

1. 你最喜歡的明星 / 偶像 / 組合是哪一位？                              

 

5. 上述的明星或偶像屬哪一個國家？ 

 O 香港  O 內地  O 台灣  O 日本  O 韓國  O 英國   

O 美國  O 其他 (請說明)：               

 

6. 選擇偶像時，你主要考慮哪些條件？(最多選三項) 

 O 樣貌  O 身材  O 品格  O 舞技  O 演技  O 歌藝   

O 口才  O 衣著品味 O 成就  O 創作才華 O 公眾形象  

O 其他(請說明)：              

 

7. 你最常從哪些途徑獲取偶像的消息？(最多選三項) 

 O 報紙  O 電視  O 雜誌  O 電台  OFacebook O 微博   

O 偶像官方網站/網誌  OYoutube  O 其他(請說明)：              

 

8. 你平均每月花費多少金錢購買有關明星之產品？(例如：CD、海報、演唱會票、相片、卡等) 

 O 少於$50 O$51–$100 O$101–$150 O$150 以上 

10. 你曾經參與甚麼活動來支持偶像？(可選多項) 

O 買偶像正版專輯  O 非法下載歌曲/影片  O 買偶像相片  O 出席歌迷會   

O 出席簽名會  O 出席演唱會  O 買主演電影戲票  O 買寫真集  O 接/送機

O 買偶像撰寫的書籍  O 租車去追偶像  O 其他(請說明)：              

 

10. 你每星期平均花多少時間在偶像的有關活動上？  

O  5 小時  O6 – 10 小時  O11 – 15 小時  O16 – 20 小時  O > 20 小時 

 



第 21 頁 

11. 家人對你的追星行為支持嗎？ 

O 十分支持  O 支持   O 不支持  O 十分不支持  O 沒意見 

 

12. 你能接受喜歡的明星或偶像作出以下行為嗎？如能，請選出你能接受的行為。(可選多項) 

O 整容  O 吸煙  O 濫藥  O 說粗囗  O 紋身  O 醉駕 

O 未婚懷孕 O 濫交  O 打架  O 說謊  O 以上皆不能接受 

 

13. 你認為偶像是否需要有健康及正面的形象？ 

O 是  O 否 

 

14. 你認為追星對青少年有哪些正面影響？(最多選三項) 

O 變得開朗  O 用心讀書  O 因偶像關係參與公益活動    

O 與家人關係變好  O 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O 建立了正確價值觀 

O 做事更積極   O 學習到音樂知識   O 其他(請說明)：                       

 

15. 你認為追星對青少年有哪些負面影響？(最多選三項)  

O 變得孤癖  O 無心機讀書  O 過份沉溺追星活動  O 浪費金錢 

O 與家人關係變差  O 浪費時間  O 模仿了偶像的負面行為 

O 行為變得偏激  O 其他(請說明)：                       

 

16. 你認為追星對你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O 正面   O 負面 

 

17. 請就香港青少年追星行為的瘋狂程度評分。(1 分為極不瘋狂，5 分為極瘋狂。) 

O1 分   O2 分   O3 分   O4 分  O5 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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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剪報資料(一) 

2005 年 6 月 24 日   研究報告揭示如何避免青少年盲目追星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應 用 社 會 科 學

系 副 教 授 岳 曉 東 博 士 發 表「 化

天 王 為 華 仔：劉 德 華 偶 像 認 知

榜 樣 化 」研 究 報 告 ，結 果 顯 示

當 新 聞 和 資 訊 過 分 標 榜 偶 像

的 表 面 風 光，例 如 個 人 財 富 及

聲 望 等，將 導 致 青 少 年 盲 目 崇

拜 偶 像 ； 正 面 而 勵 志 的 偶 像 新 聞 資 訊 ， 則 可 使 青 少 年 以 偶 像

為 學 習 榜 樣 。  

 

該 研 究 在 2004 年 進 行，透 過 實 驗 及 問 卷 調 查，成 功 取 得 1,651

名 香 港 中 學 生 及 773 名 深 圳 中 學 生 的 回 應。岳 曉 東 博 士 表 示：

「 內 地 及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過 往 從 無 進 行 同 類 型 的 研 究 。 本 研 究

印 證 了 偶 像 崇 拜 對 青 少 年 的 影 響 ， 是 取 決 於 偶 像 在 青 少 年 面

前 展 示 的 形 象。」他 續 指：「 此 研 究 亦 有 助 將 來 在 偶 像 崇 拜 的

範 疇 下 作 實 驗 式 的 研 究 分 析 。 」 是 項 研 究 不 但 再 次 印 證 城 大

致 力 發 展 應 用 研 究 ， 亦 足 見 大

學 關 注 年 青 一 代 的 健 康 成 長 ，

致 力 回 饋 香 港 社 會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當 深 港 兩 地 的

中 學 生 經 常 接 收 有 關 劉 德 華 正

面 及 成 功 的 新 聞 和 資 訊 時 ， 例

http://ssweb.cityu.edu.hk/default.asp?wd=624&wd2=984
http://ssweb.cityu.edu.hk/default.asp?wd=624&wd2=984
http://www.cityu.edu.hk/prj/ysnet/idol/
http://www.cityu.edu.hk/prj/ysnet/idol/
http://www.cityu.edu.hk/prj/ysnet/i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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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他 的 人 生 哲 學 、 事 業 成 就 、

奮 鬥 歷 程 及 公 益 社 會 而 深 受 社

會 認 同 的 人 格 特 質 等 ， 學 生 會

因 而 對 偶 像 更 崇 拜 ； 當 學 生 在

強 調 劉 德 華 完 美 特 質 的 報 導 和

資 訊 薰 陶 下 ， 如 他 的 個 人 財 富 、 事 業 的 輝 煌 佳 績 及 個 人 聲 望

等 ， 學 生 對 偶 像 的 崇 拜 程 度 會 因 而 下 降 。 研 究 證 明 明 星 偶 像

可 以 轉 化 為 學 習 榜 樣 ， 偶 像 崇 拜 可 以 轉 化 為 榜 樣 學 習 ； 也 證

明 青 少 年 希 望 瞭 解 明 星 偶 像 的 真 實 一 面 ， 並 在 心 理 上 認 同 明

星 偶 像 。  

 

研 究 亦 比 較 香 港 及 內 地 學 生 崇 拜 偶 像 的 表 現 。 結 果 發 現 ， 內

地 學 生 在 有 關 偶 像 成 功 的 新 聞 資 訊 影 響 下 ， 傾 向 模 仿 及 依 戀

劉 德 華，並 把 他「 浪 漫 化 」；至 於 香 港 的 學 生 則 傾 向 追 求 理 想

化 的 劉 德 華 ， 而 並 非 情 感 依 戀 。 研 究 更 指 出 兩 地 學 生 接 收 到

有 關 劉 德 華 成 功 的 新 聞 資 訊 時 ， 即 使 本 身 並 非 劉 德 華 的 歌 、

影 迷 ， 對 其 崇 拜 的 程 度 也 等 同 於 自 己 喜 歡 的 偶 像 ； 這 表 示 偶

像 崇 拜 是 可 以 塑 造 的 。 如 向 青 少 年 多 展 示 偶 像 成 就 的 報 導 及

資 訊 ， 人 氣 偶 像 亦 能 成 為 青 少 年 學 習 的 榜 樣 。  

 

岳 曉 東 博 士 一 直 致 力 研 究 有 關 內 地 與 香 港 青 少 年 的 偶 像 崇

拜 ， 包 括 偶 像 崇 拜 的 基 本 特 點 及 角 色 模 仿 研 究 ， 以 及 有 關 青

少 年 的 成 長 ， 如 青 少 年 創 新 思 維 研 究 、 青 少 年 性 觀 念 與 擇 偶

觀 研 究 ， 以 及 青 少 年 心 理 素 質 研 究 等 等 。  

 

岳 博 士 認 為 ， 學 生 如 有 批 判 思 考 ， 偶 像 崇 拜 將 有 助 學 生 身 分

http://personal.cityu.edu.hk/~ssxdyue/sex_c.htm
http://personal.cityu.edu.hk/~ssxdyue/sex_c.htm
http://personal.cityu.edu.hk/~ssxdyue/psychar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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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形 成 。 是 次 研 究 顯 示 當 青 少 年 以 偶 像 為 學 習 榜 樣 時 ， 偶 像

的 事 業 成 就 和 個 人 特 質 ， 如 謙 遜 、 自 我 啟 發 及 善 於 交 際 的 技

巧 ， 亦 有 助 青 少 年 的 成 長 及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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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報資料(二) 

2009 年 7 月 27 日  青 年 入 場 目 的  追 星 買 書 各 半  

【本報訊】「口靚模」寫真集、明星 書籍 搶佔 今屆 書展「風 頭 」，

吸引大批青少年搶購。有團體調查發現，有 13%入場的受訪青年有購

買明星書籍及寫真，14%人買學術書籍，兩者相近，反映「追星文化」

滲入書展；39%受訪者認 為今年書展商業活動較文化活動多。團體建

議，貿發局重新為書展定位，考慮改由文化單位主辦，學校亦應該舉

辦宣傳活動，推薦書展內的重點文化書籍。   

13%會買明星書籍及寫真   

 關注青少年的組織「青年點」早前在書展會場訪問逾 600 名入

場人士，年齡由 13 至 25 歲。結果顯示，28%受訪者表示會買小說散

文，14%人會買學術書籍，13%會買明星書籍及寫真。   

 「青年點」總幹事莫兆麟表示，購買學術書籍及明星寫真的人

數非常貼近，反映「追星」文化已滲入書展，亦擔心青少年長期看明

星書籍及寫真，他們的文化價值會遭扭曲及影響語文水平 ，「明星書

籍特別是寫真，內容都是少文字、多圖片，若青少年不斷閱讀這些刊

物，他們對語文的認識、表達，一定較閱讀文字的人為低。」   

考慮改由文化單位主辦   

 調 查 又 發 現 ， 受 訪 者 到 書 展 之 主 要 目 的 是 買 書 ， 但 亦 有 人 為 了 湊 熱

鬧、看藝人及陪親友。有 39%人認為今年書展商業活動比重，高於文化

活動，團體認為書展已偏離推動閱讀風氣、文化活動的原意，建議政府

在校園加強推廣閱讀，認為書展須考慮重新定位，改由文化單位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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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報資料(三) 

2007 年 3 月 29 日   5 6%中 學 生 盲 目 「 追 星 」  

【本報訊】 (記者  李浩彰 )青少年崇拜偶像明 星的風氣歷來已有，

追星的心態本來不難理解，但部分「極端粉絲」擁戴偶像的盲目程度

令人驚訝。一項大型調查發現，受訪的中學生中有接近 2 成表示偶像

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對的；更有近 1 成的學生甘願為 偶像「 獻身 」，

希望與對方發生性行為，有個別學生因追星過度，經常缺席而停學。

有社工指出，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稍遜，一旦沉溺偶像崇拜便容易出

現不理智行為，故建議家長應好言相勸，避免直接指斥而引起反感。   

 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與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早前就青

少年偶像崇拜的行為作出研究，以問卷形式訪問了 1,041 名中學生。

結果發現 ，當中有 5 成 6 受訪者於過去 1 年曾有崇拜偶像的經驗，當

中有 1 成 2 受訪者表現出極強的佔有慾，揚言不能容忍偶像跟他人談

戀愛或結婚；更有近 1 成學生表示，希望能與偶像上床。此外，有接

近 2 成受訪學生表示，偶像所說所做的都是正確的。   

兩成稱偶像所做都是正確   

 負責上述調查的浸大青年研究實踐中心主任趙維生指出，曾接

觸的個案中有部分已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例如到偶像家外等待 36

小時只為送上小禮物，更有學生因追星過度經常缺席而停學，「他們

好似賭錢般，一旦沉迷便很容易傾家蕩產」。此外，亦有受訪者為接

近偶像，特地當臨時演員。   

 他分析指出，青少年崇拜偶像的情況普遍，與他們缺乏身份認

同有密切關係。他表示，香港社會名利掛帥，人與人之間常作出比較，

而教育制度單以成績去評估學生，令學生容易產生挫敗感，導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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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形象低落。而且媒體經常渲染藝人風光的一面，令青少年覺得藝

人是成功的代表，因而往往將偶像作為身份認同的投射目標，甚至將

偶像的生命視為自己的生命而難以抽身，繼而出現不理智的行為。   

 趙維生指出，崇拜偶像的學生由於在家中找不到認同，因而才

以偶像作為投射目標，他提醒家長應多留意子女的行為，但不宜對子

女追星的行為直接指責，因此舉會引起青 少年反感而拒絕聆聽。他建

議，家長多聆聽子女需要，並給予子女關心，讓子女感到受重視，並

從家中找到身份認同。   

40%崇拜偶像重外表乏內涵   

 另外，調查又發現 5 成 2 受訪青少年表示，自己崇拜的偶像為

歌星或影星，遠遠拋離僅佔 16%、排名第 2 的專業人員。另有 40%的

學生認為，對於偶像的崇拜往往取決於其外表或衣著品味。趙維生表

示，現象反映本地學生對於偶像的定義過份單一化，而且缺乏對內在

美的重視。   

社工：好言勸導免直斥不是   

 明愛德田青少年綜合服務註冊社工彭智聰指出，青少年在成長

階段自我控制能力稍遜，當沉溺於偶像崇 拜後便容易出現不理智的行

為。他建議家長避免直接指斥而引起反感，並在適當的時候向子女提

出輔導。   

主辦團體為進一步探討不同地方青少年對於偶像的不同看法，分別在台

北、廣州及澳門進行了同類型的研究，並擬就 4 地的情況作一比較，預

料研究可在 5 月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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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報資料(四) 

2008 年 11 月 8  日   名校兩女生被禁「追星」言死  

(星島日報    報道)名校兩女生不滿被家長禁止「追星」竟萌死念！酷愛樂壇一對

女子組合的兩名中學女生，終日追星致成績欠佳被家人責備，並阻止參加追星活

動，兩女生昨到港島大浪灣    參加學校旅行時，在海邊大叫「我想死！」圖發泄

心中不滿，嚇煞老師報警求助，召來救護車將情緒激動女生送院。 

  家長不滿成績低落 

  被禁止追星言死的兩名女生分別姓張及姓廖，均十三歲，在港島區一所著名

女校就讀，感情要好。據悉，兩女生是樂壇一對女子組合的忠實歌迷，經常相約

參加歌迷會活動。惟近日女生家長發現兩人成績欠佳，禁止她們再參加追星活

動，兩女生因而悶悶不樂。 

  現場消息稱，兩女生前日曾約見學校社工，透露因未能一睹偶像風采，感到

不開心，故不欲參加學校旅行，其中廖女更表示曾想燒炭尋死。社工好言勸解後，

兩人決定如常參加旅行，社工事後將有關事件告知老師，密切注視兩女生情況。 

  昨午一時半，張與廖隨同老師及同學到達大浪灣旅行，兩人離群走到海邊互

相訴苦，並在沙灘上寫消極字句，更高呼「我想死呀！我要死！」 

  指為發泄非真求死 

  同窗聞言擔心兩人發生事故，遂通知在場老師，多名老師驚聞兩女生萌死

念，急忙趨前查究，並將張、廖二人帶返沙灘。由於擔心兩女生企圖跳海自殺，

遂致電二人家長，並召救護車前來。張女在母親到場後情緒激動，須由救護車送

院檢查，廖女則由兩名老師陪同，截乘的士到東區醫院    檢查。據悉，姓張女生

母親事後向警方表示，因女兒近期成績倒退，遂阻止她追星，以免影響學業，但

相信今次事件只是女兒一時貪玩，跟同學大叫宣泄不滿，並非真正想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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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報資料(五) 

2007 年 3 月 31 日   子女盲目追星 家長宜適當輔導 

崇拜偶像是件普遍不過的事，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很多專家相信，青少年崇拜

偶像跟他們的自我發展過程有關：他們正值建立自我的時期，認同偶像能幫助他

們確定自我價值，尋找發展的方向。 

既 然崇拜偶像，偶像的言行舉止自然對青少年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倘若崇拜

的偶像是個擁有堅毅不屈的精神或是有其他優良特質的傑出人士，而他們又能欣

賞偶像的 這些素質，並視偶像為學習榜樣，偶像對他們的人生便起著正面的作

用，能給予他們發展的指引及影響他們的價值觀。但若只是單純式的崇拜，甚至

痴迷，把偶像過 於理想化或浪漫化，失去客觀的分析，盲目地去「追星」的話，

崇拜偶像只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父母對子女崇拜偶像該持什麼態度呢？ 作為父母，不一定要用「打壓」的態度

去處理這個情況，否則只會惹來雙方的衝突。他們可以理性地跟子女討論偶像，

帶領他們更深入及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偶像，鼓 勵他們學習及欣賞偶像的優點。

令人擔心的是，很多家長傾向過份保護或溺愛子女，為了令子女開心，很多時都

會盡量，甚至盲目地放縱及支持，子女的要求和行 為，結果反而加劇了子女的

不理性行為。這裡說的不單是放縱子女去「追星」，其他如放縱子女花費，隨意

滿足他們的要求，養成子女驕縱的習慣亦如是，千萬別因 「愛」而變成「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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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分工表 

 

 

項目 負責同學 

封面：包括報告標題、作者姓名等資料。 陳雄輝 

目錄：列出整份報告的主要部分及頁碼 張穎賢 

引言：研習目的及範圍 陳繼業 

相關資料綜述：是指前人所發表的研究報告、著作

等資料，令讀者明白在這個課題上已有的知識。 

陸嘉浩 

研習方法：描述研究方法、樣本資料。展示問卷，

對各研究目標(變項)作出定義及介紹。 

全組 

結果：用地圖、相片、圖表、統計圖來表述資料及

結果，並解釋所得的結果。 

袁俊朗 

陳繼業 

結論：研究結果、對問題提出建議 全組 

附錄：參考書目、分工表、感想、鳴謝等 陳雄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