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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自我价值感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价值进行判断和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自己的

肯定和接受的态度和情感。往往自我价值感高的个体，越能够抵御来自外界的非议，

追求自我的发展。处在人生转折时期的青少年往往将自己认同的对象作为自己发展

的标准。同时，哈特等人的研究认为，个体认为重要的领域对自我价值感的形成有

重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想要探讨偶像崇拜的原因、对偶像的迷恋程度对中学生

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以及身体满意度、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

果如下： 

（1）在众多的偶像类型中，崇拜歌星影星的初中生人数多于其他类型的偶像

人数。男生对于偶像带给自己的感官愉悦和表现出来的优秀的社会性品质的要求比

女生要高。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相比于初三的学生更注重偶像的相貌和作品欣赏

等外在带给人视听觉上的享受。而初二年级的学生相比于初一、初三的学生更注重

偶像的社会贡献、优秀品质等内在对人思想的引领。偶像崇拜程度存在显著的性别

和年级差异。女生偶像崇拜程度高于男生。初一年级的偶像崇拜程度高于初二、初

三年级。 

（2）初中生自我价值感年级差异显著。初二年级学生的自我价值感最低。 

（3）偶像崇拜原因的感官舒快和自我价值感总分、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呈显

著正相关。社会性品质学习与自我价值感总分及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偶像崇拜程

度与社会一般自我价值感呈显著负相关，与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呈显著正相关。 

（4）身体满意度和学业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初中生的自我价值感水平。 

（5）身体满意度在通过对偶像的社会性品质学习对初中生的社会特殊自我价

值感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身体满意度在偶像崇拜程度对个人特殊自我价

值感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6）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偶像带来的感官舒快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中

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对偶像的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

价值感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中学生；偶像崇拜；自我价值感；身体满意度；学业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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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se of self-worth is a psychological tendency of affirming and 

accepting one's own importance. It is an attitude and emotion formed on the 

basis of judging and evaluating one's own value, reflecting one's acceptance 

of oneself. Teenagers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life often regard the objects they 

identify as the criteria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ey regard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haracters as the criteria for measuring 

themselves, thus forming a certain evaluation of themselves. And this kind of 

evaluation affects the formation of self-worth.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Singers and movie stars are the main types of idolatr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or the reasons of idolatry, boys scored higher than girls in 

terms of both sensory pleasure and social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third 

grade students, the first and second grade stu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ensory comfort of idolatry. Compared with the students of grade one and 

grade three, the students of grade tw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al qualities of idolatry.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idolatry. Girls worship idols more deeply than boys. The idolatry of the 

first grade is deeper than that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rade. 

(2) The total score of self-worth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each 

dimens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but grad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The 

total score of self-worth, personal general self-worth, social special self-

worth and personal special self-worth of junior two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junior one and junior three students. Among 

them, the social special self-worth of the first grad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hird grade students. 

 (3) The sensory comfort of idolatr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self-worth and personal special self-worth. Idol worship causes 

of social quality learning and self-worth of the total score and dimen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Idol worship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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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ocial general self-worth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sonal special 

self-worth. 

(4) Physical satisfaction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otal scores and dimensions of self-worth. 

(5) Body satisfac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egul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quality learning of idol worship on the sense of special self-worth in 

society. Body satisfac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influence 

of idol worship on the individual's sense of special self-worth. 

 (6) Academic self-efficacy plays a significant regul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sensory relief of idolatry on the individual's special sense of 

self-worth. Academic self-efficacy in the social quality of idol worship learn 

special self-worth influence to the society plays a significant adjustment.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Idolatry; Self-worth; Physical 

satisfacti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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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 年，爱奇艺打造偶像男团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以一群颜值、唱跳俱

佳的小鲜肉，辅以剪辑和主题上的娱乐性，迅速超越了以往选秀类节目的影响，获

得了一大票年轻男女的追捧。同年，腾讯视频出品女团成长节目《创造 101》，充

分展示了青春女子偶像的舞台和个人魅力、拼搏精神，同样迅速吸引了年轻人的眼

球。与这一类节目完全不同的宣传形式，《中国诗词大会》以“鉴赏中华优秀诗词、

寻找传统文化基因、品味文学生活之美”为宗旨，力求通过另类形式的诗词展现，

带动全民重温那些曾经学过的古诗词，感受古典诗词的文化底蕴和生活趣味。《朗

读者》以历经时间沉淀的文学名著为文化底蕴，结合作者的个人成长、情感体验、

背景故事，截取作品中精美的文字，用最饱满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世界，用文字

感染、鼓舞、教育着一代人。不同的节目形式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官享受和价值思考。

是追求外表的华丽还是思想的深度，选择因人而异。中学生作为最容易被社会主流

价值观影响的群体，在不同潮流的冲击下受到什么影响？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评价？

会如何确立未来发展的方向？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基于这种文化现象，本研究意欲探讨初中生偶像崇拜的原因，是倾向于欣赏偶

像外在和作品带来的视觉、听觉上的享受？还是倾向于感受偶像的内在积淀对自己

精神思想上的引领？以及在对偶像的崇拜过程中对自己的反思和评价会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如果对偶像的崇拜使得个体对自己认为重要的领域评价降低，这种负面评

价能否从别的方面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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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自我价值感及其相关研究 

1.1.1自我价值感的概念界定 

自我价值感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价值进行判断和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自己的

肯定和接受的态度和情感
[1]
。James 最早提出自我价值感概念的公式 ：自我价值感 

=成功 / 抱负，即自我价值感等于个体已经达到的能力在个体期望达到的能力中所

占的比例。这一概念认为，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并不是由失败或者成功决定的，它取

决于个体是否达到自身的期待值。通过互动评价形成的自我价值感理论与此类似，

它认为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由已完成、实现的自我部分与自我期望达到的目标部分之

间的差距决定的。两者之间差距越小，自我价值感越高。 

随着对自我价值感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国学者黄希庭在对以往研究参考和总结

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价值感的层次模型。该模型把自我价值感分为总体自我价值感、

一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所对应的自我价值感概念越来越具体。其中，

特殊自我价值感划分最细致，包括家庭、人际、道德、心理和生理五个方面。最容

易体现出社会角色的改变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对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影响
[2]
。 

1.1.2影响自我价值感形成的因素 

个体对自己的评价标准一般是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对外界要求的内化，因此，

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自身的影响。从中

学生自身因素出发，学习成绩、运动能力、外貌身材、人生目标等因素会对初中生

自我价值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3-9]

。从中学生生活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出

发，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状况、人际关系等因素会对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形成和发展

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由于中学生这一阶段生理、心理发展的特殊性和生活环境的相

对简单，自我意识的增强、生理发育与成熟、学习压力等因素相比之下对中学生自

我价值感的影响更大
[10]

。 

然而，在哈特用自我知觉剖析图对儿童进行分析时发现，当个体在某些方面对

自己能力的评价与他人差不多时，他们在自我价值感得分上却有极大的差别。最终

他们找到答案：个体会在心里对影响自我评价的领域进行重要性排名，只有在个体

认为重要的领域取得的成功才会对个体的自我价值感产生影响
[11-13]

。这一结论再次

印证了自我价值感的概念，也因此告诫我们，不能站在外界的角度衡量一个人的价

值，而要探寻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独特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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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自我价值感的作用 

自我价值感水平高的人认为自己重要、有价值、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更加

喜欢自己，因而他们愿意从事对自己有重要意义、有一定困难和挑战性的工作。自

我价值感水平低的人对自我的期望过高，害怕自己的能力不够导致失败，因而心理

素质水平较低，做事情保守、谨慎
[4]
。自我价值感作为个体对自我的肯定，是推动

个体处理生活和学习中问题的重要心理支撑，有利于个体建立自信心，实现全面发

展
[14-16]

。 

1.2偶像崇拜及其相关研究 

1.2.1偶像崇拜的概念界定 

关于偶像崇拜的涵义有很多阐述，Fromm 认为，偶像其实是个体对理想中完美

人物的幻想，偶像崇拜是为了否定现实中人所拥有的缺点而对幻想中人物的迷恋
[17]

。

Erikson 认为，进入青春期以后，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满足不了青少年的心理发

展需求，因此他们将这种依恋心理从父母身上抽离出来，转移到其他的个体身上
[18]

。

也有人认为, 偶像崇拜不仅仅包括对崇拜对象内在的心理认同和情感依恋，也包括

对外在行为的模仿
[19]

。本文引用岳晓东 2004 年对偶像崇拜的定义，即偶像崇拜是

青少年时期从对父母的依恋向寻求独立自我过程中的过渡，它是在对个体以往接受

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的批判和发展，同时给予处于迷茫时期的青少年一种情感上的

慰藉。青少年在对偶像的认知、个性欣赏、接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行为模

式和价值观
[20]

。 

1.2.2偶像崇拜的原因 

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同伴群体和社会典型人物作为中学生日常

接触最多和影响力大的主要人物，在他们寻求自我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中学生

在解决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的冲突时，在偶像身上寻求情感依托和价值认同，从

而帮助自己形成自我同一性的稳定
[21]

。大众传媒渠道的增加，使中学生获取偶像信

息的渠道增多，为中学生偶像的选取提供了便利性和多元化的选择
[22]

。 

在对偶像的选取中，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种突出欣赏偶像的外表形象特

征,如外貌、身材、举止、财富、知名度等外在呈现出来的特征。另一种突出欣赏

偶像的人格特征,如个性、谈吐、风度、成就、谋略等，需要对偶像有更深层次的

认识和了解，重视对偶像内在的认同。后者个体更希望从偶像身上寻找自我内在提

升的特质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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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偶像崇拜的作用 

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偶像崇拜的心理专注-上瘾模型等理论都认为，偶像崇拜

能帮助那些具有不确定自我认同和自我界限模糊的个体获得稳定的自我同一性，进

而有利于个体未来的发展
[21,24-25]

。然而，高水平的偶像崇拜会导致个体对偶像的依

赖性增强，负性情绪增多，主观幸福感下降
[26-29]

。 

1.3身体满意度及其相关研究 

身体自我作为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身

体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各方面，如相貌、运动能力、身材等评价的基础上认

为是否达到了自己的要求。个体在评价自己的身体时往往会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

影响，例如在以瘦为美的现在，人们会每天为了减肥而苦恼。又比如，大批的人会

去整形医院割双眼皮、打玻尿酸，只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大多数人眼中的美女。目前，

已有研究将个体的身体满意度大致分为三个等级：正常的身体评估；由于社会主流

审美的影响造成审美观的偏差，进而引起对自我身体不满的心理担忧；个体想象客

观上不存在的身体相貌缺陷并因而痛苦的一种心理病症
[30-31]

。 

1.4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相关研究 

学业自我效能感指学生判断自己是否有信心和能力成功完成各种学习任务
[32]

。

个体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评价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对自己整体学习能力的评价，

即认为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业、取得良好成绩，称为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另一

方面是对自己具体学习行为的评价，即认为自己的学习行为能否达到学习目标，称

为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33]

。 

1.5偶像崇拜、身体满意度、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自我价值感的关系 

1.5.1偶像崇拜与自我价值感的关系 

在一项对偶像崇拜的调查研究中，初中生被要求回答这样一道题目：“是否希

望将来像偶像一样”，结果有大约 80%的学生回答“是”。可见，偶像作为初中生

现实生活中对理想自我的投射，反映出他们对自我的要求和期望
[34]

。青少年处于自

我同一性的迷茫期，这个时期他们的内心比较脆弱、敏感。一方面，他们不知道自

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未知的担忧、恐惧消耗了他们的大部分心理能量。另一方面，

他们需要从他人身上印证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作为“救命稻草”，偶像人物是青

少年寻求心理认同的重要对象，同时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慰藉。即青少年通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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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模仿偶像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和外在特质，实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提升

[35-37]
。 

在对偶像崇拜原因对自我概念的探讨中发现，有一部分注重欣赏偶像外貌的学

生本身形象特征比较好，他们认为偶像受欢迎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形象突出，因而

自己也会有优越感。有些学生认为偶像的作品中描绘了角色人物的人生体验，渗透

着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而这些都是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欣赏偶

像的优秀作品体验未知的人生经历，感受多样的可能性。而越看重偶像的社会贡献

的学生，越希望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越希望通过努力学习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的

人才
[38]

。由此可以得出，对偶像不同方面的关注一方面反映出个体对现实自我的肯

定，另一方面反映出个体对理想自我的追求，从而实现在偶像崇拜的过程中对自我

价值的提升。 

那么，随着偶像崇拜程度的加深，中学生对自我的感知和评价会发生什么样的

变化？以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认为，中等程度偶像崇拜的人虽然在例如身材、外貌

等某些方面存在较低的自我认知，但他们在其他方面较高的正确认识、合理期待和

有效认同导致他们对自己所崇拜的偶像仅处于中等程度的崇拜
[39]

。而有些人对自己

的定义不明，将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扩大到对整个自我的否定。这一类人更容易在

崇拜偶像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已至于近似忘我、接近病态的地步
[40]

。因此，以往的

研究认为随着偶像崇拜程度的加深，个体对自我的评价普遍下降，自我价值感普遍

降低。 

1.5.2身体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作为自我同一性发展的重要内容，对自我身体的知觉和认可是自我概念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研究证实，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接纳程度与自我价值感有显著

相关。身体各方面越具有活力和吸引力，个体的总体自我价值感水平越高
[41-43]

。而

在身体自我的各维度上，相貌特征因为给人最直观的感受，与自我价值感的相关最

高
[44-45]

。 

中学生处于生理各方面机能急剧变化的阶段，个体对于身体外貌各方面的关注

比其他阶段都要突出，对身体外貌方面的满意度极大地影响着中学生对自己的评价。

在选择偶像的过程中，偶像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学生的选择。

当偶像的外表和作品给中学生带来视觉、听觉等感官上的享受时，他们会更快地接

受和认同偶像。同时，他们会更容易将外表上的优势作为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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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当一个人的外表形象突出时，他在社会中更容易被他人接受和认同。而当个体

外表形象一般时，他相对会遭受更多的挫折。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学生自身的身体

满意度在自我的评价中就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1.5.3学业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证明，中学生对学业的效能感与自我价值感呈显著相关
[46-48]

。当个体

学业自我效能感低时，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从而降低自我

价值感。 

学习作为中学阶段的主要任务，学习成绩的高低显著影响中学生对自己的评价。

而作为学习者本身，自己能否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解决问题，以及自己能否比同龄

人更快、更准确地解决问题成为中学生寻求自我价值的重要依据。在对偶像选择的

过程中，他们也更倾向于选择能力突出、成就显著的人。在他们的观念中认为，一

个人的个性品质、成就、贡献等内在品质的优秀能带给人更持久的吸引力，也更值

得别人尊重和学习。因此，学业效能感高的中学生更容易相信自己能取得重要的成

就，得到别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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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改进 

1、目前对自我价值感影响因素的考察较多，集中于性别、外貌身材、父母教

养方式、家庭经济状况、学业成就、人际交往等方面
[49]

。对偶像人物的崇拜影响中

学生自我接纳的关系中，已有的研究证实对偶像不同方面的关注的确会对中学生个

别方面的自我概念产生影响，但并没有从学生对偶像的关注点出发，考虑学生对偶

像选择的主观能动性。 

2、已有的研究证实高中生相对于初中生对于偶像的崇拜更加理性，因此，本

研究以初中生为主要研究对象。 

3、以往对偶像崇拜程度的研究大多使用彭文波编制的偶像崇拜量表，将学生

的偶像崇拜程度划分为五个维度。通过与问卷编制者的交流得知，并不能根据维度

得分的高低将学生的偶像崇拜程度划分到不同的维度，因此在计算维度得分的基础

上，根据问卷编制者得出的 Fisher 标准判别函数，将中学生划分为四个群体，取

最高分值作为划入该类型的依据，从而根据偶像崇拜程度对中学生进行了细致的划

分
[50]

。 

2.2研究意义 

2.2.1理论意义 

充分考虑到中学生的自我评价对偶像崇拜的影响，弥补了偶像崇拜对自我价值

感研究上的不足。在偶像崇拜程度的判别方法上，基于以往的基础进一步明确了中

学生偶像崇拜的群体划分，具有借鉴意义。 

2.2.2实践意义 

针对目前社交媒体的运行对中学生的冲击，探讨偶像崇拜对中学生的自我、学

习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时结合中学生对自我的评价，引导学生进行理性的偶像崇

拜。提醒广大家长和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理性看待学生追星行为。 

2.3研究方法 

2.3.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山西省介休市三所中学的学生为施测对象，共发放问卷 750 份，最终

获得有偶像的有效问卷 664 份，有效率 88.53%。被试分布情况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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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试样本分布情况（N=664） 

属性 分类 人数（人） 比例（%） 

年级 

初一 224 33.73 

初二 165 24.85 

初三 275 41.42 

性别 
男 327 49.25 

女 337 50.75 

年龄 

13 98 14.76 

14 209 31.48 

15 256 38.55 

16 101 15.21 

2.3.2研究工具 

（1）偶像崇拜量表 

采用彭文波、刘电芝等 2010 年修订的偶像崇拜量表，测量中学生的偶像崇拜

程度。问卷共 27 个题项，分为娱乐社交、情感投射、完全认同、关系幻想、病理

边缘五个维度，从低到高表示偶像崇拜的程度依次加深。从“完全不是这样”到

“完全是这样”分别记作 1-5 分。计算出维度分值后，根据问卷编制者提供的

Fisher 标准判别函数，将对象划分为低卷入群体、交际型群体、移情型群体和妄想

型群体。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 0.93。 

（2）中学生偶像崇拜问卷 

采用李丽兰编著的中学生偶像崇拜问卷，测量中学生偶像崇拜的类型和原因。

其中原因部分共有 12 个题目，分为感官舒快和社会性品质学习两个维度，从“完

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记作 1-5 分。得分越高说明对偶像这一方面的关注

越多。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 0.86。 

（3）青少年自我价值感量表 

采用黄希庭、杨雄编制的青少年自我价值感量表，包括：总体自我价值感、一

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三个分量表，其中一般和特殊自我价值感又分为社

会取向和个人取向两种类型。共 56 个题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

别记作 1-5 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自我价值感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

0.92。 

（4）青少年身体自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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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黄希庭、陈红等人于 2002 年编制的青少年身体自我量表，共 33 个题项。

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7 个计分等级，分别记作 1 到 7 分。量表包括一般相

貌特征、运动特征、身材特征、性特征、负面特征五个下属维度。量表总分越高，

表示对自己的身体越满意。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 0.96。 

（5）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采用染宇颂、周宗奎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共 22 个题目，分为学习能

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采用五分制评分方式,分数越高代

表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 0.95。 

2.3.3研究假设 

假设一：身体满意度在偶像崇拜原因对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二：身体满意度在偶像崇拜程度对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三：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偶像崇拜原因对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四：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偶像崇拜程度对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图 1   假设模型 

2.3.4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2.0 和 process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学业效能感 

偶像崇拜程度 自我价值感 

偶像崇拜原因 自我价值感 

身体满意度 

偶像崇拜原因 自我价值感 

学业效能感 

偶像崇拜程度 自我价值感 

身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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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本研究所涉及到的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

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 31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7.03%，说

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中学生偶像崇拜的特点 

为了了解中学生偶像崇拜的特点，分别从中学生偶像崇拜的类型、原因、程度

三方面进行分析。 

3.2.1中学生偶像崇拜类型的特点 

由表 2 可知，中学生偶像崇拜的类型主要分为九类，由崇拜人数多少排序依次

为歌星影星（307，占总人数的 46.2%）、其他（93 人，14%）、体育明星（65 人，

9.8%）、作家（48 人，7.2%）、父母（47 人，7.1%）、企业家（34 人，5.1%）、

同学（34 人，5.1%）、政治家（20 人，3%）、教师（16 人，2.4%）。 

 表 2  中学生偶像崇拜类型的分布差异 

偶像崇拜

类型 

歌星

影星 

体育

明星 
政治家 企业家 作家 父母 教师 同学 其他 

人数 307 65 20 34 48 47 16 34 93 

对男女生偶像崇拜的类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男生最崇拜的偶像类型为歌星

影星、其他类型和体育明星。女生最崇拜的偶像类型为歌星影星、其他类型和作家。

卡方检验结果（x
2
=98.222，df=8，p<0.001）表明：男女生在对不同类型偶像的崇

拜中存在显著的差异（结果见表 3）。 

表 3  中学生偶像崇拜类型分布的性别差异 

 歌星影星 体育明星 政治家 企业家 作家 父母 教师 同学 其他 

男生 102 56 11 26 18 24 5 24 61 

女生 205 9 9 8 30 23 11 10 32 

3.2.2中学生偶像崇拜原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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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女生寻求偶像崇拜这一行为的出发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学生偶像崇拜

原因性别差异显著，男生更不容易陷入对偶像的崇拜中，他们对于偶像带给自己的

感官愉悦和表现出来的优秀的社会性品质的要求比女生要高（结果见表 4）。 

表 4  中学生偶像崇拜原因分布的性别差异（M±SD） 

因子 男生（N=327） 女生（N=337） t 

感官舒快 8.46±3.96 7.30±3.23 4.96
*** 

社会性品质学习 15.53±6.66 13.57±4.86 5.26
*** 

注：
*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对中学生偶像崇拜原因的年级分布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级

的学生在寻求偶像崇拜的过程中出发点有所不同。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相比于初

三的学生更注重偶像带来的视听觉上的感官愉悦。而初二年级的学生相比于初一、

初三的学生更注重对偶像的内在社会品质的学习（结果见表 5）。 

表 5  中学生偶像崇拜原因分布的年级差异（M±SD） 

因子 初一 初二 初三 F 多重比较 

感官舒快 7.94±4.00 8.04±3.56 7.26±3.04 5.144
** 初一>初三

*
 

初二>初三
* 

社会性品质学习 14.15±5.87 15.17±6.47 13.70±4.68 5.414
** 初二>初一

*
 

初二>初三
* 

3.2.3中学生偶像崇拜程度的特点 

对中学生偶像崇拜程度分布的性别差异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偶像崇拜程度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x
2
=16.41，df=3，p<0.001）。在低卷入型群体中，男生显著

多于女生，而在交际型群体中，女生显著多于男生（结果见表 6）。 

表 6   中学生偶像崇拜程度分布的性别差异 

因子 男生（N=327） 女生（N=337） 

低卷入型 121 93 

交际型 73 114 

移情型 73 69 

妄想型 60 61 

对中学生偶像崇拜程度的年级差异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偶像崇拜程度存在

显著的年级差异（x
2
=47.185，df=6，p<0.001）。初一年级移情型群体、妄想型群

体的人数显著多于初二、初三的人数，初三年级低卷入型群体、交际型群体的人数

显著多于初一、初二年级的人数（结果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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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学生偶像崇拜程度分布的年级差异 

因子 初一（N=224） 初二（N=165） 初三（N=275） 

低卷入型 64 58 92 

交际型 49 34 104 

移情型 59 42 41 

妄想型 52 31 38 

3.3中学生自我价值感的特点 

对中学生自我价值感总分及各维度的年级分布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自我价值

感总分、个人一般自我价值感、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存在显

著的年级差异。初二年级学生的自我价值感总分、个人一般自我价值感、社会特殊

自我价值感、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均显著低于初一和初三的学生。其中，初一年级

学生的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又显著高于初三学生（结果见表 8）。 

表 8  中学生自我价值感的年级差异（M±SD） 

因子 初一（N=224） 初二（N=165） 初三（N=275） F 事后比较 

自我价值感 195.37±32.66 186.71±31.27 193.62±28.75 5.79
** 初一>初二

* 

初三>初二
* 

总体自我 

价值感 
21.50±5.06 20.93±4.81 21.61±4.86 1.52 

初一>初二
* 

初三>初二
*
 

个人一般 

自我价值感 
18.26±4.40 17.53±4.26 18.30±3.83 3.07

* 初一>初二
* 

初三>初二
*
 

社会特殊 

自我价值感 
68.80±13.03 64.47±12.17 66.75±10.95 9.13

*** 

初一>初二
* 

初一>初三
* 

初三>初二
*
 

个人特殊 

自我价值感 
69.07±10.96 65.98±10.76 69.40±9.13 9.38

*** 初一>初二
*
 

初三>初二
*
 

3.4偶像崇拜、身体满意度、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自我价值感的相关分析 

由表 9 可知，偶像崇拜原因与自我价值感总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偶像崇拜程

度与社会一般自我价值感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与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之间有显著

的正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身体满意度与自我价值感总分及各维度之间有显著的

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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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感官舒快 1 
          

社会性品质学习 0.57
**
 1 

         

偶像崇拜程度 0.17
**
 0.12

**
 1 

        

自我价值感 0.07
*
 0.16

**
 0.05 1 

       

总体自我价值感 0.01 0.11
**
 -0.02 0.85

**
 1 

      
社会一般 

自我价值感 
0.02 0.08

*
 -0.11

**
 0.65

**
 0.57

**
 1 

     

个人一般 

自我价值感 
0.06 0.13

**
 0.04 0.87

**
 0.74

**
 0.51

**
 1 

    

社会特殊 

自我价值感 
0.03 0.13

**
 0.06 0.93

**
 0.71

**
 0.52

**
 0.76

**
 1 

   

个人特殊 

自我价值感 
0.11

**
 0.18

**
  0.10

**
 0.89

**
 0.68

**
 0.47

**
 0.74

**
 0.73

**
 1 

  

学业自我效能感 0.01 0.04 0.06 0.60
**
 0.51

**
 0.33

**
 0.53

**
 0.61

**
 0.50

**
 1 

 

身体满意度 -0.02 0.05  0.001 0.52
**
 0.46

**
 0.30

**
 0.42

**
 0.49

**
 0.47

**
 0.48

**
 1 

M 7.87 14.53 2.27 192.77 21.53 17.56 18.14 67.05 68.50 72.15 169.32 

SD 3.65 5.90 1.08 31.51 5.02 4.07 4.19 12.29 10.46 16.57 41.14 

3.5调节效应检验 

3.5.1身体满意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运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以偶像崇拜原因、偶像崇拜程度为自变量，自

我价值感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检验身体满意度在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中的调节

效应。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计算出偶像崇拜原因、偶像崇拜程度和

身体满意度的交互项，最后运用 process 软件分两步使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结果

显示，身体满意度和社会性品质学习、身体满意度和偶像崇拜程度交互项效应显著，

说明身体满意度在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在偶像崇拜程度对个人

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显著（结果见表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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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身体满意度在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 
 

M1 M2 

第一步 社会性品质学习 0.13
** 

0.13
** 

  身体满意度 0.50
** 

0.50
** 

第二步 社会性品质学习*身体满意度   0.07
* 

  R
2 

0.25 0.25 

  △R
2 

0.25 0.01 

  F 160.38
*** 

109.41
*** 

  △F 160.38
*** 

5.88
* 

表 11  身体满意度在偶像崇拜程度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 
 

M1 M2 

第一步 偶像崇拜程度 -0.10
** 

-0.10
** 

  身体满意度 0.47
** 

0.47
** 

第二步 偶像崇拜程度*身体满意度   0.07
** 

  R
2 

0.27 0.27 

  △R
2 

0.27 0.01 

  F 174.59
*** 

119.36
*** 

  △F 174.59
*** 

6.79
** 

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分析身体满意度对社会性品质学习与社会特殊自我价

值感之间关系的调节趋势。根据中学生在社会性品质学习和身体满意度上的得分，

将平均值正负一个标准差的被试分成高低两组，进而做出身体满意度在社会性品质

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示意图。 

由图 1 可知，在低身体满意度情况下，初中生的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

偶像社会性品质学习程度的加深而显著提高（Simple Slope=0.15，p<0.05）；在

高身体满意度情况下，初中生的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偶像社会性品质学习

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Simple Slope=0.23，p<0.01）。但在低身体满意度情况下，

对偶像的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减弱。 

同样，按照上面的方法做出身体满意度在偶像崇拜程度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

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示意图。由图 2 可知，在低身体满意度情况下，初中生的个人特

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偶像崇拜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Simple Slope=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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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在高身体满意度情况下，初中生的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偶像崇

拜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Simple Slope=0.28，p<0.01）。但在低身体满意度情况

下，偶像崇拜程度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减弱。 

 

图 1  身体满意度在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图 2  身体满意度在偶像崇拜程度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3.5.2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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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以偶像崇拜原因、偶像崇拜程度为自变量，自

我价值感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检验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偶像崇拜原因、偶像崇拜

程度对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的调节效应。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计算

出偶像崇拜原因、偶像崇拜程度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最后运用 process 软

件分两步使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感官舒快、社会性

品质学习交互项效应显著，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官舒快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

在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显著（结果见表 12、

13）。 

表 12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官舒快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 
 

M1 M2 

第一步 感官舒快 0.11
** 

0.11
** 

  学业自我效能感 0.50
** 

0.50
** 

第二步 感官舒快*学业自我效能感   0.05
* 

  R
2 

0.29 0.29 

  △R
2 

0.29 0.01 

  F 196.82
*** 

132.94
*** 

  △F 196.82
*** 

4.00
* 

表 13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 
 

M1 M2 

第一步 社会性品质学习 0.13
** 

0.13
** 

  学业自我效能感 0.61
** 

0.61
** 

第二步 社会性品质学习*学业自我效能感   0.15
** 

  R
2 

0.37 0.38 

  △R
2 

0.37 0.01 

  F 293.95
*** 

200.98
*** 

  △F 293.95
*** 

9.78
** 

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分析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官舒快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

感影响中的调节趋势。根据中学生在感官舒快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上的得分，将平均

值正负一个标准差的被试分成高低两组，进而做出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官舒快对个

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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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在低学业自我效能感情况下，初中生的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

着偶像崇拜带来的感官舒快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Simple Slope=0.20，p<0.01）；

在高学业自我效能感情况下，初中生的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偶像崇拜感官舒

快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Simple Slope=0.30，p<0.01）。但在低学业效能感情况

下，对偶像崇拜的感官舒快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减弱。 

同样，按照上面的方法做出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

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示意图。由图 4 可知，在低学业效能感情况下，中学生的

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偶像社会性品质学习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Simple 

Slope=0.16，p<0.05）；在高学业自我效能感情况下，初中生的社会特殊自我价值

感会随着对偶像社会性品质学习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Simple Slope=0.45，

p<0.001）。但在低学业效能感情况下，对偶像的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

价值感的影响减弱。 

 

图 3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官舒快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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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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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中学生偶像崇拜的特点 

4.1.1中学生偶像崇拜类型的特点 

通过对中学生偶像崇拜类型的调查，由表 2 可知，中学生崇拜最多的是歌星影

星，远远超过其他的类型。大众媒体的运行使歌星影星更多地出现在学生的视线中，

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这一类明星大多具有肤白貌美、个性突出、充满活力的特点，

符合中学生这一年龄群体对自我性格的追求。再加上商业包装和广告宣传带给学生

的感官享受，使得歌星影星快速地获得学生的认同
[51]

。 

在对中学生偶像崇拜类型的性别差异分析中，由表 3 可以看出，男生更倾向于

崇拜体育明星、企业家和同学，女生更倾向于崇拜歌星影星和作家。一般认为，男

女生的不同选择倾向和各自的社会角色认同有关。传统的社会观念认为男生应该在

事业中寻求成就感，这需要男生有灵活的头脑、健壮的身体，在面对问题时果敢冷

静……这些观念无形中内化为男生在青少年时期的追求。而传统社会观念对女生的

要求更注重内在的修养，女生相比之下心思更加细腻，也更注重内心情绪情感的表

达
[23]

。 

中学生偶像崇拜类型的年级差异不显著。以往研究认为，偶像崇拜是青春期个

体在发展自我同一性阶段的过渡性表现，而普遍对明星偶像的崇拜在 14-16 岁达到

峰值
[34]

。结合本研究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偶像崇拜类型的人数可知，本研究中的学

生正处于对明星偶像崇拜的高峰期。 

4.1.2中学生偶像崇拜原因的特点 

由表 4 可知，男生在偶像崇拜原因两项维度上的得分都比女生高，且差异显著，

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稍有冲突
[23,52]

。一般认为，女生比男生更注重偶像的外貌、

气质等特征；男生更注重偶像的成就、事业等特征。究其原因，本研究中被试基本

上处于低层次的偶像崇拜，男生在选择偶像的过程中比女生更加理性，这就需要偶

像带给自己的视觉冲击和价值引导比女生要更强，只有这样，男生才会对偶像有更

进一步的关注。 

在年级变量上，由表 5 可知，初一、初二的学生相比于初三的学生更注重偶像

崇拜的感官舒快，而初二年级的学生相比于初一、初三的学生更注重对偶像的社会

品质的学习。李强、韩丁 2004 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学生会

更看重偶像的内在和成就，崇拜 “著名人士” 和 “体育明星” 的人数会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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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 ,而崇拜“歌星影星”等以外表形象为主要魅力的人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外表在个体的评价体系中

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一个人的性格与之建立稳定的关系
[53]

。 

4.1.3中学生偶像崇拜程度的特点 

对中学生偶像崇拜程度各群体的人数进行统计，得出中学生偶像崇拜的人数随

程度的加深依次减少，由低卷入型群体到妄想型群体的人数依次为 214 人、187 人、

142 人、121 人。可以看出，中学生对于偶像的崇拜整体上处于欣赏但又不过分卷

入的程度。与国内外研究基本一致
[54-56]

。从偶像崇拜的目的分析，由于学习压力过

大，中学生的偶像崇拜主要是作为对压力的释放和生活的调剂，较少作为情感依恋，

他们更多的是对偶像价值观和优秀品质的欣赏和认同。因此偶像并不会成为中学生

生活的重心，他们更不会对偶像的生活有过多的幻想进而影响自我评价。 

在性别变量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低卷入型群体中，男生人数较多，而

在交际型群体中，女生人数较多。总的来说，在偶像崇拜中，男生更多处于“前偶

像崇拜”阶段，他们更多的关注自我的发展，对于偶像的选择和认同相对更理性
[57-

59]
。从偶像崇拜原因分析，偶像的娱乐价值和外在相比于内在品质更容易被大众看

到并接受，在选择偶像的过程中，男生需要的思考和花费的时间往往要比女生多。

另一方面，女生更容易受到周围同伴和媒体宣传的影响，将偶像作为自己打开话题、

结交朋友和娱乐的对象，因此在低层次的偶像崇拜中比男生的偶像崇拜程度更深
[60]

。 

在年级变量上，初一年级移情型群体、妄想型群体的人数显著多于初二、初三

年级的人数，初三年级低卷入型群体、交际型群体的人数显著多于初一、初二年级

的人数。总体来说，初一年级学生的偶像崇拜程度最深，初三年级的偶像崇拜程度

最浅。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人生阅历的增多，中学生的偶像崇拜逐渐从

表层性偶像崇拜转向实质性偶像崇拜，而且初三年级由于学业压力，对偶像的关注

变少，也就更不容易陷入深层次的偶像崇拜中。 

4.2中学生自我价值感的特点 

中学生自我价值感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与国内外大部分研究结果一致。究其原

因，有的研究认为，由于自我价值感评价的维度涉及到个体生理、社会发展的诸多

方面，由于男女生在这些方面各有侧重，最终导致总的自我价值感得分相差不大
[61]

。

也有研究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两性在对自我的个性和自我价值要求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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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小，人们对自我的评价的很多方面不再受性别的影响，因而自我价值感水平

的性别差异降低
[10]

。 

对中学生自我价值感总分及各维度年级差异进行分析，初二年级学生的自我价

值感总分、个人一般自我价值感、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均显

著低于初一和初三的学生。原因可能是，初一年级刚从小学升上来，对于初中知识

的难度还没有形成概念，还处于适应时期。初三学生虽然直接面临升学的考验，但

经过两年的学习，已经对自己有了适当的了解，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合理的期

待。而初二年级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认识到学业的难度，一方面对接下来的学习

生活感到担忧，一方面又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难对自己抱有乐观的态度。 

4.3偶像崇拜对自我价值感影响的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偶像崇拜原因的感官舒快与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社会性品质学习与自我价值感总分及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

以往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
[62]

。说明越注重偶像带来的感官上的享受，中学生对自己

人际、心理、道德、生理和家庭等具体方面价值感的评价越高。越注重对偶像社会

性品质的学习，中学生对自己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价值感评价越高。以往

研究表明，带给个体感官上的愉悦和享受最多的偶像类型是歌星影星
[63]

。作为学习

生活的调剂，中学生喜欢谈论当下娱乐圈明星的新闻。一方面缓解学习压力；另一

方面，以娱乐新闻为话题能更快更好地融入到团体中，拉近同学之间的关系，使个

体更容易被接纳。从一定程度上说，偶像崇拜带来的感官舒快使中学生将来自学校、

家庭、自己对于学习上的高要求暂时搁置，享受身心愉悦带来的生活幸福感。社会

性品质体现了偶像优秀、积极、正能量的一面，符合社会对个体价值观的要求。对

偶像社会性品质的学习，作为中学生对自我要求的投射，使中学生朝着社会对个体

期望的方向发展，通过不断缩小与理想自我的差距提升自我价值感。 

相关分析表明，偶像崇拜程度与社会一般自我价值感呈显著负相关，与个人特

殊自我价值感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偶像崇拜程度越深，中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或他人

对自己的认可越低，而对自身潜能发挥、个性发展、道德评价方面感受到的自我价

值越高
[2]
。偶像作为公众人物，承担着对中华文化优秀价值观传承和发扬的责任，

因此在观众面前突出展现了个体优秀的一面。随着中学生对偶像崇拜程度的加深，

他感受到的社会对个体各方面价值观和行为的要求也就越多，对自己能够被社会或

他人对自己认可的能力也越来越没有信心。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偶像崇拜作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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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为他们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随着偶像崇拜程度的加

深，这种目标会越来越明确，理想自我更清晰。目标明确的人往往会更容易快速提

升自己、获得成功，接近理想中的自我，进而提升自我价值感 。同时，偶像往往

对中学生起着引领作用，有利于中学生个性的发展。 

4.4调节效应分析 

4.4.1身体满意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由图一可知，注重对偶像内在社会性品质学习的初中生，他们对自己外在身体

相貌的满意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当初中生身体满意度较低时，

他们会在对偶像进行学习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内在，从而提高自己在社会各方面的

能力。当初中生身体满意度较高时，在自身外在具有先天优势的情况下，内在品德

和能力的提升会让他们在社会各方面的表现更有自信。一般认为，一个人的优秀品

质是促进成功的重要因素。个体自身的努力、与人相处的方式、面对困难时的勇气、

坚定不移的目标等使得个体更容易融入社会，借用周围事物的力量实现自我的发展。

在偶像崇拜的过程中，对偶像的认同和模仿会促使个体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做出更多有益于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事进而使得 “我的言行合乎社会道德标

准”、“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在学校、

家庭中的威信。而在整个内在品质发展的过程中，外在带给人的感官舒适会使得个

体更快地得到别人的认同。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对自己外

在有要求的人内在的发展也不会差，而一个外表邋遢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会很低。因

此，一个寻求自我价值提升的个体，会有意识地追求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的整体提

升。 

由图二可知，在还没有达到病态崇拜的情况下，随着偶像崇拜程度的加深，初

中生对自己的身体满意程度会显著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当初中生身体满意度较

高时，随着偶像崇拜程度的加深，他们对自己各方面的评价标准越来越清晰，也越

来越容易接纳自己。偶像崇拜作为中学生寻求自我同一性的重要手段，在中学生寻

求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等方面的发展中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随着偶

像崇拜程度的加深，中学生会有意识地将偶像在这些方面好的做法运用到自己的生

活中，从而提升自己的生活幸福指数。而身体满意度作为个体对自己生理方面的评

价，对整体自我的评价产生着很重要的影响。同时，外貌、身材带给人视觉上的享

受通常会使个体更受欢迎，从而促进个体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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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学业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由图三可知，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偶像崇拜原因的感官舒快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

感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在低学业自我效能感情况下，中学生个人特殊自

我价值感会随着偶像崇拜带来的感官舒快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但其增幅小于高学

业效能感情况下的增幅。崇拜偶像作为中学生释放学习压力的一种方式，在同学间

欣赏和谈论偶像的作品时，感官上的愉悦和同学间人际关系的融洽让中学生暂时忘

却了外界的压力，而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融入团体的幸福感。在这个时候，中学生

更多地感受到的是生活积极的一面。但是，作为现实生活中中学生的评价标准，学

习成绩和学习能力的高低已经成为他们潜意识中评价个体的标准，学业效能感高的

个体也已经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形成了自我优越感。因此，即使是在谈论与学业无

关的内容时，学业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也会表现出更高的自我价值感。 

由图四可知，随着对偶像社会性品质的学习，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对他

们对社会各方面能力的评价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初中生在学业方面的能

力越来越高，他们会更容易相信自己在通过对偶像的学习行为过程中能更好更快地

适应社会，发展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和技能。学业效能感代表了一个人学习效率

的高低。学业自我效能感高的人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学习行为取得良好的结

果。社会性品质作为促进个体取得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能力反映了个体在社会性发展

的过程中对自我和他人觉察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获得。因此，

作为这种能力在学业上的反应，学业效能感高的个体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在社会性发

展中觉知到自己和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并通过采取一定的行为达到这种要求，进而

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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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1）在众多的类型中，崇拜歌星影星的初中生人数最多。男生更不容易陷入

对偶像的崇拜中，他们对于偶像带给自己的感官愉悦和表现出来的优秀的社会性品

质的要求比女生要高。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相比于初三的学生更注重偶像的相貌

和作品欣赏等外在带给人视听觉上的享受。而初二年级的学生相比于初一、初三的

学生更注重偶像的社会贡献、优秀品质等内在对人思想的引领。偶像崇拜程度存在

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女生的偶像崇拜程度更深。初一年级比初二、初三年级偶

像崇拜程度更深。 

（2）初中生自我价值感年级差异显著。其中，初二年级学生的自我价值感最

低。 

（3）偶像崇拜原因、偶像崇拜程度与初中生自我价值感显著相关。 

（4）身体满意度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初中生的自我价值感显著正相关。 

（5）身体满意度在通过对偶像的社会性品质学习对初中生的社会特殊自我价

值感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在高身体满意度情况下，初中生的社会特殊自

我价值感会随着对偶像社会性品质学习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在低身体满意度情况

下，初中生的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偶像社会性品质学习程度的加深显著提

高。身体满意度在偶像崇拜程度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

用。在高身体满意度情况下，初中生的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偶像崇拜程度

的加深显著提高；在低身体满意度情况下，初中生的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

偶像崇拜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 

（6）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偶像带来的感官舒快对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中

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在高学业自我效能感情况下，初中生的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

会随着偶像崇拜感官舒快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在低学业自我效能感情况下，初中

生的个人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偶像崇拜感官舒快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学业自我

效能感在对偶像的社会性品质学习对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调节

作用。在高学业自我效能感情况下，初中生的社会特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偶像社

会性品质学习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在低学业自我效能感情况下，初中生的社会特

殊自我价值感会随着对偶像社会性品质学习程度的加深显著提高。 

5.2教育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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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偶像教育 

针对中学生会将偶像身上的某些特质作为评价自己的标准，并对其进行模仿，

开展偶像崇拜教育势在必得。中学生由于认知发展的限制和社会经验的不足，独立

判断的能力相对较弱，在选择偶像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社会舆论和大众媒体的影响。

作为教育者，帮助中学生正确认识偶像、选择偶像成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在这个过

程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如开展偶像崇拜主题活动，向同学们分享自己

的偶像，说一说偶像的哪些特质最吸引我；偶像有哪些成就；偶像对自己有什么帮

助；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向偶像学习等等。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使有偶像的学生

更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偶像，没有偶像的学生也能在选择的过程中更加理性。 

（2）认识和尊重偶像崇拜的多元化。 

无论是欣赏偶像的外表形象，还是关注偶像的内在品质，都是个体自由选择的

结果，反应了个体的内在标准和价值观。因此，要学会接纳别人的偶像。不要一味

地抬高自己偶像的地位，也不要过分贬低别人的偶像，做出言语和行动上的极端行

为。在谈论各自的偶像时，要引导学生欣赏每个偶像身上的优势和长处。同时，人

无完人，偶像也不是圣人，我们不要被一个偶像身上的光环所蒙蔽，而应该接触更

多的人。我们要学会从不同的偶像身上吸收不同的正能量，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

谈吐、吃苦耐劳的精神、战胜困难的方法……自我的发展就是一个优秀品质的积累

的过程。接触的人越多，受到的积极品质的感染越多，自我的发展就会更好。 

（3）营造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 

学业效能感高的中学生往往自我价值感更高，在面对挑战时更有自信。每个班

级都有学习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如果教师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根据学习成绩在班

级中划分等级，会极大地挫败后进生的自信心。要注重形成良好的班级氛围。优秀

的学生通过帮助成绩比较差的学生解决问题能够有效提升落后学生的学习信心，从

而更积极地面对以后学习中的难题。老师也要积极地运用鼓励性的语言，善于发现

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4）开展丰富的校园文体活动 

身体满意度作为中学生自我评价的重要方面，对他们的自我评价起着重要的影

响作用。在班级中不缺那些身体素质好的学生，他们可能成为体育场上的“明星”。

因此，学校应该组织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给学生展示自己多方面才能的机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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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河比赛、马拉松、运动会等，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正确、全面地评价自己，

提升自我价值感。 

5.3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由于能力的限制，对被试的选取涵盖面不够广泛。只选取了一个地区的

中学生，样本的多样化不足，导致研究结果的局限性。 

（2）本研究中对于歌星影星的偶像崇拜人数最多，在选取偶像时，也只让选

择了一个。考虑到对偶像崇拜的程度基本上处于比较理智的水平，无法区分单个偶

像和多元化的偶像选择对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针

对单个偶像的非理性崇拜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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