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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老师：

您好！
我的偶像突然倒塌，我迷茫了！
这几天您看到新闻了吧！我苦苦追寻

的偶像，因强奸罪被捕了！我很难受，不
知道该怎么办？

我是他的铁杆粉丝。每次他出新专
辑，我都买两份，一份自己留着，一份为
偶像增加人气，也可以送人。他代言的产
品我都尽量去买，也鼓动身边人的去买。

我喜欢他的桀骜不驯：他不顾母亲的
反对，一个人去了韩国。这和我很相似，
我爸爸常年在外地打工，妈妈对我的管理
很严格，天天让我学习，不让我追星。父
母越不让我追，我就越去追！

我向爸爸要钱，向亲戚借钱，整天跟
妈妈吵架。父母都不理解：我到底喜欢偶
像什么呢？我喜欢他帅气的外表，喜欢他
的叛逆，尤其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还有另外一个偶像也突然轰塌了。

现在，我的精神支柱没有了，很烦
躁，很烦躁，心理老师，我该怎么办呢？

萍妞妞

2021.8.17

萍妞妞：

你好！
看到你的来信，很能体会到你此时的

心情，老师先给你讲一个心理现象“羊群
效应”：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群体，平时
在一起也是盲目地行走，没有目标，缺少
安全感。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
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跟着奔跑，
听这头领头羊的指挥，全然不顾旁边的危

险，飞蛾扑火般地盲目行动。但为什么行
动，行动为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缺失客
观的需求判断和对事情的评价，这也叫从
众效应。所有羊群对那只领头羊盲目地崇
拜，盲目地奔跑，但他们了解那只羊吗？
也许并不了解。

就像有些人，美艳惊动四方，但那仅仅
是她的外表，她的真实面目和灵魂我们是
看不到的。镁光灯下的偶像离我们生活很
远，无法全面立体看清对方。其实很多“偶
像”都是经过商业包装后进入市场，有自己
的经纪公司。偶像更符合我们时代的审美
和内心的需求，甚至带动一些经济消费。包
装后的偶像外在也许光鲜亮丽，但是，我们

无法了解到其内心的变质。
很能理解你的心情，当我们全部投注

于偶像的美好，认为偶像是完美无缺的，
憧憬着未来，一旦发现自己长期经营的美
好被摧毁了，这层画皮被揭开了，看到其
真面目，除了惊愕外，首先的心理反应是
否定、防御的，一时无法接受，心理创伤
需要一个缓冲，需要时间愈合，需要新鲜
事物的填充，逐步重新建立信念。

老师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有自己的
偶像，那是我的化学老师。他是北师大毕
业的高材生，因为我的化学学得很烂，当
他能成功做出很难的化学实验，把我震惊
到了。他能把很难的化学习题讲得很接地

气，让我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到他的才华。
我每天盼望着上他的课，没事就去办公室
找他讨论问题，他的豁达、包容、幽默、
向上的品质至今还在影响着我。在他的带
领下，我们班的化学成绩在市里名列前
茅。我与偶像的距离很近，至今跟偶像还
保持着联系。

我们的成长需要偶像，但偶像可以来
自不同的领域，不仅仅局限在演艺圈，也
可来自科学、政治、文艺、医学、军事等
领域，并拓展至身边出色的同学、老师或
者长辈，从他们的身上找到自己需求的品
质。除了崇拜，他们身上还有更多优秀的
地方可以让我们去仿效。建议你不妨尝试

了解一下。
你的老师曹刚

2021年8月18日

信后反思

中学生偶像崇拜，被称之为“次级情

感依赖”。偶像的品质往往也是自己内心

缺失的部分，从个体发展来看，是一种正

常的、普遍的心理现象，但是，从社会成

因来看，中学生偶像崇拜现象有令人担忧

的一面，即在商业化媒体同资本深度融合

的过程中，中学生盲目对偶像的情感迁移

可能被极致化商业利用，从而演变为一种

“粉丝经济”的工具，中学生的价值取向

被干扰。

因此，政府部门及工商业界、传媒影

视行业、教育工作者等社会各界，应达成

共识，共同努力，科学对待青少年偶像崇

拜现象，加强社会系统工程建设，给中学

生一个积极向上的偶像价值观。

我的偶像突然倒塌怎么办

□ 潜海龙

读了 7 月 26 日 《中国青年报》“中学

生 ” 版 刊 发 袁 子 涵 小 朋 友 的 建 议 信 ——

《恢复书报亭》，我感慨良多。

跟子涵小朋友一样，我也与书报亭结

下过不解之缘。多年前，在上班或下班的

路上，我都会绕路去书报亭买一份带着油

墨清香的报纸或杂志，因为我居住的地方

是一个小镇，书报亭不多。每逢奥运会或

世界杯赛期间，我每天还会同时买多份报

纸 对 照 起 来 看 ， 不 同 的 报 纸 有 不 同 的 个

性，栏目名字有个性，新闻报道的角度也

各有千秋，然后我把这些富有个性的新闻

材料整理成有趣的教学内容分享给我的学

生 ， 因 此 他 们 都 很 喜 欢 我 的 语 文 课 。 后

来，小镇上的书报亭突然消失了，很长一

段时间，我心里都是空落落的。

关于恢复书报亭的意义和价值，子涵

小朋友在信中已有详尽的陈述，我不再赘

言。除了书报亭，我觉得“校园阅报栏”

的消失，也是叫人感到备感遗憾的事。

时下，很多学校已经见不到“校园阅

报栏”了，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宣传栏，宣

传自己学校中考或高考成绩如何骄人，等

等。多了一分功利思想，却少了一分人文

底蕴。

我 在 母 校 浙 江 缙 云 盘 溪 中 学 读 书 的

时 候 ， 学 校 阅 报 栏 是 同 学 们 课 间 休 闲 最

好 的 去 处 。 那 是 一 种 愉 快 的 学 习 方 式 ：

听 课 做 题 累 了 ， 课 间 去 阅 报 栏 看 看 新

闻 ， 读 读 副 刊 上 的 精 美 散 文 ， 再 回 教 室

上 课 ， 会 感 觉 神 清 气 爽 ， 尔 后 产 生 新 的

期 待 。 那 时 ， 班 里 的 同 学 时 常 三 五 成 群

一 起 去 看 热 点 新 闻 ， 然 后 大 家 讨 论 争

辩 ， 激 情 澎 湃 ， 热 血 沸 腾 ， 那 是 青 春 少

年应有的模样！

相 比 之 下 ， 现 在 的 很 多 学 生 就 少 了

这 份 闲 情 逸 致 或 青 春 热 血 ， 他 们 上 课 听

课 做 练 习 ， 下 课 忙 着 赶 作 业 ， 关 心 国 家

大 事 只 能 从 那 些 时 政 复 习 资 料 中 获 取 ，

那 是 “ 压 缩 饼 干 ” 一 样 的 东 西 ， 内 容 被

压 缩 了 ， 故 事 没 有 了 ， 口 味 也 变 了 ， 更

可 悲 的 是 阅 读 目 的 不 一 样 了 ！ 我 们 过 去

是 一 种 兴 趣 爱 好 ， 更 是 一 种 情 怀 ， 现 在

不 少 学 生 硬 着 头 皮 去 看 这 些 东 西 ， 只 是

为了应付考试。

有读者可能会反问我：读书看报，不

是可以去学校图书馆吗？是的，现在很多

学校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了，也包括校园图

书馆的建设，但学生真正能进图书馆阅读

的自由支配时间反而越来越少。有些学校

虽有一流的图书馆设施，却成了校园里被

遗忘的角落。

与之相比，“校园阅报栏”是一个微

型的流动的“图书馆”，它可以设置在餐

厅 前 、 校 园 大 道 旁 、 操 场 边 等 人 流 密 集

之 处 ， 让 快 节 奏 的 学 习 生 活 也 有 喘 息 的

片刻，享受校园里的“精神氧吧”，因为

美 丽 的 课 外 阅 读 是 学 生 精神家园的“光

合作用”。

当然，我们恢复“校园阅报栏”不是

流于形式，而要让它成为校园最美的人文

风景，成为莘莘学子人生最美的记忆。

（作者为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义蓬中
学教师）

期待恢复的还有“校园阅报栏”

尊敬的《中国青年报》编辑：

您好！
我呼吁《恢复书报亭》的来信在贵报的

中学生版刊登后，引发了热烈讨论。在贵报
官网——中国青年网的今日头条号上，短
短几天便有了上千条评论留言。读者们各
抒己见：有对报亭的怀念，有支持恢复的理
由，也有反对恢复的理由，还有对重建报亭
的建议，有些评论还引发了进一步的抬杠。

我认为这些评论非常宝贵，可以为政
府评估是否恢复报亭提供参考，所以我请
大人们帮忙下载了评论数据并做了分析。

我只使用了第一层的评论，因为第二
层的评论大多是对第一层评论的回复。排
除与恢复报亭无关的评论，例如品评作者
的、希望恢复公共电话的，等等，之后，
剩下来的“有效数据”被分为四类：第一
类是明确表示支持的，例如“支持”“赞
同”“好主意”“希望”之类的留言；第二
类是明确表示反对的，例如“不支持”

“已淘汰”“想法幼稚”“与时俱进”之类
的留言；第三类是与作者有共鸣的，虽未
明确表态支持，但表示“怀念”“遗憾”

“不喜欢手机阅读”等；第四类是不看好
前景的，虽未明确表态反对，但表示“对没
人读纸媒的担忧”“对赔钱的担忧”“对杂货
铺的厌恶”“图书馆替代方案”等。

第一层评论仅按条数的统计结果是：
37%明确表示支持，16%与作者有共鸣，
32%不看好前景，15%明确表示反对。

第一层评论包括点赞数的统计结果
是：76%明确表示支持，8%与作者有共鸣，
6%不看好恢复前景，8%明确表示反对。

支持恢复报亭的理由有多个：报亭的
文化意义、对纸媒阅读形式的喜爱、学生
的阅读需求与手机危害之间的矛盾、即兴
购买报刊的便利和快乐、老人眼睛不适合
读手机。

反对恢复报亭和不看好前景的理由有
两个：主要是关于手机阅读造成购买量减
少，赔钱，卖杂货、影响市容这个因果关
系链条；次要是认为无纸化阅读是趋势，

手机阅读的便利性和环保性决定了报亭理
应被淘汰。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反对派观点
主要是针对报亭自负盈亏模式不营利和因
此造成的乱卖杂货，并不是公众不愿意读
报纸杂志了。我想，只要需求在，就有恢
复的理由。

精彩评论太多，我只能摘录几条：
读者：我也支持，这样老年人和孩子

就有个可以共享的地方了，世界不只属于
年轻人，还属于老年人和孩子们，还有少
年们，他们的世界可以拥有来自我们世界

的东西，七零后八零后六零后五零后四零
后，但凡好的都可以选择再生，不能绝对
商业化，童年需要大人来创造与呵护，不
然未来的孩子眼里只有钱只有生活，未来
的幻想就不能实现，商业只能是辅助，不能
是全部，支持小朋友的，这个可以计划着，
看看有没有法子降低成本，发展起来。

读者：所言极是。如果把书报亭当成
饭碗或 ATM 机，那只能关门止损大吉。
如果把书报亭当成文化因子当成文化传
播，那尽可将之纳入社会福利，让它点
缀、装饰、美化城市，丰富市民生活陶冶

市民情操。
读 者 ：想法很好，人类需要市井生

活，一味地快速向前，前方到底是什么？
发展是寻求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而人类最
需要的就是人情味儿，市井生活最能产生
这种共鸣

读者：对于学生来说如果每天能有一
些阅读，养成一些习惯是很不错的。就像
支付方式一样，可以有微信、支付宝，也
应该允许有现金交易，交易方式多元化也
是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支持，相同道理，阅
读方式、获取方式也可以多元化，为什么

要一个取代一个呢？
不少老年读者在评论中给我鼓励和

支持，让我非常感动。我希望社会也能
尽快关注老年读者的文化需求。每个人
都会老去，关心他们的现在就是关心我
们的未来。

最后，我感谢《中国青年报》能给我
机会锻炼如何去关注身边的社会问题。

此致
敬礼！

袁子涵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初一（3）班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同意恢复书报亭

□ 郭鑫玥
陕西师范大学杨凌实验中学初2020级3班

“在衰落遗失的边缘坚守，在快捷功

利的繁荣里坚持。”在这灯红酒绿喧嚣浮
躁的世界中，还有那么一群人，宛若一头
头憨厚的耕牛，在默默坚守与耕耘着那流
传了数百年的文化和传统。

——题记

他像一本深沉亘古的书，连同他的那

段日子，我都一读再读。

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像火上煎着的药，像萦回缭绕的青烟。还

是住在四面环合的大院里，一条巷牵扯几

十户人家。推开窗，总是能看见他的白大

褂子，泛了黄的皂角白，迎着风，飘来一

股中药味儿。

他是一位退休的老中医，年至古稀，

每日煎药养生，生活得安详诗意。

一页枸杞

母亲曾遣我去他那儿取些枸杞。那时

他安坐在木椅当中，身后是一面靠墙的柜

子，满满当当放着中药。他手里拿着一杆

秤：黄铜色的，秤杆细长。他戴着旧式的

老花眼镜，镜架颤颤地立在鼻梁上，秤被

悬在空中。

“ 爷 爷 ，我 妈 让 我 来 拿 枸 杞 。”年 少 时

声 音 清 亮 ，惊 走 梁 间 的 几 只 栖 燕 ，扑 棱 扑

棱 ⋯⋯ 老 人 却 似 乎 未 闻 ，枯 槁 的 手 拨 弄

秤，一动，微乎其微，指节间像揽着轻云，

细致小心。秤杆稳住后他原本微蹙的眉宇

舒 展 开 来 ，这 才 悠 悠 抬 头 看 我 ，目 光 里 尽

是澄明。

“枸杞啊，枸杞好啊，味甘性平，清

热明目。”他说话慢，声声入耳；做事也

缓，读出了几分类似枸杞的气质，平心静

气，云淡风轻。

一页苏叶

有一回我病得厉害，母亲把我送到了

他那儿。

挽起袖口，老人为我诊脉。他眼微阖，

攀爬着风霜的脸上是一分专注，从从容容。

我从来不懂何为望闻问切，但当皮肤

上感到老人指尖薄薄的一层茧子时，我感

受到了老人的妙手回春。“体寒”，老人收

回了手，继续说道：“开一味苏叶，味甘

性温，解表散寒。”抓药、称药，他还亲

自为我熬药。陶瓷药罐被烟燎得灰黑，火

苗 子 顺 风 欢 腾 。 我 性 子 急 ， 忍 不 住 问 ：

“这得煎多久啊？”

“还早呢，煎久了才会有中药香。”终

于，扇子扇动过无数次，苏叶的锐枝利刺

都被一点点熬碎，沉积在清水之中，氤氲

出 绵 长 悠 远 的 中 药 香 ， 牵 扯 十 里 ， 缠 住

风，化为烟⋯⋯慢慢地，老人又好像这苏

叶，不温不火，不急不躁。

一页当归

衣衫长，年华短尽头。后来谁也没再

见过那位老人，他也许还在，也许就如当

归，白大褂子开成白花，与身下的一寸黄

土日夜为伴。

现如今，我不再喝中药，也很少见到如

老人那样慢慢煎药的人。但他始终都是最

厚重的一本书，在这繁华的时代中，我一读

再读。读出那股中药香，读得热泪盈眶。

（指导教师：杨巧娟）

我的“阅读”

□ 温凉河

暑假在亲戚书店帮忙，遇到一个学

生要买《昆虫记》。显然这是附近初中的

七年级学生，应该是按照老师要求准备

暑假读所谓“八年级必读名著”。

这个学生张口就说要“全本的”，不

要选本不要青少年版，还特别强调，老师

说就要读没删减的。

作为有 30 多年教龄的教师，跟同行

经常有交流，所以我这次相信孩子的说

法，但同时我心里不由得犯嘀咕：“你们

老师简直无知！”我忍住了才没把这句话

说出口，只告诉她：《昆虫记》全译本一套

十 册 ，400 万 字 ，一 个 暑 假 你 也 很 难 读

完！而且现在恐怕县城的哪家书店都没

真正的全译本《昆虫记》，都是选本——

只是选多选少的不同。但学生看都不看

书架上十几种《昆虫记》，坚持只要全本。

学生需要读“全本”的《昆虫记》吗？

老师布置这样的暑假作业，未必是为学

生阅读积累，估计是为了应付考试，因为

这本书被列入初中“必读”书目，而且也

属于“必考”内容。

我 敢 肯 定 ，要 学 生 读“ 全 本 ”《昆 虫

记》的老师自己根本就没读过“全本”《昆

虫记》，甚至就没见过“全本”《昆虫记》，

对这套书并不了解，没有相关常识。或许

被误导了，因为有几个明明是节选的版

本封面，却标注了“全译本”的字样。但作

为教师，在给学生推荐图书之前就没仔

细查阅过相关资料吗？

作为教师如此无知，这样的教师能

把语文课讲出怎样的趣味？假如——只

是假如，事实上很可能不会——也向学

生推荐了其他经典作品，又是如何向学

生介绍的？

我其实并不意外，这样无知的教师并

非“一个人在战斗”。今年看本地一所学校

五年级的语文期末试卷，有一题要求学生

填写中国古典名著常识，一个学生写的是

《世说新语》，各对应项都没错，但批卷老

师给了“0”分，大概那老师以为除了所谓

“四大名著”，别的什么都不算“中国古典

名著”——而《世说新语》有一则就是这学

期的五年级语文课本上的一篇。

前两年我还遇到一个类似的事，考

卷上要求学生写出自己最喜欢的书，有

一个学生写的是一本当代童话书名，老

师直接打了“×”，而另一个把一篇课文

标题当书名写，反倒得分了。

多 年 来 语 文 教 材 内 容 一 再 引 发 争

议，而教师如何教语文则没有受到足够

的关注。很多语文教师教学活动“一切为

了考试”，根本不给学生留时间进行课外

阅读，顶多只会给学生推荐课本上提到

的书，考试可能会涉及的书，课本之外的

书根本就不提，课堂上也从来没给学生

讲过任何一本书。有一次一年级考试要

学生写两本自己读过的课外读物书名，

一 个 学 校 4 个 班 近 300 名 学 生 ，仅 有 10
多名学生完整写出两本读物书名，大部

分学生都留下空白。

这样的语文教学，这样的语文教师

仅仅是“个别现象”吗？语文教师不懂得

语文常识，不够荒谬吗？也许有教师会抱

怨家长不给孩子买书不重视课外阅读，

但课堂教学的引导，应该是主要的。在学

生阅读这个问题上，语文教师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中学生需要读《昆虫记

》全本吗

心理信箱

4 月 28 日，江苏常州一超市内售卖的书籍。

图为青少版《名人传》《昆虫记》。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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