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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说 明□ 孙宏艳

榜样为少年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

参照坐标，榜样教育始终是少年儿童品德

教育的有力抓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

行的“中小学生偶像文化与榜样教育研究”

显示，73.3%的受访少年儿童有榜样，父母

和老师是少年儿童主要的榜样，运动员、科

学家的榜样力量有大幅度提升。

73.3%受访少年儿童有榜样

榜样对少年儿童成长有重要影响。调

查显示，73.3%的受访少年儿童确认自己有

榜 样 ，以 前 有 榜 样 现 在 没 有 的 比 例 为

6.3%，20.4%的 受 访 少 年 儿 童 表 示 没 有 榜

样 。由 此 可 见 ，少 年 儿 童 有 榜 样 的 比 例 较

高，拥有榜样是少年儿童生活中存在的普

遍现象。

性 别 比 较 发 现 ，女 生 有 榜 样 的 比 例

（77.4%）高于男生（69.4%）；学段比较发现，

小学生有榜样的比例更高（76.1%），小学生

受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影响更大，更容易接

受和接纳榜样教育；城乡比较发现，城市少

年 儿 童 有 榜 样 的 比 例 为 74.7%，比 农 村 少

年儿童高出 3 个多百分点。

统计发现，在受访少年儿童的榜样中，

排 名 前 10 位 的 分 别 为：父母、老师、运

动员、同学朋友等同龄人、英雄或功勋、

科学家、歌手、演员、文学家艺术家思想

家、政治军事人物。不难看出，少年儿童

的榜样学习以身边长辈为主，父母和老师

是少年儿童主要的学习榜样。身边师长的

言行对少年儿童来说更直观、更具有感染

力与可模仿性，因此少年儿童更愿意把身

边人作为榜样。

2011 年 5 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也

曾 在 上 述 6 省 市 进 行 过 偶 像 与 榜 样 调

研 。和 2011 年 的 调 查 结 果 相 比 ，科 学 家

的 榜 样 影 响 力 变 化 较 大 ，从 第 11 位 上升

到第 5 位。其次是运动员，从第 7 位上升到

第 3 位。

对比少年儿童的偶像与榜样发现，在

对偶像的选择上，少年儿童更倾向于明星

人物，娱乐休闲和情感依恋是追星的重要

目的。而对榜样的选择，少年儿童更倾向于

科学家、文学家、英雄、功勋等，学习与激励

是重要目的。但少年儿童的偶像与榜样也

有一定的共性，像科学家、运动员，他们身

上的家国情怀、拼搏精神，深得少年儿童的

青睐，因此在偶像和榜样两个排行中均位

居前列。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些与互联

网有关的新兴职业从业者也开始跻身少年

儿童的榜样之列。数据显示，受访少年儿童

把虚拟形象作为榜样的比例为 3.5%，把电

竞高手作为榜样的比例为 3.0%。此外，部

分少年儿童把网络主播、配音演员等作为

榜样，这说明一些新兴的职业、行业对少年

儿童有较大吸引力，但也需要加大引导力

度，使少年儿童了解新兴职业、行业的特点

与规律，避免盲目尊崇。

调查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政治军事人

物、科学家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力不断增加。

从小学生到高中生，把政治军事人物作为

榜样的比例上升了 3 个百分点；把科学家

作为榜样的比例上升了 4 个百分点。同时

随着年龄增加，教师和父母对少年儿童的

影响逐渐减小。把老师作为榜样的比例，从

小学生到高中生下降了近 11 个百分点；把

父母作为榜样的比例，从小学生到高中生

下降了 7 个百分点。

受 访 少 年 儿 童 最 关 注 榜
样的梦想和追求

少年儿童选择榜样的标准，既是榜样

吸引未成年人的主要内涵，也是少年儿童

价值观的体现。对少年儿童选择榜样的因

素 研 究 发 现 ，有 才 华（60.8%）、有 学 识

（60.2%）获 选 率 均 在 六 成 以 上 。肯 奋 斗

（56.8%）、有梦想（56.6%）的排序也较靠前，

占 比 均 接 近 六 成 ，人 品 好 占 比 近 半 数

（48.8%）。而地位、权力、有钱均排在比较靠

后的位置，这说明少年儿童更看重榜样的

精神、品质、才华，具有超越功利的特点。

对少年儿童 关 注 榜 样 的 信 息 研 究 发

现 ，少 年 儿 童 最 关 注 榜 样 的 梦 想 与 追 求

（58.8% ），排 在 第 一 位 ，其 次 是 成 就

（47.0%），接 下 来 依 次 是 经 历（39.0%）、作

品或产品（24.8%）和生活（15.5%）。可见，少

年儿童学习榜样更看重他们的内在品质与

精神。

对 不 同 学 段 的 被 调 查 者 进 行 比 较 发

现，高中生更关注榜样的作品或产品，初

中生更关注榜样的梦想与追求、公益活动

等，小学生更关注榜样的生活、家庭、趣

闻轶事等。例如，高中生关注榜样的作品

或 产 品 的 比 例 ， 比 小 学 生 高 10 个 百 分

点，比初中生高 3 个百分点。高中生关注

榜样经历的比例，比小学生高 12 个百分

点，比初中生高 8 个百分点。而小学生关

注榜样家庭的比例，比初中生、高中生均

高约 7 个百分点。

这说明小学生对榜样的关注更多体现

在比较生活化的内容上，如生活、家庭、趣

闻、轶事等。而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对成

功有较强烈的需求，道德与思想意识也在

快速发展，因此对榜样的公益活动、梦想与

追求等方面关注度更高。高中生对精神世

界的探索兴趣更高，他们关注榜样的作品

或产品以及成长经历、成就，其本质上是关

注榜样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也是高

中生内心世界更加丰富、价值追求进一步

提升的体现。

榜样教育的基础是榜样宣传，在宣传

手段多元、宣传途径丰富的时代背景下，

对 榜 样 的 宣 传 更 要 贴 近 少 年 儿 童 的 兴

趣 ， 要 把 趣 味 性 与 教 育 性 结 合 起 来 ， 这

样 才 能 使 榜 样 宣 传 直 达 少 年 儿 童 内 心 ，

使 榜 样 精 神 更 好 地 被 少 年 儿 童 理 解 与 学

习 。 同 时 ， 还 要 特 别 重 视 挖 掘 榜 样 人 物

的 新 时 代 精 神 内 涵 ， 使 传 统 榜 样 人 物 焕

发 新 魅 力 。 对 新 选 树 的 榜 样 ， 也 要 重 视

精 神 内 涵 的 宣 传 与 展 示 ， 从 而 得 到 少 年

儿童的认可与接纳。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新时代少年
儿童政治引领机理与方法研究”阶段性成
果（22TZTSKA001），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规划课题“中小学生偶像文化与榜样教
育研究”的课题成果（21GH28）

“少年儿童偶像与榜样研究报告”显示运动员科学家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73.3%受访少年儿童有榜样

□ 孙宏艳

榜样是少年儿童学习模仿的重要对

象。在选择榜样时，少年儿童受谁的影

响 更 大 ？ 中 国 青 少 年 研 究 中 心 进 行 的

“ 少 年 儿 童 偶 像 与 榜 样 研 究 报 告 ” 显

示，受访少年儿童选择榜样受父母亲人

影响最大。在不同学段的少年儿童中，

小 学 生 对 榜 样 的 选 择 受 身 边 师 长 及 教

材、课外书等传统读物的影响更大。

受访少年儿童选择榜样
受父母亲人影响最大

调查发现，电视是受访少年儿童了

解 榜 样 的 第 一 渠 道 ，占 比 超 过 四 成

（41.0%）；接 下 来 是 同 学 朋 友 等 同 龄 人

（25.5%）、父 母 等 长 辈（21.1%）、老 师

（19.8%）等 身 边 的 人 ，比 例 均 在 两 成 左

右；短视频（19.5%）、微信微博（18.1%）等

新媒体，对少年儿童了解榜样也有一定

影响。

对比受访少年儿童了解偶像与榜样

的渠道发现，同学、老师、家长等身边

人对少年儿童了解榜样影响更大，占比

更高，而各类新媒体与社交平台等对少

年儿童了解偶像的影响更大。

调查发现，受访少年儿童选择榜样

时受父母亲人影响最大，排序第一，比

例 近 半 数 （47.9% ）； 然 后 是 老 师

（35.5%）、同学朋友 （35.4%），比例均

在三成以上；媒体排在第四位，占比不

足三成 （28.7%）。由此可见，身边人对

少年儿童选择榜样的影响更大。

比较发现，选择榜样受父母影响的

比例，小学生最高，比初中生、高中生

分别高约 6 个和 7 个百分点；选择榜样

受老师影响大的比例，小学生分别比初

中 生 、 高 中 生 高 出 约 9 个 和 10 个 百 分

点。同样，对榜样的选择受教材、课外

书影响大的比例，小学生也更高。而在

选择榜样受媒体影响的比例上，高中生

分别比初中生、小学生高出 5 个和 7 个

百分点。

由此可见，小学生对榜样的选择受

身边师长及教材、课外书等传统读物的

影响较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高中生受

媒体等大众流行文化以及自己的影响更

大，这说明高中生自我意识不断增强，

在偶像与榜样的选择上更具有自主性。

学校和家庭需要怎样的
榜样教育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大多会给

孩子树立一些榜样，家庭的榜样教育也

是达成家庭教育目标的有效方式。本次

调 查 发 现 ， 家 长 给 孩 子 树 立 的 榜 样 类

型，除了杰出人物就是身边的同龄人。

同龄人更有利于少年儿童学习眼前的榜

样，也更符合他们的接纳特点。但是，

父母给孩子树立榜样时往往较少考虑少

年儿童的心理需求，总是用别人家的孩

子来激励自己的孩子。调查发现，有近

三成 （29.4%） 的受访少年儿童认为家

长老是拿别人家的孩子与自己比，使很

多孩子把这一点看作是家庭榜样教育的

首要问题。

学校是对少年儿童进行榜样教育的

主要场所，但是研究发现，学校榜样教

育个性化、多元化不足，不能很好地满

足少年儿童对榜样的需要。例如，“对

榜样的宣传太死板”（23.6%）、“榜样千

篇一律没有个性”（23.5%）、“榜样被美

化、夸大”（23.5%）、“榜样离太远起不

到 激 励 作 用 ”（23.4%） 等 。“ 跳 一 跳 ，

够得到”是给少年儿童树立榜样很重要

的标准。而且，不同学段的少年儿童，

对榜样的需求与关注重点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榜样教育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让学生多参与到学校的榜样教育

中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少年儿童的

榜样需求。

榜样教育是一个长期工程。教育者

要对少年儿童的榜样教育有所规划，可

以根据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特征进行阶

梯式、递进式的榜样教育。此外，还要

重 视 榜 样 教 育 的 效 果 评 估 。 对 传 统 榜

样，家长、教师等教育者要善于挖掘和

赋予榜样新的时代价值，尤其要明晰榜

样的精神内涵，从而提升少年儿童对榜

样的关注与喜爱。同时，要创新榜样教

育模式，增加少年儿童对榜样的认知度

与理解度、情感共鸣度，结合日常生活

增加少年儿童学习、模仿、体验、践行

的机会，增强榜样教育的时效性。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受访少年儿童选择榜样
受亲人影响最大

近三成受访少年儿童坦言
家长总拿别人家孩子与自己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在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偶像与榜

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少年儿童更崇拜什么

样的人？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

“中小学生偶像文化与榜样教育研究”课题

负责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

艳，请她结合报告中的数据发现进行了深

入解读。

少 年 儿 童 的 偶 像 与 榜 样
越来越融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调研主题是少年
儿童的偶像与榜样，两者在概念上有哪些
异同？少年儿童如何区分？

孙宏艳：偶像与榜样既有明显的不同

又互相联系。在区别上，首先，偶像往往是

少年儿童自主选择的，比如有的孩子喜欢

演员，有的喜欢运动员，这些大多是他们在

流行文化中作出的选择。而榜样大多是教

师、家长给孩子树立的，或是社会倡导人们

去学习的，体现了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更具权威性。从这点上看，因为偶像是少年

儿童主动选择的，所以他们对偶像的认同

度更高，而少年儿童在榜样的选择上更被

动一些，因此对榜样的认同可能不如对偶

像那么“死心塌地”。

第二，偶像与榜样的特征不同，给少年

儿童的感受也不同。偶像借助流行文化、商

业营销和市场运作等，呈现在大众面前的

往往是完美化、理想化的形象，而且由于是

少年儿童的主动选择，他们更有可能把偶

像的闪光点放大，从而使偶像呈现出耀眼

的光环。而榜样由于是教育者树立的，更多

体现的是社会价值和道德情操，更具有时

代性和现实性。

第三，目的性不同。我们常说偶像崇拜

和榜样学习，这两个词说明了选择偶像与

榜样的目的不太一样。榜样更多是用来学

习的，学习榜样的行为、品质，而偶像更多

是用来崇拜的。比如一个孩子崇拜某个运

动员，觉得他“太厉害了”“太神了”，但并不

一定想着自己也要做个运动员。

第四，偶像与榜样的质量不同。偶像是

少年儿童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的，因此可

能是优质的，也可能是劣质的。而榜样是教

育者树立的，质量也是优质的。

但是，偶像与榜样不是割裂的，相反我

们的研究发现，偶像与榜样越来越融合。少

年儿童可能既有偶像又有榜样，也可能偶

像和榜样的人选存在交叉。少年儿童对偶

像的崇拜，有可能转化为学习的榜样，比如

偶像的一些行为、气质、品德等成为少年儿

童模仿的目标。同样，榜样的形象、言行等，

也有可能让少年儿童感到非常有魅力，从

而对榜样产生崇拜心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调查显示，49.5%
的受访少年儿童表示自己有偶像，73.3%的
受访少年儿童有榜样。您如何看待这一结
果？

孙宏艳：偶像和榜样对少年儿童都有

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过去和现在的调查都

显示，少年儿童表示自己有榜样的比例更

高。我分析存在差距的原因有这样几个：第

一，偶像也有可能被孩子当作榜样来学习，

在 他 们 眼 中 两 者 的 界 限 可 能 没 有 那 么 清

晰。第二，偶像是少年儿童自己选择的，榜

样是学校或家庭树立的，教育在其中发挥

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也使榜样在少年儿童

的感受中更突出。第三，偶像崇拜、追星、粉

丝文化等往往被家长、老师排斥，因此少年

儿童对“有偶像”的确认，也会比“有榜样”

更谨慎、保守。

我们对不同学段少年儿童进行的比较

发现，小学生有榜样更多，中学生有偶像更

多，这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特征，因为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对小学生更有引导

力，而中学生自主意识增强，对时尚文化、

社会流行风向标等更敏感，因此他们自主

选择偶像更多。

少 年 儿 童 选 择 偶 像 更 重
视精神内涵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10 年前您进行
了同样的调查，数据比较显示，歌手、演员、
运动员一直是少年儿童主要崇拜的偶像，
同时科学家在少年儿童偶像中的排名从
12 位升到了第 5 位。您怎么看少年儿童偶
像选择上的变与不变？

孙宏艳：我觉得这既揭示了少年儿童

偶像崇拜的规律，也体现了新时代少年儿

童偶像崇拜的新特点。规律性体现在歌手、

演员等明星在少年儿童中的强大影响力。

这 些 明 星 偶 像 大 多 是 流 行 文 化 的 代 表 人

物，他们年轻时尚、多才多艺、外表靓丽、个

性突出，这些都是少年儿童在成长中非常

渴望获得的气质。同时这些明星借助互联

网等大众媒体、商业包装和市场运作，更容

易进入青少年的视线，而且，唱歌、跳舞、电

视剧、运动项目等能让少年儿童感到减压、

有 趣、好 玩 ，这 些 是 任 何 一 代 孩 子 都 需 要

的，也是偶像不变的吸引力。

和 10 年前相比，科学家成为新偶像，

这与我国的发展及少年儿童的成长环境有

密切关系。我国近些年的发展成就，离不开

科学家的贡献。同时，近些年大众媒体在宣

传主流价值观、弘扬正能量上发挥了更多

精神引领作用。在少年儿童教育方面，随着

家庭和学校教育的逐渐科学化，少年儿童

更渴望汲取精神营养，更重视偶像的精神

内核。因此他们对偶像的选择，从青睐靓丽

的外部特征，到逐渐看重对人类和社会的

贡献。在 10 年前的调查中，形象好是少年

儿童选择偶像非常重要的因素，位居第 2
位，但本次调研发现，形象好对少年儿童选

择偶像的影响力在下降，排在第 6 位。这反

映了少年儿童价值追求的变化，更重视偶

像的精神内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少年儿童的偶
像崇拜上，还需要哪些引导？

孙宏艳：在少年儿童的偶像崇拜中，最

让家长和老师担心的就是追星问题。过去

青少年追星往往是个体化的，比如买海报、

杂志，与同学聊明星，比较突出的就是去看

演唱会，但互联网时代的追星行为范围更

广、群体更大、形式更多元。追星的人借助

互联网形成了一个个圈子，成为“饭圈 ”。

“饭圈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少年儿童的成

长非常不利，很有必要加以引导。

引导首先要在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孩

子喜欢偶像有他们的理由与需求，要先了

解他们为什么喜欢明星偶像，了解少年儿

童流行文化的流变特点与方向，与少年儿

童“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地引导他们，把明

星偶像的正能量精神内涵转变为少年儿童

成长的精神营养。

在尊重的基础上要特别重视价值观的

引导。在“饭圈”营销手段的裹挟下，对明星

偶像高度认同的少年儿童很有可能被不良

价值观诱导，发生粉丝间的互撕，或者为了

偶像谩骂与自己持不同看法的人等。要培

养少年儿童理性表达情感的行为习惯，同

时也要借势借力，挖掘“饭圈文化”中的正

能量，用少年儿童喜欢的表达方式，将主流

价值观与“饭圈文化”等亚文化对接。

少年儿童更崇拜什么样的人
——访“中小学生偶像文化与榜样教育研究”课题负责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在情人节、纪念日，给恋人送礼物是必

不可少的吗？

如果送的礼物不被恋人喜爱，你会感

到失落吗？

如今，在情人节、纪念日互送礼物是不

少年轻情侣表达心意的重要方式。为了送

出 一 份 对 方 满 意 的 礼 物 ， 查 指 南 、 找 攻

略、看价格、翻评论，成为不少年轻人的

基本操作。恋爱中的年轻人在送礼物上会

纠结什么？

节 日 送 礼 物 让 很 多 恋 爱
中的年轻人感觉有压力

在不少人看来，礼物的价值不仅是价

格标签上的那一串数字，而是承载着心意、

尊重等丰富的情感意涵，在社会学家和人

类学家看来，礼物是创造和维系一段关系

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每年的情人节、七夕，

礼物攻略往往会登上各大网络平台的搜索

热门，不少情侣希望通过“大数据”探查出

对方的心意，抄到一份满意的“作业”，为感

情增添甜蜜。

据 艾 媒 咨 询 统 计 ，2018-2020 年 中 国

礼物经济产业市场规模从 8000 亿元增至

10913 亿元，呈逐年递增趋势，而在 2022 年

市场规模达 12262 亿元。礼物经济的火爆，

体现出人们对情感维系的重视，当然也有

商家的刻意营销和有意迎合。

有人统计，除了生日、纪念日等恋人之

间固定的互送礼物时间节点，一年到头还

有七夕、新年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节日要

过。这让不少年轻人备感压力，担心即使有

再多送礼物的小心思，也总会有灵感用完

的那天。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一 项 有

1519 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如果在特殊

日子不送恋人礼物，超六成受访青年表示

会有心理压力。在另一项调查中，有近四成

的受访者觉得准备礼物会给自己带来经济

上的压力。可见，对于不少年轻情侣来说，

想要送出一份令对方满意的又是自己的经

济实力能负担的礼物并不容易。

男 生 比 女 生 更 为 送 礼 物
所困扰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

示，在送礼物上，69.9%的受访青年感到有

困扰，且男生有困扰的比例高于女生，这也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生在礼物选择和情

感表达上更为纠结。

年轻人在哪些方面感到困扰？调查发

现 ，排 在 前 三 的 是 ：对 方 是 否 会 喜 欢

（67.6%）、能否表达自己的心意（50.6%）、是

否拿得出手有面子（47.2%）。可以看出，投

其所好、表达心意是年轻人送礼物更为在

意的方面，重视礼物承载心意、展现尊重等

情感价值，但对“拿得出手”“有面子”也同

样重视，而这往往更直接地反映在礼物的

经济价值上。这种“既要又要”的心理，成为

困扰年轻人的重要因素：如果礼物只有经

济价值，是否能表达心意？如果只有情感价

值，会不会显得很廉价？

这些困扰投射到性别上，也表现出了

差异性。相较而言，女生更在意礼物是否为

对方所喜欢，而男生则更在意礼物是否拿

得出手有面子。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周祉豪同样注意

到在送礼物上的性别差异。在对成都市 5
所高校的 182 个恋爱中的学生进行调查后

发现，“男性总是承担了相较于女性更多的

恋爱送礼支出”。两性送礼支出差异受男女

双方在恋爱中地位的影响，因为男性更期

待通过送礼获得恋爱关系中的话语权，而

女 性 更 多 地 将 恋 爱 视 为 一 种 情 感 表 达 方

式。可见，男女双方在礼物所承载的意涵上

存在着理解差异，因而对礼物的期待也有

所不同。

如 何 送 上 让 对 方 满 意 的 礼 物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大 学 项 江 南 博 士 在 对 13 名

处 于 恋 爱 关 系 的 青 年 进 行 访 谈 后 发 现 ，

男 性 对 礼 物 往 往 比 较 满 意 ，女 性 对 礼 物

则 时 有 不 满 ，因 为 女 性 送 礼 物 时 包 含 更

多 爱 的 表 达 ，而 男 性 则 将 送 礼 视 为 一 种

“ 义 务 ”。因 而 ，对 于 恋 爱 双 方 而 言 ，对 礼

物 的 满 意 与 否 看 重 的 是 爱 的 表 达 是 否 为

对方感知。

在这项研究中，项江南犀利地给出了

一个判断：“索要高额礼物或者男女金钱矛

盾不是亲密关系溃败的原因，而是结果。”

毫无疑问，这个实证研究结论值得引起所

有恋爱中人的高度重视。相较于在送什么

样的礼物上纠结、费尽心思，年轻情侣们更

应该关注的是日常亲密关系的维护和天长

日久的爱意表达。

节日送礼为何成为年轻人的烦心事

为了解当今少年儿童的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状况，改进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榜样教育工作，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于 2021 年 12 月在全国启动了少年儿童的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调查并于 2022 年年底完成
报告。本次调查在全国东中西部和东北部共抽取北京、四川、陕西、河南、辽宁和广东 6 省/直辖市发放调
查问卷。调查对象为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在校学生，共回收有效问卷 4576 份。其中男生占比
51.0%，女生占比 49.0%；小学生占比 28.1%，初中生占比 40.9%，高中生占比 31.0%；城市学生占比 55.9%，农
村学生占比 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