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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聊不完的话题
到慢慢“不理解”

家住鄞州区的森森是一个十足“饭圈女孩”，
从2012年就喜欢上了一个韩国组合，当时她是
一名高中生。说起追星，森森有一肚子话要说。

我理解的“饭圈”，是一群五湖四海的人，因
为喜欢同一个人或组合走到一起，搜集自己偶像
的信息，了解偶像的周边，为此有聊不完的话题。

我们常逛微博、豆瓣小组、bilibili、贴吧等平
台，日常就是为他们打榜投票，简称“打投”。

但时间一长，我也发现了一些让我很不理解
的行为。最不理解的要属粉丝盲目“打投”，比如
艺人出了新专辑，作为粉丝支持，买一张可以理
解，但是有些粉丝会买100张，甚至1000张，付了
钱却不要实体专辑，直接让商家转送给一些高中
生，只为了让专辑销量数据好看些。虽然我也追
星，但是这样的行为还是觉得太过了。

还有应援，如果爱豆生日到了，各地后援会
会在线上或线下开展活动。

我参与过两个宁波的应援活动，有不一样的
感受。其中一个只要是这个艺人的粉丝就可以参
加，活动现场还会赠送后援会成员做的免费小礼
物，挺暖心的。另一个就比较“黑暗”，不仅有门
槛，后援会现场需要买门票，还要消费等。感觉打
着后援会的旗子，却为了自己盈利。

混“饭圈”的过程中，森森看到了一些粉丝的
狂热行为，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爱豆随意去踩其他
艺人，捕风捉影抹黑别人；也看到了一些粉丝的
不理智行为，比如用父母的钱过分消费等。

第二次应援会活动以后，森森开始反思，再
加上年龄渐长参加工作，追星的热情也就慢慢降
温了。如今的她，依然喜欢曾经的爱豆，但是已经
变得很佛系，“希望追星女孩们可以擦亮眼睛，如
果真的想要参加应援会或者购买周边，还是要认
准官方，理智追星。”

新学期将上初三的李同学，喜欢时代少年
团，和记者聊起自己的偶像时头头是道。“其实他
们蛮励志的，都还是学生，一边学习一边追求自
己的事业，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我们都是学
生，所以特别有亲近感，当然，人也是长得真帅。”
说起“饭圈”，李同学还有点小激动，她说其实很
不喜欢那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自己的爱豆什么都
好，其他的人什么都不好，为了自己的爱豆随便
去踩其他的艺人等。“就是很莫名其妙，喜欢你就
喜欢，没必要抹黑其他人。”李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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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良粉丝文化

等问题，近期，中央网信

办、国家广电总局等部

门持续开展相关整治工

作。昨日，继中央网信

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纷纷出手后，中纪委通

过官方网站发布“整治

‘饭圈’乱象”的文章，直

指不良粉丝文化已经到

了非整治不可的紧要时

刻。

学生作为粉丝的一

个重要群体，当下的他

们，在“粉丝”和“饭圈”

中充当什么角色？做了

些什么？这两天，记者陆

续和“饭圈女孩”、家长、

心理专家聊了聊。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樊莹 林涵茜

孩子追星有点“走火入魔”
怎么办？

记者采访了多位中学生家长，孩子们多多少
少都有追星现象存在，区别只在于追的对象不
同，女生更多崇拜影视明星和男团女团，男生的
目标更广泛一些，也包括体育明星等。如今的家
长，大多对孩子追星有一定容忍度，前提是不要
太狂热，不要影响到生活和学习。

徐晓虹是宁波市领军拔尖第一层次人才、省
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她与
记者分享了曾经接手的一个心理咨询案例：因孩
子追星导致亲子关系紧张。

曾经有位初中生家长非常焦虑地找到我，说
自己女儿追星有点“走火入魔”，天天上网刷明星
动态，知道喜欢的明星哪里开见面会了马上就要
追过去。后来孩子为了出远门见明星，开始跟家
里人撒谎要钱，甚至旷课逃课。

我仔细了解后，发现这个女孩性格偏内向，
平时还算乖巧，唯独在追星这件事上，经常和父
母争执。

家长因为担心孩子太过迷恋明星，各种限制
出门。孩子对此非常抗拒，抱着“你越不让我做的
事情，我偏偏要做”的心态，关系剑拔弩张。

在和孩子沟通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孩子一直很腼腆，但只要聊起喜欢的明星时，眼
神一下子放光。从星座、性格再到参演过的作品、
综艺节目等，她都如数家珍，交流的时候非常自
信。

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状态？其实，追星也
是满足情感需要。青春期的孩子自我独立意识增
强，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和尊重。追星这种崇拜
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人的自信心和自我
认同感。特别是和父母缺乏良好沟通和交流的孩
子，他们将自己渴望的情感，投入到明星的身上，
并以此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这个家庭正是因为家长太过强势，忽略了和
孩子的日常交流，一味把追星这件事当作“洪水
猛兽”，效果反而不好。

找到症结所在后，徐晓虹对家长给出建议：
放弃一味强硬的“防”和“堵”，在学会倾听、共情
理解的基础上，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让孩子摆
正追星的心态。

后来，这位家长试着跟孩子沟通谈心，也不
再粗暴干涉追星行为。渐渐地，孩子反而能够反
思，不再处于激奋的盲目追星状态，最后学习没
有太受影响，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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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关键

“其实，很多家长年轻时也当过追星族，也明
白追星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只要孩子追星在适
度的范围内可以‘放’一下。”在谈到如何正确应
对孩子追星，徐晓虹给出了建议。

家长应该用积极的心态分析自家孩子的追
星现象。

首先，孩子有很多兴趣爱好，会关注一些社
会人物，能主动了解个别明星各种信息，这也是
一种学习能力。其次，家长要时刻记得亲子关系
永远是第一位的，防患于未然，提早在饭桌上和
孩子聊聊明星话题，先让孩子表达想法，再通过
各种新闻实例告诉孩子，人无完人，明星也会有
缺点，不要只看到屏幕前光鲜亮丽的一面，要学
会发现其长处、正视其缺点。

如果孩子已经“沦陷”，要学会倾听，先处理
情绪，不要过于讲道理、辨是非，更不要急于下结
论，等待事态的发展或者权威机构的澄清。另外，
在孩子追星消费上，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只要时间与精力、费用适度的，家长也不需要太
过紧张。只有肩并肩的教育，才能影响青春期的
孩子正确看待明星现象。

如今的自媒体时代，流量为王，“饭圈”文化
野蛮生长，有一些甚至是不当的引导。国家应整
顿这样的社会风气，让明星真正能成为正能量的
偶像，除了颜值高，还要才艺好，更要道德佳，才
能担负起引导未成年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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