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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討論「偶像劇對青少年的愛情觀影響」，以文獻探討及問卷分析為研究

方法，除蒐集、歸納國內相關碩士論文、期刊、書籍……等資料外，輔以宜蘭縣內的青

少年為訪問對象，共計有 55 份有效問卷，經統計分析後獲得結論並提出建議。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偶像劇受到青少年族群的歡迎，偶像劇的偶像劇的偶像劇的偶像劇的一一一一言言言言一一一一行行行行對他們而言可能是自己行對他們而言可能是自己行對他們而言可能是自己行對他們而言可能是自己行

事為人事為人事為人事為人的典範的典範的典範的典範，，，，並將其中的情節加以聯想並將其中的情節加以聯想並將其中的情節加以聯想並將其中的情節加以聯想、、、、仿傚及應用在現實生活中處理感情仿傚及應用在現實生活中處理感情仿傚及應用在現實生活中處理感情仿傚及應用在現實生活中處理感情 (蔡琰，

2000) 。然而愛情是年輕人一般最常遭遇愛情是年輕人一般最常遭遇愛情是年輕人一般最常遭遇愛情是年輕人一般最常遭遇，，，，最關心的問題最關心的問題最關心的問題最關心的問題    (趙培華，2000) 。 

     

    愛情自古被歌誦，「問事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愛情常是唐朝詩人的題材，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種灑脫的愛情，在長干行中從「兩小無猜」

至「十四為君婦，十五始展眉，十六君行遠」，最後「坐愁紅顏老……」寫詩中少婦對

君的思念；宋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到了清朝「滴不盡相思血，

淚拋紅豆」，最後民國初「我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從唐朝至民初得愛情文學作

品，可見人對愛情態度人對愛情態度人對愛情態度人對愛情態度、、、、觀念隨著時代的觀念隨著時代的觀念隨著時代的觀念隨著時代的轉變而不同轉變而不同轉變而不同轉變而不同（李欣穎，2005），而現代的愛情

是不少青少年編織夢想世界的重要的一環，偶像劇偶像劇偶像劇偶像劇便便便便即成了見習愛情的範本即成了見習愛情的範本即成了見習愛情的範本即成了見習愛情的範本 (王孝玲，

2000) 。 

      

     青少年在收看偶像劇時將劇中人物的表現投射偶像劇時將劇中人物的表現投射偶像劇時將劇中人物的表現投射偶像劇時將劇中人物的表現投射於於於於自身上自身上自身上自身上，，，，對劇中呈現的手法能讓對劇中呈現的手法能讓對劇中呈現的手法能讓對劇中呈現的手法能讓

青少年與男青少年與男青少年與男青少年與男////女主角女主角女主角女主角更更更更貼近貼近貼近貼近，，，，並使青少年在劇中看到另一個我並使青少年在劇中看到另一個我並使青少年在劇中看到另一個我並使青少年在劇中看到另一個我（李欣穎，2005），不少青

少年受到偶像劇受到偶像劇受到偶像劇受到偶像劇不平凡的不平凡的不平凡的不平凡的男女求愛情節男女求愛情節男女求愛情節男女求愛情節以夢幻唯美的場景和不跳烘托出令人嚮往的以夢幻唯美的場景和不跳烘托出令人嚮往的以夢幻唯美的場景和不跳烘托出令人嚮往的以夢幻唯美的場景和不跳烘托出令人嚮往的浪浪浪浪

漫的氣氛漫的氣氛漫的氣氛漫的氣氛發展之發展之發展之發展之下下下下（陳怡君，2003），對愛情十分吸引及憧憬，或以模仿劇中營造出如

故事般的情節去對待心儀的對象，並期待偶像劇中美好的內容及結局在真實生活中上

演。 

     

    但在常看愛情偶像劇後，思索著:「如果這樣的愛情故事在真實生活中上演的話，

該如何看待？」是「只在乎曾經擁有，不在乎天長地久」還是「不在乎曾經擁有，只在

乎天長地久」，也在思考「愛情是什麼？」等許多問題，其實這樣擾人的問題及疑惑，

不也正是困擾著時下許多的青少年對愛情的態度、想法 (李欣穎，2005) 。 

      

      而本研究最終之研究動機是想藉由青少年透過偶像劇劇中內容，想瞭解偶像劇對

青少年在愛情觀的深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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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小組歸納出下列的研究目的： 

1. 了解偶像劇對青少年造成愛情觀的影響程度。 

2. 了解偶像劇的製播是否不符現實。 

3. 了解青少年是否能分辨偶像劇劇情的虛實。 

4. 了解現今青少年的愛情觀主要趨勢。 

三、研究方法 

 

  為了達到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小組採用下列的研究方法： 

1.以網路查詢期刊雜誌及書籍。 

2.參考及引用論文和相關文獻。 

3.與小組討論並接受教師指導。 

4.實地問卷調查。 

 

  本研究之問卷如下所示：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是蘭陽女中的學生，基於課程需要，現正進行『偶像劇對青少年的愛情觀

影響』的調查，非常需要您的協助，請在下列各問題勾選您的答案即可，本問卷純

供課堂教學之用，保證不涉及個人隱私或移作其他用途，耽誤您寶貴時間，十分感

謝。 

國立蘭陽女中小論文研究小組 

指導教師：李健浩    

研究學生：林易叡、林彥伶、胡毓敏 敬上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12~15歲 □16~18歲 

3.你經常看偶像劇：□是 □否 

同意程度 
二、題目 

５ ４ ３ ２ １ 

1.偶像劇中男女求愛情節會令你想談戀愛      

2.偶像劇中浪漫的氣氛令人很憧憬      

3.男/女角劇中形象會影響你擇偶條件      

4.若有男/女朋友會模仿劇中情節去對待心儀的對象      

5.若有男/女朋友很希望對方像劇中一樣死心蹋地      

6.若有男/女朋友會認定他/她就是一輩子的唯一      

7.你/妳會很期待偶像劇中美好的結局發生在現實中      

8.偶像劇劇情有過份渲染愛情浪漫化      

9.偶像劇與現實中的愛情並沒有落差      

10.你/妳會認為偶像劇對於愛情觀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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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限制 

 

  「青少年」是個建立個人價值觀的重要時期，任何外來的資訊，皆會造成個人對事

物的判斷準則。將研究對象設訂在此，就是想了解若青少年長時間接觸「偶像劇」，是

否會對個人的愛情觀造成差異與偏執，所以將研究對象設定在青少年。 

    

     調查地點設置在青少年時常出沒的地方。（如：文具店、學校門口等···） 

    

     調查方式：以問卷填答方式調查 

 

五、研究大綱 

 

一、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限制 

壹●前言 

五、研究大綱 

一、文獻探討 

1. 愛情觀的定義 

2.偶像劇對愛情觀之影響 

3.相關報導 貳●正文 

二、問卷分析 

1.受訪者對各問題之看法 

2.不同類別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一、研究發現 

二、相關建議 叁●結論 

三、研究心得 

本

研

究

架

構

圖 

肆●引註資料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1愛情觀的定義： 

 

    愛情是什麼？並沒有一定的答案，就是在於愛情是因人而異的，其隨著不同的因素有不同的發展，對於人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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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愛情愛情愛情，，，，因人因人因人因人、、、、因時因時因時因時、、、、因情境而又不同的感受因情境而又不同的感受因情境而又不同的感受因情境而又不同的感受與解析與解析與解析與解析，，，，國內外針對愛情觀的研究不勝枚國內外針對愛情觀的研究不勝枚國內外針對愛情觀的研究不勝枚國內外針對愛情觀的研究不勝枚舉舉舉舉，，，，試圖以不同的面向去剖析愛情試圖以不同的面向去剖析愛情試圖以不同的面向去剖析愛情試圖以不同的面向去剖析愛情（陳薇婷，陳彥容，洪絢之，黃靖婷 ，羅富泰，葉日智）；提出戀愛之樹的追尋提出戀愛之樹的追尋提出戀愛之樹的追尋提出戀愛之樹的追尋，，，，指出愛是男女兩人之間指出愛是男女兩人之間指出愛是男女兩人之間指出愛是男女兩人之間，，，，具深度的互動行為具深度的互動行為具深度的互動行為具深度的互動行為，，，，彼此相互影響彼此相互影響彼此相互影響彼此相互影響，，，，並藉並藉並藉並藉由彼此的交換由彼此的交換由彼此的交換由彼此的交換，，，，另戀人雙方獲得滿意的酬賞另戀人雙方獲得滿意的酬賞另戀人雙方獲得滿意的酬賞另戀人雙方獲得滿意的酬賞（陳薇婷，陳彥容，洪絢之，黃靖婷 ，羅富泰，葉日智）；認為愛情是男女雙方已互知彼此的關係、正在進行的一種互動和聯繫的關係。 

 

愛情觀並沒有固定形式，而是從自身延展，學會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去包容一個

人，愛情觀的形成有主觀與客觀因素，不管是成長背景或社會開放的程度，都會因個人

對愛情的觀點、看法不同而有所異，也正因為這樣，更增添了我們對愛情的好奇心與神

秘感。 

 

2. 偶像劇對愛情觀之影響 

 

在這個科技發達的世代，能接收訊息的管道越來越多元，電視、電腦···等皆是家

中隨處可見。科技的發達為生活增添許多便利，但也導致使用科技產品的平均年齡大為

降低，這樣的情況造成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們，接收到許多不夠恰當不夠完整的資訊，

而影響他們個人的價值觀。 

   

    「偶像劇」就是最直接的例子，台製偶像劇的劇情總是充滿童話故事的情節，過程

一定是轟轟烈烈、曲折無比，結局則是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樣的劇情成功的引起收

視率，但也間接造成了一個危機，偶像劇中的刻板印象深深地左右孩子對自我的偶像劇中的刻板印象深深地左右孩子對自我的偶像劇中的刻板印象深深地左右孩子對自我的偶像劇中的刻板印象深深地左右孩子對自我的

期待期待期待期待，，，，和對愛情的想像和對愛情的想像和對愛情的想像和對愛情的想像，，，，當現實愛情不如憧憬時當現實愛情不如憧憬時當現實愛情不如憧憬時當現實愛情不如憧憬時，，，，孩子重重跌落谷底孩子重重跌落谷底孩子重重跌落谷底孩子重重跌落谷底，，，，對愛情對愛情對愛情對愛情

幻滅幻滅幻滅幻滅，，，，甚至發生自殘甚至發生自殘甚至發生自殘甚至發生自殘、、、、或變身為恐怖情人或變身為恐怖情人或變身為恐怖情人或變身為恐怖情人，，，，殊不知愛情豈能如戲劇中的美好殊不知愛情豈能如戲劇中的美好殊不知愛情豈能如戲劇中的美好殊不知愛情豈能如戲劇中的美好？？？？

現實中的溝通現實中的溝通現實中的溝通現實中的溝通、、、、經營經營經營經營、、、、體諒體諒體諒體諒、、、、包容包容包容包容、、、、尊重尊重尊重尊重、、、、信任等信任等信任等信任等，，，，愛情具備太多元素了愛情具備太多元素了愛情具備太多元素了愛情具備太多元素了，，，，而而而而

偶像劇呈現的故事結構過於單一與僵化偶像劇呈現的故事結構過於單一與僵化偶像劇呈現的故事結構過於單一與僵化偶像劇呈現的故事結構過於單一與僵化，，，，影響孩子對愛的理解和判斷影響孩子對愛的理解和判斷影響孩子對愛的理解和判斷影響孩子對愛的理解和判斷（鐘安

淇。2011)。偶像劇的內容在不知不覺中，為懵懂無知的青少年埋下對愛情的錯誤印象。

當青少年帶著這樣過於美好的印象，與他人交往時，才發現愛情的苦澀。 

   

    為何青少年會如此輕易的受偶像劇劇情影響呢？因為沒有人告訴他們關於愛情的

是非對錯。他們對愛情的好奇找不到宣洩的出口，就算問了也只會得到「小孩子談什麼

戀愛」的敷衍回應，因此只能藉由收看偶像劇來滿足自己對愛情的渴望，導致對愛情觀

的認知產生偏差。 

 

3 相關報導 

 

3333----1111【《【《【《【《 犀利人妻犀利人妻犀利人妻犀利人妻 》》》》 發 燒發 燒發 燒發 燒     偶像 劇解構愛情 觀偶像 劇解構愛情 觀偶像 劇解構愛情 觀偶像 劇解構愛情 觀 】】】】 （ 台 灣 立 報 2011）  

     

    傳統偶像劇形塑性別刻板印象。 偶像劇中的刻板印象深深地左右孩子對自我的期

待，和對愛情的想像，當現實愛情不如憧憬時，孩子重重跌落谷底，對愛情幻滅，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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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自殘、或變身為恐怖情人，殊不知愛情豈能如戲劇中的美好？現實中的溝通、經營、

體諒、包容、尊重、信任等，愛情具備太多元素了，而偶像劇呈現的故事結構過於單一

與僵化，影響孩子對愛的理解和判斷。 

3333----2222【【【【 男 女有別男 女有別男 女有別男 女有別 ！！！！ 戀愛戀愛戀愛戀愛 「「「「 基模基模基模基模 」」」」 主導愛情 行為主導愛情 行為主導愛情 行為主導愛情 行為 】】】】（東森新聞 2012） 

    

    許多青少年對於戀愛的認知，普遍是以看偶像劇來學習，反而學校跟家長的教育，

因為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比較缺乏，這樣反而會造成青少年對於愛情的價值觀偏差。 

 

二、問卷分析 

 

  本次問卷訪談共發出 60份全部回收，剔除無效問卷 5份，有效回收率為 91.67%。

經編碼、統計後，結果歸納如下： 

 

1.受訪者對各問題之看法 

受訪者對各問題之看法

1

2

3

4

5

平均數 2.84 3.24 2.59 2.65 3.02 2.54 3.22 3.93 2.07 3.29 

問題1 問題2 問題3 問題4 問題5 問題6 問題7 問題8 問題9 問題

 

   

    由上圖可知，受訪者對各問題達同意者為問題 8「偶像劇劇情有過份渲染愛情浪漫

化」同意程度最高(3.93)。 

     

     達不同意者為問題 9「偶像劇與現實中的愛情並沒有落差」(2.07)最不認同。 

      

     受訪者對其他（問題 1、問題 2、問題 3、問題 4、問題 5、問題 6、問題 7、問題

10）問題則呈中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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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類別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A. 性別 

 

不同性別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123
45
男 2.60 3.12 2.40 2.75 3.00 2.75 3.08 3.72 2.08 3.52 女 3.03 3.33 2.76 2.57 3.03 2.37 3.33 4.10 2.07 3.10 問題1 問題2 問題3 問題4 問題5 問題6 問題7 問題8 問題9 問題10

  

    從上圖可知，不同性別受訪者對各問題無明顯差異。 

 

B.年齡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
1.002.003.004.005.00

12~15歲 2.72 3.22 2.24 2.76 3.06 2.44 3.28 3.72 2.44 3.33 16~18歲 2.89 3.24 2.76 2.59 3.00 2.58 3.19 4.03 1.89 3.27 問題1 問題2 問題3 問題4 問題5 問題6 問題7 問題8 問題9 問題10
 

    從上圖可知，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問題 3「男/女角劇中形象會影響你擇偶條件」 

  及問題 9「偶像劇與現實中的愛情並沒有落差」的看法有較明顯差異。 

    

    推論:  

I. 對於問題三「男/女角劇中形象會影響你擇偶條件」，推測 16~18歲的青少年因屬於高

中階段，在交友上會產生更多的想法，所以較容易以偶像劇中的情節做為參考依據。 

II. 對於問題 9「偶像劇與現實中的愛情並沒有落差」，推測 12~15歲的青少年因還不夠了

解愛情的樣貌，所以容易受偶像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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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否常看偶像劇 

    

受訪者是否常看偶像劇對各問題之看法
123
45
是 3.00 3.58 2.65 2.73 2.90 2.55 3.10 3.90 2.23 3.32 否 2.63 2.79 2.52 2.54 3.17 2.52 3.38 3.96 1.88 3.25 問題1 問題2 問題3 問題4 問題5 問題6 問題7 問題8 問題9 問題10

 
  從上圖可知，受訪者是否常看偶像劇，僅針對問題 2「偶像劇中浪漫的氣氛令人很

憧憬」的看法有較明顯差異。 

 

      推論：對於問題 2「偶像劇中浪漫的氣氛令人很憧憬」，推測常看偶像劇的民眾較

憧憬浪漫的氣氛。 

 

叁●結論 

 

一、研究發現 

 

 基於上述的文獻探討及問卷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有 3項，分述如下： 

1.收看偶像劇頻率較高的，較容易受劇中的浪漫氛圍影響。 

2.年齡較小的，對於偶像劇與現實中的愛情是較沒有落差的。 

3.年齡較大的，覺得偶像劇中男女主角的形象會影響擇偶條件。 

 

二、相關建議 

   

    針對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 2項建議： 

1.青少年需要進行與愛情有關之課程。 

2.家長需幫助子女了解愛情，而不是一昧禁止。 

 

二、研究心得 

  

1.林彥伶：透過此次的小論文製作，讓我在收集、規納與統整的能力更進一步，雖說過

程繁瑣複雜，但將其完成後令我相當有成就感。也從中發現，原來傳播媒體對個人的影

響不容小覷，若有心之人利用媒體傳播錯誤訊息，造成的後果令人無法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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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林易叡：在現代，偶像劇已成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對青少年的

影響有正面也有負面。好的是，有時能提供我們面對愛情問題時的種種正確的態度與方

向，反之，青少年也易沉溺在劇情中的浪漫，且認為現實中的愛情應當如此，易使思想

上有偏差，但其實我們只要擁有正確的角度欣賞偶像劇，它能適當提供我們休息娛樂的

方向。 

   

 3.胡毓敏：經由此研究藉由偶像劇對青少的愛情觀影響，察覺偶像劇中人物的的形

象、劇中營造出的氣氛，可能成為我們模仿的對象，而且將劇中的故事應用在現實生活

中處理感情，然而劇中刻板印象及過於單一化的故事容易影響人們對愛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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