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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问卷法对277名崇拜异性流量明星且处于恋爱状况的青少年女生进行调查，以考察浪漫关系质量、

偶像崇拜、自我同一性及依恋回避四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 理性偶像崇拜显著正向预测浪漫关系

质量；2) 自我同一性中对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在理性偶像崇拜与浪漫关系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理性偶像崇拜经由将来自我投入愿望影响浪漫关系质量的中介作用受依恋回避的调节，上述中介效应

只体现在低依恋回避的个体中。具体而言，对依恋回避水平较高的个体来说，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在理

性偶像崇拜和浪漫关系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理性偶像崇拜对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的预测关系不

显著；对依恋回避水平较低的个体来说，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在理性偶像崇拜和浪漫关系质量之间起部

分中介效应，理性偶像崇拜的提升伴随着自我同一性中将来自我投入愿望的降低，进而降低其浪漫关

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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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questionnaire method, totally 277 teenage girls who worship heterosexualidols and are in love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omantic rela-
tionship quality, idolatry, self-identity and attachment avoidan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Rational idolatry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quality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 2) The 
desire for future self-devotion in self-identit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ational 
idolatry and the quality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 3) Attachment avoidance moderated the first 
path of the mediated effect of the desire for future self-devotion in self-identity. To be more spe-
cifi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 idolatry and the desire for future self-devotion in 
self-identity was marginally significant for teenage girls with low attachment avoidance. However, 
it became insignificant for those with high attachment avoidance. Therefore, both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existed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ational idolatry and the quality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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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浪漫关系(romantic relations)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话题(Berscheid, 1999)，拥有高质量的浪漫关系

是人们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Facio & Resett, 2013)。浪漫关系指的是情侣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

形成的心理关系。对于处于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的个体，浪漫关系甚至比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更为重

要(王浩，俞国良，2019)。高质量的浪漫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个体人格的完善，还有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

(Braithwaite, Delevi, & Fincham, 2010; 孟雅雯，2013)。因此，探讨影响青年浪漫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因素

及其作用机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偶像崇拜(celebrity worship)即“追星”，是个体或群体对其主观认同并具有激励作用的人物表现出关

注、情感投射以及为其付出的意愿(时嘉惠，张梦圆，杨莹，冯姬，寇彧，2016)。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清除

了粉丝与偶像之间原有的时空障碍，导致粉丝和偶像之间形成了以网络空间想象为基础的亲密关系，即

“拟态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传统意义上亲密关系的范畴(朱丽丽，韩怡辰，2017)。这一现

象主要出现在“流量明星”上，流量明星是拥有超高知名度和庞大粉丝群体的名人(符昱叶，2019)。本研

究对流量明星的操作性定义是：粉丝借助新浪微博平台成立数据组，相互协作地创造热度进行支持的偶

像。粉丝会移情和幻想偶像是自己的理想伴侣或朋友(章文宜，代玉玲，2019)，其中女性更痴迷于自己所

崇拜的偶像，更多地选择异性偶像并陷入浪漫幻想(岳晓东，严飞，2007)。而浪漫关系是高度排外和亲密

的(王浩，俞国良，2019)，粉丝与异性流量明星之间形成的拟态亲密关系可能对其浪漫关系产生影响。基

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拟探讨青少年女生的偶像崇拜对浪漫关系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进一步

假设偶像崇拜可以预测浪漫关系质量。 
同时，自我同一性也是浪漫关系的影响因素之一。自我同一性状况可以影响亲密关系的质量(Cook & 

Jones, 2002)。此外，自我同一性还是其它因素影响浪漫关系的关键中间变量，如自我同一性在依恋对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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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关系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白明，2016)。埃里克森人格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同样研究了自我同

一性对浪漫关系的直接作用。他认为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是个体对自己内在的能力、信仰和个人历史

等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主观感觉和体验。青少年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解决同一性危机，从而建立和发展

浪漫关系。偶像崇拜是形成自我同一性的途径之一(张振华，张宁，2013)，理性崇拜是指粉丝能客观全面

地看待偶像，理性认识和处理自己对偶像的情感，并能有效地控制追星行为(李强，韩丁，2004)。相关研

究表明，理性崇拜能正向预测自我同一性中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对自我同一性中现在的自我投入和过

去的危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并且非理性崇拜对自我同一性无显著预测作用(邰少琦，2018)。将来自我投

入的愿望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期待，对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自己会做什么的一种探索(张晶，2015)。基于

此，本研究假设理性偶像崇拜对浪漫关系质量有积极的预测作用，且自我同一性在理性偶像崇拜对浪漫

关系质量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此外，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具有个体差异。依恋(attachment)是个体发展过程中与他人建立的一种深层

持续的情感联结(Bowlby & Bowlby, 1979)。依恋与偶像崇拜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陈红艳，2015)，依恋理

论认为，个体在早期与重要他人建立的依恋方式会对其在人际交往情景中的目标、思维、感受和行为产

生深远的影响(Bowlby, 1973; Shaver & Mikulincer, 2002)。其中，依恋回避是指对与依恋对象亲近的排斥

或者不舒服的体验(林国凤，耿靖宇，高峰强，韩磊，2018)。以往研究表明，高度依恋回避的个体难以信

赖他人，从而影响个体与他人的交流，不利于自我同一性的获得，即依恋回避程度能负向预测自我同一

性的水平(李新利，凌辉，刘静，2011)。鉴于以往依恋回避与偶像崇拜、自我同一性交互作用的研究还不

够深入，本研究提出依恋回避对理性崇拜通过自我同一性影响浪漫关系质量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对具体的调节模式仅作探索性分析。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选取崇拜异性流量明星且处于恋爱状况的青少年女生为研究对象，考察自我同

一性在理性偶像崇拜和浪漫关系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依恋回避对上述中介作用前半段的调节作用，

即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使用在线问卷平台和纸质版问卷，对崇拜异性流量明星且处于恋爱状况的青

少年女生进行调查。回收整理获得有效问卷 277 份，回收率为 93.86%。其中，初中生 16 名，高中生 20
名，大学生 220 名，研究生 21 名。 

2.2. 研究工具 

2.2.1. 偶像崇拜 
采用南开大学李强教授编制的偶像崇拜问卷(王楠，2008)。分为理性偶像崇拜和非理性偶像崇拜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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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共计 27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表示其对应的偶像崇拜的程度越高，如“我常

常会想象与他(她)亲密接触的场景”。本研究中该量表两个子维度的 α系数分别为 0.78，0.90。 

2.2.2. 依恋回避 
采用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修订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中文版中的依恋回避分量表进行测量，

共计 19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依恋回避程度越高，如“当恋人跟我过分亲密的时候，

我会感到内心紧张”。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89。 

2.2.3. 自我同一性 
采用由加藤厚编制，张日昇(2020)修订的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分为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和

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三个维度，共计 12 个项目。采用 6 点计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表示其对应的自我同

一性的发展水平越高，如“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能干些什么，我正在比较几种可能的选择并认真地考虑

这些问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70。 

2.2.4. 浪漫关系质量 
采用由 Patrick 和 Knee 等人(2007)编制的亲密关系满意度量表(QRI)对亲密关系质量进行测量，共计

6 个项目。采用 6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目前的浪漫关系越满意，如“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已

经好得不能再好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91。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采用自我报告法获得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本研究在程序方面采用匿名、部分条目反向

计分等方式，数据回收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

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0 个，且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3.51%，小于 40%的临界标准，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如表 1 所示，非理性崇拜与依恋焦虑、自我同一性的两个维度呈显著相关，依恋回避与自我同一性

的三个维度以及浪漫关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同时，在读状态、恋爱时间和偶像崇拜时间等人口学变量

也与所关注的核心变量具有显著的相关。此外，偶像崇拜和恋爱先后顺序不同的个体在非理性崇拜上存

在显著差异(t = 2.06, p < 0.05, d = 1.84)，先崇拜偶像的参与者非理性崇拜水平(M = 49.58, SD = 9.85)显著

高于先恋爱的参与者(M = 47.02, SD = 10.90)。故考虑将在读状态、恋爱时间、偶像崇拜时间和先后顺序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作为控制变量。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study variable 
表 1. 各个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在读状态 1          

2) 恋爱时间 0.24** 1         

3) 偶像崇拜时间 −0.07 −0.04 1        

4) 理性崇拜 0.10 −0.06 −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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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理性崇拜 −0.22** −0.07 0.12* −0.49** 1      

6) 依恋回避 −0.16** −0.24** −0.07 0.01 0.06 1     

7) 现在的自我投入 −0.07 −0.09 0.08 −0.04 0.07 −0.20** 1    

8) 过去的危机 0.05 −0.01 −0.11 0.09 −0.14* −0.24** 0.24** 1   

9) 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0.05 0.02 −0.06 0.07 −0.15* −0.31** 0.56** 0.32** 1  

10) 恋爱满意度 0.03 0.18** 0.04 0.09 0.04 −0.43** 0.10 0.09 0.16** 1 

M 2.89 2.93 3.31 39.28 48.39 60.80 17.02 16.03 17.22 32.80 

SD 0.61 1.44 1.28 6.60 10.41 15.43 3.56 2.92 2.93 6.66 

注：N = 277，*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3.4 进行运算，将所有连续变量做标准化处理。根据温忠

麟和叶宝娟(2014)推荐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程序，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则表明理性偶像崇拜对

浪漫关系质量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a) 方程 1 中理性偶像崇拜对浪漫关系质量的效应显著；b) 方
程 2 中理性偶像崇拜与依恋回避的交互项对自我同一性的预测效应显著；c) 方程 3 中自我同一性对浪漫

关系质量的效应显著。 
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控制在读状态、恋爱时间、偶像崇拜时间以及恋爱和偶像崇拜的先后顺序的情

况下理性偶像崇拜显著正向预测浪漫关系质量；理性偶像崇拜与依恋回避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自我同

一性中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而对自我同一性中过去的危机和现在的自我投入没有预测作用；自我同一

性中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显著预测浪漫关系质量。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Hayes (2015)认为要判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否真正存在，还要通过判定指标 Index 对有调节的中介

效应进行检验。因此，进一步确定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的中介作用是否在不同依恋回避水平中存在差异。

结果显示，在理性偶像崇拜、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影响浪漫关系质量的这一中介模型中，Index = 0.02，
Bootstrap 检验 95%的置信区间为[0.001, 0.055]，区间不包含 0，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综合以上结

果，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理性偶像崇拜经过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影响浪漫关系质

量的中介作用受依恋回避的调节。 
 
Table 2. Results of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效标：浪漫关系质量 效标：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效标：浪漫关系质量 

β SE t p β SE t p β SE t p 

理性偶像崇拜 0.19 0.07 2.82 0.01 −0.01 0.07 −0.13 0.89 0.19 0.07 2.83 0.01 

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0.15 0.07 1.98 0.05 

依恋回避     −0.34 0.06 −5.71 0.00     

依恋回避*理性偶像崇拜     0.14 0.05 2.68 0.01     

非理性偶像崇拜 0.13 0.07 1.86 0.06 −0.13 0.07 −2.02 0.04 0.15 0.07 2.2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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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状态 −0.01 0.06 −0.14 0.89 −0.03 0.06 −0.55 0.58 −0.01 0.06 −0.17 0.86 

恋爱时间 0.27 0.07 4.14 0.00 −0.08 0.07 −1.27 0.20 0.27 0.07 4.12 0.00 

崇拜时间 −0.02 0.07 −0.26 0.80 −0.06 0.06 −0.93 0.35 0.00 0.06 −0.04 0.96 

先后顺序 −0.18 0.14 −2.52 0.01 0.05 0.14 0.33 0.74 −0.33 0.14 −2.36 0.02 

R2 0.08 0.15 0.11 

F 4.03*** 5.76*** 3.68***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该调节效应的实质，将依恋回避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成高、低两组进行简单斜

率分析，以进一步探讨理性偶像崇拜在不同依恋回避水平上对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的影响(见图 2)。结果

表明，当个体的依恋回避水平较低时，理性偶像崇拜对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存在边缘显著(Bsimple = −0.15, 
SE = 0.09, p = 0.09)的负向预测作用；当个体的依恋回避水平较高时，理性偶像崇拜对将来自我投入的愿

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 = 0.13, SE = 0.08, p > 0.1)。这表明，相对于高依恋回避个体而言，理性偶像崇

拜对低依恋回避个体将来自我投入愿望的影响更大。 
 

 
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 of attachment avoidance on rational ido-
latry on the desire for future self-devotion 
图 2. 依恋回避在理性偶像崇拜与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之间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结果讨论 

本研究首次发现理性偶像崇拜能正向预测浪漫关系质量，即青少年女生越能理性崇拜偶像，其浪漫

关系质量也越高。理性崇拜偶像的个体能够正确认识和控制自己对偶像的情感(王楠，2008)，不过度依赖

与偶像之间的拟态亲密关系，从而全心投入到现实中的浪漫关系中，这有利于提高浪漫关系质量。 
在明确了理性偶像崇拜对浪漫关系质量的直接影响后，我们重点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在理性偶像崇拜对浪漫关系质量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

效应，表明理性的偶像崇拜可以通过个体的将来自我投入愿望的发展进而影响其浪漫关系质量。整体而

言，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在理性偶像崇拜和浪漫关系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依恋回避的调节。对依恋

回避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女生来说，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在理性偶像崇拜和浪漫关系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

不显著，理性崇拜对将来自我投入愿望的预测关系不显著；对依恋回避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女生来说，将

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在理性偶像崇拜和浪漫关系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理性偶像崇拜的提升伴随着自

我同一性中将来自我投入愿望的降低，进而降低其浪漫关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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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理论认为，依恋回避反映了个体对他人消极的看法和更倾向于自我保护。低依恋回避个体在真

实的亲密关系中愿意依赖和亲近恋人，对他人抱有较信任的态度。如果理性偶像崇拜程度越高，低依恋

回避个体越能认识到粉丝和偶像的拟态亲密关系是建立在网络空间的想象上的(朱丽丽，韩怡辰，2017)，
从而减少对这种拟态亲密关系的投入。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认为，青少年个体面临“自我同一性混乱与

角色混乱冲突”，需要通过对偶像等领袖人物的自居作用来寻求自我肯定，从而顺利形成更完善的自我

同一性。个体减少对与偶像的拟态亲密关系投入的同时也减少了对偶像的认同和信任，无法再通过偶像

崇拜来肯定自我，于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认知、情感、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感到不安与痛苦(张宝君，吕瑶，

2010)，降低了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高依恋回避个体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缺乏信任，此时拟态亲密关系既补偿了其真实亲密关系中无法满

足的情感需求，又减少了其受到实际伤害的可能。因此理性崇拜的高依恋回避个体能够借助拟态亲密关

系较好地对自我发展的各方面进行探索，理性认识和处理周围的环境并逐渐与社会融合，重新了解和认

识自我、接纳新的自我(王素萍，2009)，对未来满怀期望并愿意为将来付出自己的努力(叶方圆园，2019)。
然而，该预测关系还未达到显著水平，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变量来解释。有研究表明青年期个体的同伴依

恋对自我同一性预测性最高(钟虹雯，2018)，因此同伴依恋可以在将来的研究中考虑进来。 
总体上，低依恋回避个体比高依恋回避个体拥有更高的自我同一性，这与前人的结果一致(杜江红，

杨鑫，聂光辉，2016)。高依恋回避个体难以信赖他人和环境，倾向于减少对外界的接触和探索，因此难

以建立更好的自我同一性。 
另一方面，对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有利于提高浪漫关系质量。当个体对于自己的价值和未来的目标

有较充分的认识，个体可以积极探索自己在浪漫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对浪漫关系的看法会更贴近生活

实际，对伴侣和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也有着更积极包容的态度(李倩，2018)，这有利于个体获得更高质量的

浪漫关系。反之，没能积极去认识自己和实现自我，没能投入时间、精力去追求人生的某种目标的个体，

对浪漫关系的认识和思考也不足，这一过程会阻碍浪漫关系质量的提升。 

4.2. 研究意义和展望 

本研究基于依恋理论和人格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这种整合模型的

研究首次揭示偶像崇拜对浪漫关系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结果对浪漫关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首先，要重视偶像崇拜，引导个体认清虚拟亲密，理性追星。教育工作者、家长以及社会应客观正

确地认识对个体崇拜流量明星的现象，在尊重、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之上引导个体明确和偶像之间的关系，

不被盲目的情感裹挟，不过度依赖拟态亲密关系，多关注现实中的人际交流和情感维系。 
其次，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在理性偶像崇拜和与浪漫关系质量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启示我

们除了要重视偶像崇拜的引导，也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来促进浪漫关系的发展。因此

教育工作者对正处于迷茫阶段的个体，应适当地给予建议，帮助个体探索和建立生活的目标和信念，形

成良好的爱情价值观，对人生和未来进行规划。 
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的中介作用受个体依恋回避水平的调节，特别要重视低依恋回避的个体的心理

干预，促进其树立对未来的目标，形成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进而提高浪漫关系质量。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以下方面的局限：首先，横断研究不能说明不同时期个体偶像崇拜、依恋回避、

自我同一性及浪漫关系质量发展的特点，且无法得出明确的因果关系推论，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研究深

入去考察和验证；其次，本研究的条件过程模型显著，但对总体变异的解释率较低。未来研究可以继续

增加其他认知、情感或人际层面的变量，以更全面地解释拟态亲密关系与浪漫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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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 理性偶像崇拜显著正向预测浪漫关系质量；2) 自我同一性中对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在理性偶像崇

拜与浪漫关系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理性偶像崇拜经由将来自我投入愿望影响浪漫关系质量的中

介作用受依恋回避的调节，上述中介效应只体现在低依恋回避的个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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