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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最近日本有一部很受歡迎的動畫電影《鬼滅之刃劇場版 無限列車
篇》，這部電影不論在日本、台灣還是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很大的
迴響，甚至還不斷刷新了各個地方的票房紀錄。但是我們觀察到很
多去看這部電影的人都沒有了解過原作漫畫和動畫，只是因為這部
電影很受歡迎就去看。這件事讓我們想起「跟風」這個詞語。 在現
今社會上，跟風問題越來越多，而且大部分受影響的都是青少年，
他們這段時期缺少主見，一般都是習慣跟隨風向走，為此我們對當
今青少年跟風現象的看法與它的成因和影響帶來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與研究。



研究目的

• 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跟風現象對社會青少年的影響、成因和跟風引
發的各種現象，我們利用問卷了解青少年對跟風的看法，並通過觀
察實驗數據，推斷出跟風現象是否與從眾心理，攀比心態等心理現
象成直接關係，或跟風現象是否為無法避免的社會現象。驗證這些
跟風成因和影響之間的相關性就是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



跟風現象的成因和影響



跟風現象的成因

• 1. 盲目從眾

• 跟風現象的一大原因就是人們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心理問題，因為
少數人受到大部分人的行為影響，而導致了自己喪失主見。青少
年正處於一種思想的發育期，但學業或其他方面的壓力讓部分青
少年只會聽從多數人的安排，而喪失了自己的思考，變得盲目從
眾。



跟風現象的成因

• 2. 攀比心理

• 根據2011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對1730人進行
的調查顯示，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直言當前青少年普遍愛攀比，而
大部分青少年選擇攀比“穿著打扮”、“電子產品”和 “零花錢”。這
種攀比的問題也正是跟風現象的主要原因，而這種問題的出現也
正是當今社會的快速發展，讓社會的大部分人都有了一定的經濟
實力，從而演變出了一些“邪風” 而這種風氣讓心智還沒有發育成
熟的青少年而深入泥潭。



跟風現象的成因

• 3. 科研實力不足

• 科學研究是個高度職業化的一個行業，需要很多特殊的技巧和素
質，尤其是獨立科研能力的培養需要大量的訓練。我們國家的科
研訓練重在科研知識和技巧的培養。一個研究生只要跟著前沿做
點問題，就慢慢能夠進入科研的領域。可是中國的科研訓練似乎
僅僅到此為止，滿足於登堂，不能入室，這就導致大量的科研人
員即便畢業之後，依然只能做跟風的工作，而不能做開創性的工
作。



跟風的影響

• 1. 喪失獨立思考

• 跟風現象就是隨大流，看見一群人在做什麼而跟著做，導致了
一個人喪失了自己的主見，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有
些時候，這種個人獨立思考能力的缺失還會給自己或他人造成損
失，例如盲目跟“食品治病”之風讓虛假廣告和騙子得逞等；而集
體缺乏理性思考而盲目“跟風”會使得集體利益受損。



跟風的影響

• 2. 社會道德缺失
傳銷之類的違法勾當；屢禁不止的抄襲等等，是“跟風”行為的

真實表現。有的人更容易讓虛假廣告和騙子得逞； 有些消費者因缺
乏辨別能力而陷入整容、增高等圈套，而且還強迫子女或家人盲從，
並使其受到嚴重的傷害。 所以某些 “跟風”的行為會直接造成社會道
德缺失。 而這種“跟風”現象沒有受到道德譴責或法律的懲治時，就
會對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極其不利。



跟風的影響

• 3. 限制了創造力

• “跟風”現象會阻礙社會的創造力的發揮。 因為，一方面，“跟風”

帶來的是盲目決策，例如部分官員盲目追求假大空的項目，給國
家造成一定的浪費；另一方面，“跟風”中的仿製行為使那些具有
創造力的人的權益受到嚴重侵犯，他們的發展舉步維艱。 可見，
“跟風”者不僅自身缺乏創造性思維，也妨礙了他人創作的熱情。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 1. 研究對象

• 1. 澳門青少年，平均年齡14-20歲

• 2. 就讀於本澳常規學校



研究方法

• 2.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 利用google表單設計的網上問卷或利用紙本設計的問卷對實驗樣本進行調查，
數量大約200張，從而得到相關的數據. 並使用Excel等程序統計數據，從而得出
結論。

• 3. 研究工具

• google問卷，紙本問卷，Excel



研究方法

• 4.研究流程

• 利用簡單隨機抽樣法從澳門青少年當中抽取實驗樣本，讓實驗樣本填寫設計好
的問卷，問卷前半部分是訪問受訪者的生活習慣和細節，通過觀察他們的生活
習慣，從而判斷他們有沒有受到跟風影響，問卷後半部分是訪問受訪者對跟風
的看法和他們對跟風的理解，問卷給實驗樣本填寫，填寫完後收集數據，並使
用Excel等程序統計和分析數據，從而推測實驗結論。



研究方法

• 5. 研究的干擾因子

• 不同年齡和性別的青少年觀點和思想上的差異

• 干擾因子會同時影響自變量(成因)及應變量(結果)，所以有機會造成偽關係。



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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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論

當今的澳門年輕人對跟風現象有明顯的認知，但是在一些娛樂方面，倒
是仍有跟風現象的出現。根據後面的資料結論，大部分年輕人都認為跟風現
象是屬於從眾心理，這與我們對青少年跟風現象的推測一致，也有一部分人
認為是與攀比心理為主要原因，這也與我們的推測一致。



• 為此我們可以看出參加調查的年輕人都有著良好的認知，能分辨出
跟風現象帶來的原因與影響，所以最後我們結論的是，當今的年輕人
都擁有著對社會跟風現象的認知，他們可以明確的判斷出跟風的問
題，但是一旦偏向於娛樂方面，不少的年輕人還是會有跟風的現象。

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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