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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韓國的電視劇、電影、綜藝節目，甚至是音樂K-POP，除了在亞洲地

區造成一股旋風以外，也開始進軍歐美地區，在歐美地區亦造成了一股熱潮。隨

著熱潮的變動，無論走到何處總是看到有關很多韓國食、衣、住、行。透過台灣

的有線電視頻道，大量韓國的資訊文化傳送過來，尤其是韓國偶像劇在台灣青少

年之間快速成為流行，大量韓國資訊娛樂的輸入，也為韓國文化商品鋪路，並透

過韓劇的刺激促使許多人類消費，成為讓每個少男少女為之瘋狂的「韓流」。 

本文希望藉由探討韓流當中韓國的戲劇、音樂、消費、偶像崇尚這一區塊在

台灣的發展現況，並分析其成功的因素，希望台灣能夠學習別人的優點；韓國是

如何在這短短的幾年內，將韓國的娛樂事業推展到國際舞台上的？然而韓流來襲

對於台灣青少年的影響又是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二、研究目的 

「韓流」得以廣泛的流行﹐體現了當代青少年的價值認同與追求﹐是社會轉

型期青少年價值觀的生動表現。 藉由此次探究韓流在台灣發展的情形，並分析 

（一）、探討青少年對於韓流偶像崇拜之消費習慣的影響？ 

（二）、探討青少年對於韓流偶像崇拜之休閒娛樂的影響？ 

（三）、探討青少年對於韓流偶像崇拜之學習態度的影響？ 

   三、名詞釋義 

     (一)韓流： 

  「韓流」一詞最早是由一位北京記者於 1993 年報導使用，取「寒流」 

   的諧音， 用來表達韓國產品與文化在中國越來越盛行的新趨勢。 

     (二)青少年： 

本研究所稱青少年是指就讀高中（高職）的在學學生，年齡以 16~19 歲 

者為主。 

     (三)偶像崇拜： 

  本研究所稱「偶像崇拜」是指對人氣指數高的團體歌手、戲劇演員或其 

  他公眾人物的喜愛及認可，包刮欣賞的偶像類型、欣賞因素和喜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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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以樹德家商學生為研究對象，了解韓流對於學生的影響。 

   (二)研究工具：自製問卷為主，透過問卷了解現階段青少年對韓流在生活造 

                成何影響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韓流的涵義 

所謂韓流（Korean Wave）是因為南韓流行文化興起而來的，亦指電視劇、電影、

歌曲、產品等在其他國家中，掀起的一股愛好韓國文化的熱潮。」（林宜慧，2013），

以大眾媒體和消費文化為本質，由於其感性的指向以及追求愉悅的功能，必然給社會

生活方式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 

(二）韓流的源起與特性 

韓流一般是從韓劇開始。韓劇的流行也帶動韓國音樂、韓國電影、韓國食品、韓

國服飾和韓語的流行。在經濟的方面上，韓流也以三星、LG 等跨國公司而更加劇發

展（維基百科）。為了方便赴韓國體驗韓劇拍攝現場的景觀，以韓劇為中心的旅遊書

籍也相繼問世，給台灣赴韓遊客帶來便利。韓劇中的飲食場景頗多，也吸引消費者光

顧台北市的韓式餐廳，以體驗韓劇的萬種風情(葉泉宏，2006)。 

韓流為什麼在全球尤其是亞洲各地那樣紅？除了技術、題材的原因外，在學者林

大根看來，韓國政府多方面的努力是很重要的，韓國政府營造良好的投資和環境、充

分保護創作者和相關製作人員的合法權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引導創作者放眼全球

市場、有意識地打造韓國影視劇品牌等，以促進韓國文化產業更好地發展和走向世

界。（多彩貴州網文化） 

(三）青少年的界定 

李惠加(1999)則將青少年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青少年早期13-15歲; 中期16-18歲;

晚期19-24歲，國中階段大致相當於青年期之早期，高中階段為中期、大學階段開始

為後期。綜合上述，青少年的年齡範圍約介於11-24歲，本研究則將研究對象縮小為

15-18歲之間的在學高中職日間部學生。 

(四）偶像崇拜之意涵 

「偶像崇拜」則是一種認同他人的表現(唐淑珊，2008) 偶像一般來說是理想化、

浪漫化、絕對化的名人，通常是由商業包裝後而塑造出的，可以帶給青少年嚮往、幻

想以及虛榮滿足的人物(岳曉東，2012)。青少年崇拜偶像行為的解釋主要是：向偶像

模仿、學習，以建構自我認同；內化偶像的價值信念，以達成社會化的歷程；參與同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9%9F%9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89%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98%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LG
http://culture.big5.go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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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團體崇拜的行為，以獲得同儕的接納；藉由偶像崇拜來宣洩生活中的壓力和挫折

感，並獲得情感寄託、情緒抒解與心靈慰藉。  

二、青少年偶像崇拜之消費行為 

(黃顗穎，2003）在「流行音樂、歌手形象、偶像崇拜與消費行為關係研究」中

提出迷通常是對偶像的形象產生認同，因此會想收集明星的照片、剪報… 等等，形

成一種替代式的擁有。而流行音樂的消費者正是透由這種收藏行為，提昇自己在族群

當中的地位，藉由分享崇拜偶像的經驗，達到社交的目標。促使消費者從事購買，以

滿足心靈上的需求。青少年因為受到偶像崇拜的影響，青少年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習

慣，多多少少都會跟著他所崇拜的偶像類型，而去模仿偶像或學習偶像的行為。 

「消費」在現今社會是愈來愈受到重視的領域，因為消費無時無刻不存在我們的

生活中。現金的青少年，看似自主的休閒活動，其實是受到嚴格的升學主義諸多限制，

父母所牽掛的大都是學校的課業，青少年的休閒時間非常有限，在外在環境的限制

下，只求能夠獲得內心愉悅的休閒心情，青少年早已習慣了將消費流行文化產品活動

(看電視、看電影、看漫畫、聽音樂)，當成是休閒娛樂活動，因此，不用花費太多時

間與體力，又能得到短暫娛樂的流行文化產品消費活動，幾乎主宰了多數台灣青少年

的休閒生活(黃秋碧,1998)。 

本文研究希望藉由探討韓流當中韓國的戲劇、音樂、消費、偶像崇尚這一區塊在

台灣的發展現況，並分析其成功的因素。 

三、研究方法 

（1）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韓流偶像對台灣青少年的生活產生的影響，本章共分為四節，分 

 別為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程序、資料處理與分析。依據研究目架 

 構圖繪製如圖 3-1 

 

 

 

 

 

 

圖 3-1 

青少年背景： 

1.性別 

2.年齡 

3.經濟狀況 

4.消費來源 

5.是否接觸過韓流 

6.韓流吸引您的原

因 

7.韓流對您的影響 

8.您對韓流的喜歡程

度 

韓流偶像崇拜對於青少年消費習慣的影響 

韓流偶像崇拜對於青少年休閒娛樂的影響 

韓流偶像崇拜對於青少年學習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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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因區域性及年齡限制，僅以 S 高職為例，年齡層以 16-19 歲為主，以便

了解目前學生在韓流的衝擊之下對生活有何影響。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書籍、網路和問卷的方式進行蒐集資料。在照片方面，實際到店家 

 進行參觀和上網找相關的圖片。在書籍方面，利用書上的資料進行統整，加以敘述。  

 在問卷方面，因受限區域性以 S 高職為例的高職生進行 150 份問卷填寫，並加以統 

 整。在統計分析方面，利用問卷的方式，利用 EXCEL 方式進行分析統計。在參觀 

 方面，使用相機進行拍攝及參觀。 

1.研究過程&實地參訪          

      表 1 研究過程&實地參訪        

 
  

使用筆電找文獻 實地參訪店家 實地參訪店家 

 
  

圖書館找尋相關文件 實地參訪店家 實地參訪店家 

   

圖書館找尋相關文獻 偶像代言商品 偶像代言商品 

   

電視節目（戲劇） 電視節目（戲劇） 電視節目（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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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 

      為有效達到研究的目的，本研究所進行的步驟與流程如下： 

 

 

 

 

 

 

 

 

 

 

 

 

 

 

 

圖 3-2 研究流程圖 

針對整個研究過程文獻探討所得，加以歸納整理，提出結果與建議。最後，將研

究過程、結果整理歸納，撰寫成書面報告。 

五、資料分析   

    問卷回收後將資料登錄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Excel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

與分析，探討「韓流」對於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之影響及生活價值觀。問卷設計之內容

先經由文獻探討及變數定義並加以修改，研究者共同討論以使填達者能明確的回答，

以期能使問卷具有較高的效度。 

参●結論 

一、問卷分析 

本研究以S高職學生為例，發放150份問卷，無效問卷20份，有效問卷130份。問

卷回收以Ecexl軟體進行問卷統計，統計其結果並且加以討論及說明  

 

 題目擬定  

 

確認方向、蒐集與閱讀文獻 

 

構思研究對象、目的與架構 

 

參觀相關韓流商場 

 

擬定「韓流」對於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問卷調查表 

 

發放問卷 150 份請 16-19 歲的 S 學校學生填寫 

 

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 

 

研究報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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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1.您的性別 

 由分析結果得知，男生比例為 42%、女生比例為 58%，以女  

 生比例為最多。 

 

2.您的年齡 

 由分析結果得知，年齡15歲比例為17%、16歲比例為45%、 

 17歲比例為 23%、18歲比例為15%，以16歲比例為最高。 

 

3.家中經濟狀況 

 由分析結果得知，經濟來源以普通69%、小康22%、貧窮 

 16%、富裕0%，其中以普通比例為最高。 

 

4.您購買產品的消費來源 

 由分析結果得知，青少年的消費來源零用錢 39%、打工 

 38%、由父母支付 17%、其它 6%，其中以零用錢比例為最 

 高。 

5.您對韓流喜歡的程度 

 由分析結果得知，對韓流的喜歡程度，十分喜歡 50%、喜 

 歡 31%、沒意見 11%、不喜歡 4%、非常不喜歡 4%，因此 

 以十分喜歡 50%為最多。 

6.韓流吸引您的原因比例分析 

 由分析結果得知，研究者發現韓流吸引青少年的原因，韓 

 星的外表 58%、韓星對粉絲特別好 19%、韓劇比台劇更吸 

 引人 15%、受同儕影響 5%、其他 3%。其中以韓星的外表 

 比例為最高。 

7.韓流對您的影響比例分析 

 由分析結果得知，韓流對您的影響，想學習韓文佔58 %、 

想去韓國旅行佔27%、犧牲課餘時間追星11%、其它4%，其 

 中以想學韓文比例為最高。 

第二部份比例分析 

1、關於偶像崇拜影響之統計結果 

1.我喜歡韓國服飾，多半是因為韓劇和偶像。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2%，同意佔30%，沒意見佔 

23%，不同意佔17%，非常不同意佔8%，其中以同意我喜 

歡韓國服飾，多半是因為韓劇和偶像比例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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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認為韓國團體比台灣團體，更有向心力，更具有默契。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 14%，同意佔 19%，沒意見佔 

25%，不同意佔 23%，非常不同意佔 19%，其中以對於我 

認為韓國團體比台灣團體，更有向心力，更具有默契沒 

意見比例為最高。 

3.我認為韓國偶像比台灣偶像更有親和力以及時尚感。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 14%，同意佔 20%，沒意見佔 

32%，不同意佔 20%，非常不同意佔 14%，其中以對於我 

認為韓國偶像比台灣偶像更有親和力以及時尚感沒意見 

比例為最高。  

4.我認為偶像所代言的東西，都很優質。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16%，同意佔23%，沒意見佔 

33%，不同意佔16%，非常不同意佔12%，其中以對於我 

認為偶像所代言的東西，都很優質沒意見比例為最高。 

5.我認為韓國的歌曲比台灣來的更有吸引我去聽。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2%，同意佔28%，沒意見佔 

27%，不同意佔15%，非常不同意佔8%，其中以同意認為 

韓國的歌曲比台灣來的更有吸引我去聽比例為最高。 

6.我認為韓國舞蹈更讓我想去欣賞並有想學的衝動。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3%，同意佔26%，沒意見佔 

29%，不同意佔13%，非常不同意佔9%，其中以對於我認 

為韓國舞蹈更讓我想去欣賞並有想學的衝動沒意見比例 

為最高。 

7.我認為韓劇比台灣的戲劇更具有吸引力。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7%，同意佔33%，沒意見佔 

25%，不同意佔8%，非常不同意佔8%，其中以同意我認 

為韓劇比台灣的戲劇更具有吸引力比例為最高。 

 

8.韓流文化增強我想學韓文及前往旅遊的慾望。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7%，同意佔33%，沒意見佔 

25%，不同意佔3%，非常不同意佔7%，其中以同意韓流 

文化增強我想學韓文及前往旅遊的慾望比例為最高。 

 

 

 

 



「韓流」對於青少年偶像崇拜之影響─以Ｓ高職為例 

8 

 

9.我會看韓國偶像的戲劇，為我生活休閒重心。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16%，同意佔21%，沒意見佔 

29%，不同意佔20%，非常不同意佔1%，其中以對於我會 

看韓國偶像的戲劇，為我生活休閒重心沒意見比例為最 

高。 

 

2、關於消費行為影響之統計結果 

1.只要看到喜愛的韓國商品我都會買，例如：海報、貼紙。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5%，同意佔27%，沒意見佔22%， 

不同意佔19%，非常不同意佔7%，其中以同意只要看到喜 

愛的韓國商品我都會買，例如：海報、貼紙比例為最高。 

2.我能為了買偶像代言的商品，打工，存錢。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0%，同意佔28%，沒意見佔 

 21%，不同意佔20%，非常不同意佔11%，其中以同意我 

 能為了買偶像代言的商品，打工，存錢。比例為最高。 

 

3、關於學習態度影響之統計結果 

1.我會時時刻刻關注偶像動態，儘管我不想開網路玩手機。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32%，同意佔35%，沒意見佔22%，  

不同意佔22%，非常不同意佔11%，其中以對於我會時時

刻刻關注偶像動態，儘管我不想開網路玩手機沒意見比例

為最高。 

2.看到有人用言語攻擊我的偶像，我會想立刻回擊。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33%，同意佔31%，沒意見佔22%， 

不同意佔9%，非常不同意佔5%，其中以非常同意看到有 

人用言語攻擊我的偶像，我會想立刻回擊比例為最高。 

3.我認為韓劇給我很多思想上的改變。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3%，同意佔32%，沒意見佔 

23%，不同意佔13%，非常不同意佔9%，其中以同意我認 

為韓劇給我很多思想上的改變比例為最高。  

4.我認為追星是合理化的，不該被阻止。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30%，同意佔29%，沒意見佔 

22%，不同意佔12%，非常不同意佔7%，其中以非常同意 

我認為追星是合理化的，不該被阻止比例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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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能為了看韓劇而熬夜，儘管隔天要早起。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19%，同意佔26%，沒意見佔 

22%，不同意佔22%，非常不同意佔11%，其中以同意我 

能為了看韓劇而熬夜，儘管隔天要早起比例為最高。 

6.我認為學習韓文，可以讓我更接近我的偶像。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14%，同意佔20%，沒意見佔 

32%，不同意佔20%，非常不同意佔1%，其中以對於我認 

為學習韓文，可以讓我更接近我的偶像沒意見比例為最 

高。 

7.為了維護韓國偶像，我能不惜與朋友翻臉。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3%，同意佔21%，沒意見佔 

24%，不同意佔17%，非常不同意佔15%，其中以對於為 

了維護韓國偶像，我能不惜與朋友翻臉沒意見比例為最 

高。 

8.我認識韓流文化、讓我生活更有趣味性。 

由右圖可知，非常同意佔24%，同意佔30%，沒意見佔 

19%，不同意佔17%，非常不同意佔10%，其中以同意比 

例為最高。 

 

根據以上結果分析，關於偶像崇拜影響之統計結果研究者發現，大多數青少年在

偶像崇拜方面覺得偶像代言的產品很優質，並且希望能夠前往韓國旅遊順便追星，此

種現象也間接的影響了青少年的消費價值觀，例如：青少年願意花時間去打工以換取

金錢購買偶像產品。而在學習態度方面，學生們願意熬夜將整套韓劇看完或者是請假

追星，還有人甚至能夠為了偶像不惜與朋友翻臉。韓流文化對我們的影響有好有壞，

好的影響就讓它持續存在，而壞的影響大家也該適時的改變並且讓破壞降至最低。 

二、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許多人談韓流，都認為是一種「文化侵略」，本文從問卷答案中並無感覺到台灣

受到韓國的文化侵略，也許台灣原本就是個多元社會，包容力強，因此多數人將「韓 

流」視為是一種文化交流與溝通的管道。我們其實可以發現，「韓流」之所以能夠成

功的發展，蔓延至全世界，並且能夠持續發展至今，除了藝人本身具備的實力和努力，

經紀公司對自家藝人的管理和訓練，以及偶像包裝，還有各個製作公司提供好的題

材、音樂以及舞台提供其發展以外，還有韓國的企業、集團，更甚至是有韓國的政府

一起給予支持和應援的，韓流的成功和發展並不是只是靠單一方的努力就能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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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因為有大家共同努力、去創造和經營，才能夠像現在這樣子的「持續」、「不

間斷」，影響所及的範圍和其影響力，這些都是我們學習的方向，創造出屬於我們自

己的文化。 

（二）建議 

  （1）建議大家可以在支持本土文化的同時也可以吸收一些外來文化，以學習者的    

       立場去看待外來的文化，而不是一昧的拘束在本土文化而不吸收任何外來的  

       文化。 

  （2）唯有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彼此切磋琢磨才能創造出更好的一面，也才能讓我  

       們有源源不絕的創造力，促使我們能與世界一同進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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