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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了解不同背景變項間的青少年偶像崇拜與周邊商品消費行為之差異情形，以解讀青少年偶像崇拜和周

邊商品的消費行為之相關。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抽取510位台中地區青少年進行調查。本研究採用三個量表，包含

「個人基本資料」、「偶像崇拜」、「周邊商品消費行為」，進行t檢定、ANOVA、Pearson積差相關、逐步迴歸分析等方

法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青少年偶像崇拜以電視電影名人為主，注重外在及才華。二、偶像產品消費行為

尚屬合理範圍。三、不同背景變項之青少年，其偶像崇拜情況有顯著差異。四、青少年偶像崇拜類型、原因、時間長短不

同，在崇拜程度、周邊商品消費行為上有顯著差異。五、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程度不同與周邊商品消費行為有低度顯著相關

。六、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程度越高，其周邊商品消費行為越積極。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學生、家長以及未來

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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