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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饭圈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在泛娱乐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具化，其是由“粉丝”的需求而生成的。青少年

参与饭圈活动并积极互动，俨然成为了数字时代下的普遍现象。而青少年群体还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在追星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群体非理性、偶像魅粉以及资本逻辑的影响，从而在网络上做出一些失范的行

为。为此，可以通过政府管理、提升青少年自身媒介素养、偶像自身等角度入手，正向引导青少年，从

而解决青少年网络追星的失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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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ndom circle culture is a manifestation of subculture in the cultural field of pan entertainment, 
which is generated by the needs of “fans”. Teenagers participating in fan circle activities and ac-
tively interacting have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digital age. However, the youth 
group has not yet formed the correct values, and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stars, they are easily 
influenced by group irrationality, idol attraction, and capital logic, resulting in some deviant be-
haviors on the internet. To achieve this, we can approach i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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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enhancing the media literacy of young people themselves, and idols themselves, to 
positively guide young people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misconduct in online celebrity chasing 
among you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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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饭圈文化形成和追星失范表现形式 

1.1. 饭圈文化的形成 

近年来，一方面，借助发达的网络信息技术与文化资本运作，依靠流量明星走红的“饭圈”逐渐进入大

众视野，“饭圈”的上一种表现形式为“追星族”，即因喜欢同一个明星而自发聚集形成的粉丝群体[1]。另

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发展及造星方式变革降低了青年群体网络追星的技术成本，更助推了粉丝的组织化[2]。 
“饭圈文化”的实质核心是泛娱乐化主义，是在资本追逐利益的主导之下生成的一种圈层文化。其

中，青少年粉丝群体是助推“饭圈文化”扩大的中坚力量。截止 2023 年 6 月，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6.4%，网民规模达 10.79
亿[3]。同时《第五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 1.93
亿。青少年粉丝群体在虚拟社交平台上高度活跃，通过自我表达生产“饭圈”物料，形成与偶像的纽带

连结，陷入虚拟狂欢陷阱。 

1.2. 追星失范的表现形式 

“失范”最早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指现代化的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

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失去价值指引、价值观瓦解的无序状态[4]。失范不单是个

人行为，也会是群体行为。在数字化时代下，青少年在网络追星过程中，出现的失范现象主要有行为失

范和言论失范两类，且表现出突发性、集群性、暴力性的特点。 
网络追星行为失范主要有非理性消费、举报无边，例如：“粉丝打投倒奶事件”“肖战 227 事件”。

但随着互联网进一步的普及，狂热的粉丝群体还出现求爱偶像、骚扰偶像、自残等新形式的行为失范，

例如：“迪丽热巴跨年舞台被变态男粉求婚事件”“姚琛被私生潜入家中被迫报警事件”。言论失范体

现在“饭圈”中有撕黑无休、无脑发言，例如：“王一博粉丝和赵丽颖粉丝撕番”“吴亦凡营救群”。

还产生了一种新形式的、更高程度的言论失范现象，即偶像式生殖崇拜。偶像式生殖崇拜具体表现为“我

可以”“阿姨”“老公”“生猴子”“帅得我合不拢腿”等低俗表达成为常态，这种话语在粉丝群体日

常生活中均有表现，后泛化到其他群体[4]。 

2. 青少年追星失范现象的影响因素 

2.1. 意见领袖的非理性引导 

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大众传播是一个两级传播过程，即大众传播的信息不会直接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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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而是需要通过一个中介才能流向受众，这个中介就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就是掌握丰富信息

源，积极参与群体事件的讨论发表意见，能够左右群体多数人态度倾向的群体。在饭圈中，意见领袖主

要是指偶像的“大粉”，即拥有比较多的粉丝数，积极组织偶像活动且自身很有号召力的粉丝。青少年

群体还处于成长阶段，价值观还未形成，自我意识还比较薄弱，会盲目的按照大粉的指挥进行行动，甚

至在大粉一切都是为偶像争取利益的号召下，他们不会思考其做事的出发点以及发布的任务是否合理，

只是不假思索的完成大粉的任务。例如，王一博粉丝和赵丽颖粉丝撕番事件，起初就是双方大粉故意挑

起事端，从而导致双方粉丝互相攻击，从发帖的言论表达中，不乏发现有很多粉丝的年龄偏低。  

2.2. 网络的匿名性 

粉丝的追星行为的进行主要是依托于媒介，通过媒介，使得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人，因对同一个

人的喜爱而组成了虚拟群体。粉丝群体人数众多，网络监管还不够完善，很容易在这种匿名性环境下做

出失范行为。青少年在家庭里，会受到父母长辈的管束，在学校里，会有老师的管束，有他人的约束会

使得他们在做出失范行为前会有所顾忌或有人劝诫。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心怀不轨的个体利用网络匿

名性和伪装性，来散布不实消息，破坏网络环境。特别是对于身处于网络匿名性环境的青少年群体，没

有了他人约束，且自控力不强，对于网络信息的真假性辨别能力弱，很容易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误导，

二次传播这些虚假消息，甚至做出越轨行为。在“肖战 227 事件”中，不少低龄粉丝进行无脑疯狂举报，

就是由于匿名“来碗甜粥吗”和“巴南区小兔赞比”的肖战粉丝对事件进行大肆渲染，误导低龄粉丝对

于该事件严重性的认知，从而导致低龄粉丝群在网络平台上做出了言论失范行为，并且导致该事件进一

步被扩大[5]。 

2.3. 资本力量的推动 

资本发现粉丝追星过程能够产生较大经济价值，通过采取有效策略引导粉丝行为将粉丝裹挟进明星

产业链，即粉丝、偶像明星和投资者三者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关系[4]。投资者是粉丝经济的生产

者和经营者，偶像明星就是投资者所打造出来的作品。投资者了解了粉丝的心理需求，按照粉丝喜爱的

模样来包装偶像明星，为他们造就各种人设，以此来吸引粉丝赚取流量，甚至很多偶像明星的出圈事件

都是公司为了迎合大众而提前设计好的，小到公开场合偶像明星的日常发言都会被提前安排好。长此以

往，粉丝置身于资本打造的梦幻景象中，大多数粉丝都无法理智判断其中“包装”的部分，青少年粉丝

群体更是陷入其中难以自拔。资本也抓住了粉丝对于偶像明星的情感，从潜意识当中控制粉丝群体，利

用商业手段对粉丝群体进行消费引导。产品方会请当前流量最红的偶像明星来代言产品，例如：王鹤棣

在《苍兰诀》播出爆红后，特步立刻官宣其成为代言人。另外，产品方还会通过买产品赠送偶像明星的

明信片、海报等周边做为亮点，来故意吸引其粉丝购买。将自己的产品与相关的偶像明星联系起来，增

强粉丝对于产品的印象和喜爱感，从而大量吸金。青少年粉丝群体对于金钱的概念还未完全成熟，为了

支持其粉的偶像明星，可以花光其所有的零花钱来购买偶像明星代言的产品或者各类周边，甚至还出现

偷父母钱或者网贷来支持偶像明星。甚至，还有不少偶像明星亲自下场“割韭菜”，和资本联手出品自

己的个人品牌，产品质量平平但价格却高到离谱。例如，欧阳娜娜开创自己的服装品牌，其中一个普通

的白色眼罩售价高达 500 元，但还是有狂热粉丝疯狂下单。 

2.4. 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 

网络的匿名性对于青少年群体的约束力本身就较弱，再加上粉丝群体的集体行为让青少年们淹没在

群体中，没有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身份。个人思想本同化的同时，个人本身应承担的责任在群体中也被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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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现出明显的群体责任扩散[4]。由于责任意识淡薄，青少年粉丝群体在网络追星失范现象中，大多

都秉承着“大家都做我也做”和“法不责众”的思想，人云亦云的盲目跟从。青少年粉丝群体没有树立

对自己所作所为负责的意识，并不能因为在团体中就可以逃避个人惩罚。 
青少年接触网络的年龄越来越小，对网络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与网络行为有关的法律知

识却接触的很少。许多青少年粉丝群体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自己违反了法律还不自知。青少年粉丝

群体在网络上发表过激言论，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显然是不明白网络暴力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违反法律的。青少年粉丝群体沉迷于对其偶像明星的狂热喜欢中，甚至还做出跟

踪等违法行为，例如，易烊千玺在拍摄《奇迹笨小孩》期间，5 名身着校服的初中生跟踪还在酒店蹲守

偷拍，后易烊千玺方考虑其还是初中生未追究后续责任。 

3. 青少年追星失范现象解决对策 

3.1.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正向引导 

偶像失声是出现追星失范行为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让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取符合社会规

范的行为引导，作为被青少年群体推崇的对象–偶像所发挥的社会影响和作用很大。 
一方面，在当下的互联网交互式发展时代，偶像应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好在青少年社会化过

程中的引导性作用，助力青少年粉丝群体形成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引导粉丝形成理性、健康的情感

表达方式[5]。偶像明星若发现自己的粉丝已在网络上有言语或行为过当时，应当及时的对其粉丝进行正

向引导劝诫，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酿成恶果。例如，2023 年湖南跨年晚会后，刘宇宁和张艺凡粉丝由于

镜头时间分配不合理，而开始对方进行网络攻击，刘宇宁和张艺凡在了解到事情后，及时在粉丝群里对

粉丝进行劝解引导，让双方粉丝停止了网络攻击。此外，偶像明星也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做有实

力和有内涵的偶像明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优秀作品。身为公众人物，要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做遵纪守法的好榜样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另一方面，娱乐产业相关的机构也应当积极承担其社会责任，对青少年粉丝群体进行正向的引导[6]。

就娱乐公司而言，在“造星”的过程中，应当培养品行兼优的优质偶像；就节目制作方而言，应更加注

重正能量的内容输出，切勿为了流量而故意制造噱头而引发粉丝群体大战；就赞助商而言，应当引导青

少年粉丝群体理性消费。 

3.2. 提高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 

提高青少年群体的网络媒介素养，是预防青少年群体在网络追星中出现失范现象的关键环节。网络

媒介素养其实就是培养青少年群体对于网络信息的获取、认知、辨别以及使用的能力。 
提高青少年的网络媒介素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合力。就家庭方面，家长要正确看待孩子

上网问题，不应采取禁止孩子上网此类极端行为。如今网络教育已经成为常态，网络始终还是孩子获取

信息的重要渠道，家长应该学习如何让孩子合理使用网络。例如，家长可以多了解孩子的喜好，了解孩

子上网喜爱的内容，从而减少与孩子之间的沟通障碍，进而对孩子的上网行为能够进行更好的引导。就

学校而言，应当把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日常的教学当中，促使青少年更好的了解网络。老师应当多了

解学生的网络参与心理和行为情况，及时梳理学生的负面心理。学习之余，学校还可以请法律专家来为

学生科普网络法律知识。就社会而言，可以尝试在微博、哔哩哔哩、百度贴吧等青少年活跃的网络的“网

络圈群”中成立网络社会工作组织，邀请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组织以及专家入驻，综合分类的为青少年

提供服务[7]。另外可以邀请受青少年群体喜爱的人气主播一起直播，与青少年群体聊天，拉进与青少年

之间的距离，从而更好的了解青少年的网络使用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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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府部门依法规制文娱行业发展 

为了杜绝青少年粉丝群体网络追星失范现象的出现，除了偶像明星和娱乐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提升自我并正确引导青少年群体、提高青少年群体的网络媒介素养外，还需要政府部门依法规制文娱行

业的发展方向。 
首先，从现实工作层面来看，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规范。2021 年 6 月 15 日，中央网信办

开展了为期 2 个月的“清朗饭圈”专项行动，打击诱导未成年人集资打榜、网络暴力等行为，微博被要

求取消了偶像明星超话排名。此外，同年 9 月，中央宣传部针对“饭圈”乱象现象，发布了《关于开展

文娱领域综合治理通知》，文旅局也下发了要求经纪公司加强对粉丝应援的正确引导的《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通知》。“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

行动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接下来应当从根本上规范准入门槛，提高行业评判标准，从而创造出更多的

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8]。 
其次，从潜在影响层面来看，饭圈文化的畸形扩张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影响，政府机关需要反思对于

娱乐灰色地带的监管力度，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少年工作，以正确的价值来塑造青少年的社会认同感。 

4. 结语 

青少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对其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进行正向的引导十分重要。青少年

群体在追星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对其三观的形成会造成负面影响。本文深入探讨了出其失范现

象出现的原因，并提出建议可以通过要求偶像和娱乐产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高青少年群体的网络媒

介素养和政府部门加强监督的方式来消除青少年群体在追星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引导青少年形成

正确的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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