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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体育“饭圈化”现象研究
陈晨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南京，210018；

摘要：体育“饭圈”化是体育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性呈现，也是新媒体视域下一种自组织模式的缩影。文章探讨

饭圈文化外溢至体育界产生的各种网络表现，分析体育“饭圈化”形成过程中新媒体媒介所发挥的催化作用。研

究发现，体育“饭圈化”在体育推广、文化认同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价值，但同时“饭圈”的运作模式也给体育界

带来焦点转移、非理性宣泄、侵犯隐私等一系列不良行为，影响体育竞技秩序，破坏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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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4 年,各类体育赛事中粉丝不文明行为的涌现使

得体育“饭圈化”现象成为社会舆论和政策关注的核心

议题。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明

确表示，将坚决抵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对体育界的影

响，这一表态迅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体育“饭圈

化”现象指的是体育领域内粉丝群体对于体育明星的追

捧行为，其特点与娱乐领域的“饭圈”文化相似，包括

高度组织化的粉丝活动、情感投入以及对偶像的强烈个

人崇拜。这一现象在新媒体时代尤为显著，社交媒体平

台的兴起为体育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渠

道，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态和社会问题。体育“饭

圈化”作为体育领域中的新事物、新现象，在一定程度

上给体育舆情治理、体育价值观培育与体育文化传播等

方面带来了诸多变化与挑战，应如何审视、分析和应对

体育“饭圈化”现象成为当下研究应有之义。

1 体育“饭圈化”的外在表征

随着娱乐圈虚构的明星“人设”逐渐崩塌，粉丝们

开始将追星热情转移到体育圈中。体育明星们也从被动

出圈转变为主动破圈，开始主动寻找与粉丝交流的机会，

渴望与粉丝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这也为体育粉丝完成

追星活动奠定了基础。体育“饭圈化”现象在近年来逐

渐显现，并对体育领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以下是体

育“饭圈化”的三个外在表征：

1.1 粉丝组织化

粉丝们自发成立各种应援会、后援团等组织，通过

制定规章制度、分工协作，共同为偶像加油助威、维护

形象、参与商业活动。这些组织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执

行力，能够在短时间内集结大量人力物力，形成强大的

舆论声势。以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的粉丝组织“小胖的

胖友们”为例，该组织通过统一的应援口号、服装和旗

帜，在比赛中为樊振东加油助威，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樊振东的粉丝们不仅在赛场上表现出极高的组织

性和纪律性，还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互动，发布应援内容，

增强粉丝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这种组织化的粉丝群

体不仅在赛场上为偶像加油助威，还在日常生活中通过

各种方式支持偶像，如购买代言产品、参与线下活动等。

1.2 社交媒体互动频繁化

粉丝们通过关注运动员的官方账号、参与话题讨论、

发布应援内容等方式，与偶像保持紧密联系。点赞、评

论、转发等互动行为不仅增强了粉丝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还扩大了体育明星的影响力。以篮球运动员易建联为例，

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下，粉丝们积极留言、点赞和转发，

分享易建联的比赛精彩瞬间和个人生活点滴，形成了活

跃的互动氛围。易建联的粉丝们不仅在赛场上为他加油

助威，还在社交媒体上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支持和

喜爱。例如，易建联在 2024 年 10 月 21 日通过其推特

账号发声辟谣，这一行为迅速引起了媒体和粉丝的高度

关注，多位博主几乎实时转发，话题“#易建联辟谣”

迅速蔓延开来，不同观点交织，形成了广泛的讨论。这

种频繁的社交媒体互动不仅提升了易建联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还增强了粉丝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粉丝们

通过点赞、评论和转发，积极参与到易建联的社交媒体

活动中，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粉丝社区。

1.3 网络舆论极化

由于粉丝群体内部的高度一致性和排他性，当遇到

不同意见或负面信息时，往往会出现集体抵制、谩骂甚

至网络暴力的情况。这种群体极化现象不仅影响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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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的健康发展，还对运动员的公众形象造成了损害。

以 2023 年全国跳水锦标赛为例，全红婵在女子 10米跳

台决赛中获得亚军，陈芋汐夺冠。赛后，有观众在现场

质疑裁判，认为裁判对全红婵的打分不公，这一行为迅

速引发了网络上的广泛讨论，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攻击陈

芋汐的言论，甚至出现了对裁判的恶意诋毁和对全红婵

的支持性言论。粉丝们往往只关注自己喜爱的运动员，

对其他运动员或裁判的任何行为都持怀疑态度，甚至进

行无端指责。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和

公正性，还对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和职业生涯造成了严重

威胁。

2 体育“饭圈化”的成因分析

体育“饭圈化”这一现象的出现不单单是粉丝群体

的狂热追捧所造成的，其背后离不开社交媒体和商业资

本的推波助澜。资本市场、粉丝群体和媒介生态三者共

同作用导致体育“饭圈化”愈演愈烈。因而，下文将从

这三个方面出发，分析体育“饭圈化”的成因。

2.1 泛娱乐化生态催变追星心态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蓬勃兴起，文化娱乐产业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繁荣，泛娱乐化趋势已然成为社会文化的新

常态。这种趋势促使娱乐元素跨越传统行业界限，渗透

至原本与娱乐无关的领域，为其赋予了娱乐特质。在泛

娱乐化的语境下，“娱乐性”被奉为评价文化价值的关

键尺度，即便是严肃的话题也常常被以娱乐化的方式呈

现。如今，“趣味横生”的娱乐内容充斥着社会的每个

角落，娱乐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

大量商业资本纷纷涌入体育领域，使得与“体育娱乐”

相关的信息成为媒体和营销号竞相追逐的热点。体育追

星的焦点不再局限于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而是延伸

至运动员的日常生活细节。泛娱乐化现象促使粉丝的追

星心态发生了显著转变，从最初因运动员卓越的竞技成

绩而产生的“慕强励志”情感，演变为追求轻松娱乐、

消遣时光的“娱乐偶像”心态。

2.2 社交媒体催化想象共同体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粉丝群体开辟了表达观点

和施展影响力的广阔空间。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

信息传播的主导权主要集中在象征精英阶层的主流文

化手中，而粉丝文化所代表的亚文化群体通常只能在自

己的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社交媒体的兴起打破了这种话

语权力的平衡，使得小众群体的声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放大。借助社交媒体，粉丝群体的表达欲望得到了爆发

式的释放，并且能够在公共领域获得回应。体育粉丝们

所投入真情实感撰写的“小作文”、制作的小视频等，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都能收获不同程度的点赞、转发和评

论，从而让这些“为爱发电”的个体通过网络实现情感

上的共鸣。“饭圈”内部在情感极化的推动下，逐渐营

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群体氛围。诞生于新媒

体时代的“饭圈”，其成员之间自发形成了一种“圈内

共识”，作为“粉籍”的标识，以此来“排除异己”，

进而构建了一个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社交基础的“想象共

同体”。

2.3 消费文化满足粉丝狂欢意愿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凯旋而归，

受到了近千名球迷的热情迎接。此后，多个优势体育项

目的运动员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大量粉丝涌入

体育领域。“饭圈女孩”被公认为是“最愿意为偶像消

费的群体”，这种文化消费是积极主动的，粉丝们通过

为运动员消费来构建自己的存在意义。在“饭圈”中，

粉丝群体通过购买偶像代言的产品、周边商品、现场观

赛以及参与线下应援等活动来建立身份认同，从而在社

交媒体上营造一场“饭圈”内部的“集体狂欢”。这种

专属“饭圈”的应援方式也被引入到体育圈中。消费文

化满足了粉丝“花钱狂欢”的愿望，而商业资本在利益

的驱动下，纷纷参与其中，成为娱乐的追随者，进一步

推动粉丝群体陷入消费文化的集体狂欢之中。

3 体育“饭圈化”的影响探究

体育“饭圈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竞技体育

项目的知名度和讨论热度，对小众体育项目的推广起到

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一现象所引发的非理性追星行为

可能会对运动员的长期发展造成阻碍，同时也可能对粉

丝群体自身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一些越轨行为的发生。

3.1 赛场焦点转移

在粉丝大量涌入体育圈之前，成为一名“体育迷”

通常需要一定的门槛，即必须具备相应的体育知识。在

那个时期，媒体和大众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体育赛事

本身。然而，“饭圈”作为一种娱乐化的网络社群，将

群体的关注焦点更多地转移到了赛场之外的体育偶像

身上，导致与赛事无直接关联的话题频繁出现在社交媒

体上。由于赛场外的追星活动几乎不需要任何门槛，体

育运动员的“偶像化”风气趁虚而入，使得运动员的身

材、恋情等花边新闻充斥着荧幕。此外，粉丝们过度“神

化”偶像，使用夸张的赞美之词来拔高运动员的实力，



聚知刊出版社 科技创新发展

JZK publishing 2024年 1卷11期

20

或者在运动员失利时，轻易指责其教练的训练方式，这

些行为实际上对运动员的良性成长极为不利。这种聚焦

于个人而非赛事的行为，不仅与体育精神背道而驰，还

进一步强化了“饭圈”的排他性，助长了粉丝盲目、狭

隘的偏执意识。

3.2 非理性情感宣泄

体育“饭圈化”受到批评与“饭圈”中粉丝的狂热

行为密切相关。“做数据”“打投”“氪金”“控评”

“站队”等行为被粉丝视为增强情感认同的方式，却也

引发了一些不良后果。原因在于，体育“饭圈”的情感

认同不仅源于对特定运动或运动员的喜爱，还在于共同

对抗其他对立圈层所产生的互动。粉丝的情感体验不仅

依赖于“饭圈”内部的交流，更在于与对立圈层的“反

黑行动”，通过情感宣泄进一步巩固粉丝群体的身份认

同。粉丝们如同战友，为了维护偶像的数据流量和声誉，

团结一致，协同作战，共同抵制那些抹黑偶像的行为，

从而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然而，这种情绪宣泄往往

表现为非理性的狂热，对运动员个人及社会秩序构成潜

在威胁。

3.3 破坏体育精神

体育“饭圈化”现象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

边界，使得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与私人生活被粉丝无差别

地关注。粉丝通过直播、蹲守、跟踪等行为侵犯运动员

隐私，干扰了他们的训练和生活秩序。运动员主要精力

集中在体育训练上，训练场是他们提升技能的关键场所，

需要全神贯注才能提高竞技水平。然而，粉丝不分时间

和场合的蹲守行为严重影响了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和比

赛发挥。运动员私生活的关注度逐渐超过了他们在赛场

上的表现，这不仅削弱了体育比赛的价值，更是对竞技

体育精神的忽视和挑战。近年来，体育“饭圈”中出现

了质疑裁判判罚、制造网络舆论压力、人肉搜索裁判信

息等不理智行为，这些行为反映出部分粉丝在极端情绪

的影响下，已经丧失了对体育精神的尊重。

4 结论

目前，体育“饭圈化”已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社会

现象，对当代青年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单靠

治理某一“饭圈”乱象已难以应对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新

奇现象。尽管“饭圈”乱象的治理并非本文的核心议题，

但其探讨价值不容忽视，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饭

圈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将“饭圈”纳入网络治理

乃至国家治理议程的关键因素，这主要表现在“饭圈”

特有的话语体系、情感极化以及行为模式不断扩散，成

为数字平台上的“通用逻辑”，进而侵蚀体育精神和体

育规则。然而，对粉丝群体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贴上“无

脑”“盲从”的标签。尽管粉丝群体平均年龄较轻，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缺乏思考能力，其行为必须置于

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量。例如，粉丝的“数据依

赖症”是在平台算法技术诱导下逐渐加剧的，“饭圈化”

似乎已成为网络社群与平台间的一种新关系形态，“饭

圈”规则成为粉丝在数字平台上行动的一种指导原则。

因此，要超越粉丝行为的表面现象，深入剖析体育“饭

圈化”背后的社会问题，梳理“饭圈化”与市场转型、

国家权力下放、商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理

解“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互动关系，实现“饭圈”

的自我治理，并有效降低“饭圈化”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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