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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文化”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研究

周洲

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摘要：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紧密结合，催生出了独特的“饭圈文化”。信息茧房作用下，

“饭圈文化”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塑造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有碍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不利于青少年的个

人成长及全面发展。因此，为应对“饭圈文化”冲击，在剖析其形成原因及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发现并审思它对

青少年的消极影响，探索“饭圈文化”下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路径，引领“饭圈文化”健康发展，重

塑广大青少年美好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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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是由大量分散的粉丝联结起来组成的小圈

子，实质为粉丝圈、粉丝群。圈子内，以粉丝对偶像的

崇拜为引线，自发凝结成了系统的、有组织、有计划、

有目的的网络群体，具有强烈的封闭性、排他性和自我

优越性。在“饭圈”中流行起来的特点词语、口号、行

动等形成了“饭圈文化”。“饭圈文化”虽然满足了小

圈子粉丝自我追求美好的心理需要，但从长远看来这种

文化使得部分青少年沉迷于追星而迷失人生方向、对错

不分、胡言乱语。所以，积极推进“饭圈文化”下的青

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路径研究对呵护青少年健

康成长、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1“饭圈文化”形成的原因及其特点

最早崇拜、追随于某位明星艺人的个人会自称为

“粉丝”。粉丝主要以单独个体的活动形式追捧偶像。

近几年，随着网络世界的蓬勃发展以及全球化地加重，

以东亚日韩、西方英美两国为主传来的“饭圈文化”对

我国文娱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我国文娱产业

的结构、发展趋势、从业人员和受众群体。在“饭圈”

里，粉丝不再以单独个体的形式活动，取而代之的则是

追星人形成的一个完整庞大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

标的集体，集体里每个单独个体按照各自不同的分工进

行追星活动。根据艾漫数据和微博联合公布的《2018

粉丝白皮书》，“71.2%的粉丝为本科或大专学历，高

学历学生族是追星主力军，全日制学生占比 57.5%
[1]
”。

可见，追星族绝大多数是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人，他们

时间相对自由宽裕且无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等负担，日

常闲暇有精力混迹“饭圈”网络。因而，“饭圈文化”

也表现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1.1“饭圈文化”形成的原因

第一，“饭圈文化”形成的外因。以日韩、英美为

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物化艺人，将艺人明星包

装为供人欣赏的、贩卖梦想的、拥有皮囊美丽的商品。

为了使商品获利，资本家们利用运营策略，开展刺激粉

丝的商业活动，如专辑冲销量、网络刷数据、平台集资

金、线下贩卖周边、解锁应援等。这时，单个粉丝的贡

献力量是分散有限的，为了提高自家偶像的商业成绩，

粉丝们便自发集中为一体，依靠“饭圈”来分工完成艺

人背后的“资本家账单”。

第二，“饭圈文化”形成的内因。一方面，当代青

少年生活质量颇高，他们生于物质财富较为充足的年代，

因此他们在满足了生活基本需求“吃饱穿暖”、“有学

上有书读”以后，更加追求外表光鲜亮丽的精致享受，

这让卖弄“颜值经济”的偶像商业资本有机可趁。另一

方面，社会节奏加快，绝大多数青少年无法从忙于工作

的父母家人处得到足够的关心，家长及老师重视学生成

绩更是大过于重视学生本人，忽略了学生的自我认同需

要，让学生的精神无以寄托，情绪得不到宣泄。而在“饭

圈”里，粉丝和偶像成为了一家人，互相见证彼此的成

长，使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归属感。若是自己负责领域

的“成绩”亮眼，偶像越来越出名，青少年便能从中获

得现实生活难以感受到的振奋感和成就感。

1.2“饭圈文化”的特点

第一，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性。相比于以往零

散化、个人行为式追星,“饭圈”具有严密而鲜明的组

织性
[2]
。“饭圈”中有后援会管理员、打榜组织员、数

据组组长、美工组组长等职位，他们将不同的任务向下

分发给每个粉丝，于是“饭圈”呈现出一部分粉丝负责

控评、做数据、产出照片和视频等，一部分粉丝负责反

黑、组织线下应援等。他们始终以帮助偶像更出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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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偶像的商业价值为目的进行活动，具有高度的集中性。

第二，强烈的排他性与自我思想先锋价值标榜性。

各种网络社交平台是“饭圈文化”的主要阵地，粉丝各

司其职为偶像应援。“粉圈”中的各个组长为意见领袖，

掌握着“饭圈”的绝对话语权，各组织间相互呼应、帮

助，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控评”、宣发，为自家偶像

争流量、博眼球。若是网友对此类刷屏宣传行为表示反

感，“饭圈”则会以团体形式出动“执法”，指责网友

审美低级、不会欣赏。“饭圈”群体将一切批评声音皆

认为是反驳者们自我智识上的不足，认为自己所制作造

出来的“饭圈用语”、“控评”行为等皆是前卫时尚的，

自带优越感，建构起思想先锋式的自我形象，彰显自身

在“饭圈文化”中所附着的文化资本优越,以及在审美

品位上的高级
[3]
。

第三，极具封闭性，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哈佛大学

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对信息茧房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认为信息技术为人们提供了自我思想空间所需要的海

量知识与信息,这可能导致人们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

所引导,成为“孤岛”、成为像蚕茧一般的与世隔绝的

“唯我信息空间”
[4]
。比如，“饭圈”头子负责发号施

令，众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学生粉丝则为“小粉”，

要负责完成“大粉们”所布置的工作。青年学生缺少社

会经验和价值判断，很容易对看起来发号施令、头头是

道的上级者产生崇拜与憧憬，从而丧失了主观能动性，

一昧片面地跟随“大粉”形成狭隘认知。

2“饭圈文化”对当代青年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

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5]
。青年学生是为社会发展

注入动力的源泉，是社会和国家未来的希望。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做好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成

健康向上的主流文化尤为重要。面对如今“饭圈文化”

盛行，不可否认给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积极影

响。如 2019 年香港乱局时，“饭圈”女孩集体出征，

在网络上掀起了守护“阿中哥哥”的爱国主义行动，传

递出正能量
[6]
。面对分裂香港的恶势力，“饭圈”女孩

将国家摆到偶像的位置，对其进行维护、打榜、刷屏，

对任何企图分裂祖国的声音给予强烈谴责，强化了青少

年心目中的爱国精神。但同时“饭圈文化”对思想政治

教育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健

康的价值观，使青少年大力追求外表多过于内涵，崇拜

金钱纸醉金迷带来的享受，向往所谓的自由，精致利己

主义已外溢到其他空间领域，亟须治理。

2.1 扭曲青少年价值观，奉行“颜值至上，金钱至

上”

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成熟，缺乏社会经历，看待社

会事件和社会问题较为浅显，对娱乐资本打造出来的俊

男美女产生迷恋，被光鲜亮丽的衣着打扮吸引。青少年

不再以勤劳踏实苦干的人为榜样，而是将外表好看、打

扮时髦视为榜样。学习上，分散精力、注重穿着，高中

生带妆上学现象严重；生活上，攀比成风，即使都穿着

校服，但更加注重鞋子款式、品牌的攀比；社会上，受

人羡慕崇拜的不再是靠自己后天努力的成功人士，而是

向往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模样美丽的人，这些都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2.2 境外势力趁机而入，破坏意识形态工作明显

由资本主义国家传来的“饭圈文化”对我国青少年

思想吞噬严重。青少年思维能力不足，容易被资本主义

表现的假性自由所欺骗。例如，韩国不管中方反对，执

意部署萨德计划，严重损害到我国主权利益，于是我国

颁布了禁韩令，限制韩国艺人等来华演出。境外势力借

此拉拢洗脑“饭圈”群体，对青少年进行意识形态“攻

心战”，让青少年觉得自己追求偶像的自由被限制，自

己的言论得不到回应和满足，因此对国家政策表示不理

解。再例如，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时，我国禁止艺人明

星开演唱会以造成大规模传染。而国外没有管控演唱会、

音乐会等娱乐活动，并将活动现场图片和视频上传到微

博平台，“饭圈”群体看了很被浮于表面的“自由、青

春”感所渲染。

2.3 极化现象，造成网络不文明现象

不同明星之间的“饭圈”各有不同，文化存在“圈

地自萌”，特别是类型相撞，风格相似的明星“饭圈”

之间还存在竞争、拉踩、党同伐异等问题。为了影视作

品番位之争，各粉丝群之间相互诋毁、拉踩或是喊话明

星工作室，已是常见的现象。为了毫无意义的争夺，粉

丝与粉丝之间常常恶言相对。2024 年，在中央网信办、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透露，“过去一年来，中央网信办累

计清理拦截违法违规信息 5745 万余条，处置账号、群

组 781 万余个，关闭下架了网站平台超过 4800 家
[7]
”之

繁多。

3“饭圈文化”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软性治理方式，遍布于家庭、

学校、社区、社会组织等诸多场域，且在个体社会化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具备参与“饭圈文化”治理

的可能与优势
[8]
。

3.1 与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相结合

近些年随着娱乐事业的影响力，国家主流媒体为吸

引大众目光完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的向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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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逐渐启用当红明星艺人参加节目、参与编排完成

宣传工作。例如央视就多次邀请当红偶像拍摄正能量宣

传短片、参加“春晚”“诗词大会”等富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色彩的节目；再例如新华社作为国家知名公信力

强的新闻媒体，也多次采访艺人明星的“逆境重生”故

事，用名人面对困难，敢于斗争的真实经历来教育大众

不惧艰难，勇往直前。“饭圈”群体更是因自家小哥哥

小姐姐能参与这种项目，而感到自豪骄傲的。在他们看

来，这是一种被主流认可的光荣，是又红又专的新时代

好典范。因此，整治饭圈，落实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需要主流媒体介入网络空间，积极传播正向文化，多多

开展偶像艺人宣传主流意识活动，强化主流媒体舆论的

主导力。

3.2 加强审美教育，强化价值引领

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
[9]
。毋庸置疑人人都是向往美，追求美的，但是不应该

将“美丽的外貌”局限于白幼瘦风格，更不应该将“美”

局限于外表。开设美育课程、建立科学美育评价机制，

提高青年审美品味，加强审美能力，培养多元化审美标

准，不再单一追求脸谱化的外表，进而包容认可一切，

强化自我认同感。

3.3 加强网络舆论监管，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有关社会

团结的重要支撑。信息化爆炸的时代，网络上充斥着各

种各样的信息，每个人可以不计实名的在网上发布任何

评论，真假莫辨。热衷于网络冲浪的“饭圈”青年们把

网络当作是认识世界的核心方式，否定怀疑家长、老师、

学者等专业人士发出来的信息，却一致认为饭圈同伴、

网友、网络红人发出来的信息一定是可信、可靠、可跟

随的。“饭圈”是网络群体，因网而生，因网而起。要

进一步加强网络娱乐平台的监控，了解网络舆论风向，

监管“饭圈”动态，直击粉丝心态，将“线下思政课”

以新闻报道、撰写博文、课外实践的形式搬到线上来，

以青少年们乐于接受的形式，生动活泼地、富于创造性

地讲好思想政治教育课堂。

3.4 培养正能量偶像，提升主流文化的影响力

社会主流文化包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用社会主流文化影响青年价

值观[9]，减少“饭圈”群体极端行为的出现。首先，

正能量偶像的选择上需要斟酌考虑，不能一味将成绩优

异、乖巧顺遂等特点作为选择的标准，这只会让青年觉

得脸谱模板化。近几年，我国越来越多青年大学生将目

光转向于体育业，马龙、谷爱凌等优秀运动员收获了不

少粉丝。这些用坚持、用汗水、用泪水夺得荣誉为国争

光的健将些是新时代正能量偶像，社会媒体应多给予他

们曝光量，追随正向偶像，改变“饭圈”极端行为。其

次，毕业于知名高校的记者王冰冰，在网络爆火被青年

们选为“最喜欢的小姐姐”，她所播报的每一则央视新

闻，主持的每一栏节目都被青年们追踪观看。正能量偶

像与主流媒体相互作用，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青少年受众度。最后，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多创造例

如《战狼》一样的主旋律佳片进行爱国教育，以电影的

形式吸引到青年观众。对标《变形金刚》《美国队长》

等美式大片在我国热映吸引到不少青年观影，不可置否

这些影片确实是制作精美的佳片，但是其主题是宣扬美

式精神，弘扬美国是正义、厉害、自由的。长期观影的

青年会因此被洗脑，追随虚假的正义与自由，产生不正

确的意识形态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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