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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饭圈的内涵

饭圈，即粉丝圈，是指某一位流量明星或组合的粉丝在一

起形成的粉丝群体。粉丝们称自己追捧的流量明星或组合为

“爱豆”(偶像英文单词idol 的音译)，饭圈成立后，最主要活

动就是为流量明星或团体应援。在饭圈中粉丝们为流量明星应援

需要粉丝为自己的“爱豆”买海报、唱片、杂志、看“爱

豆”出演的电视剧和综艺，还要追踪“爱豆”所有的消息，

包括接送机、生日包下各大广告牌、给“爱豆”及周边的工

作人员买礼物，公开演出的各类活动上准备应援灯给“爱豆”

加油打气、呐喊助威等等。但是饭圈也不是完全自发形成的，

大部分是艺人经纪公司为将艺人与粉丝牢牢套住而组织起来的，

其实也是经纪公司为了保持艺人的人气培养的一批稳定的追随

者，经纪公司会特意将偶像的形成信息透露给粉丝。每个明星

都有一套自己的应援文化，比如王俊凯的粉丝叫“小螃蟹”，

肖战的粉丝叫“小飞侠”，每个饭圈都有自己的应援色，比如

周杰伦是粉色、王俊凯是绿色。饭圈内部是等级分工非常严格

有序的组织，一部分成员负责为偶像在各大评选活动和榜单上打

榜、刷流量，一部分成员负责掌握为偶像安排接送机和活动加

油，一部分负责拍照修图和拍视频等等，粉丝在粉丝圈领头人

的带领下有计划地为爱豆应援。随着爱豆的低龄化，一批抱着

“老母亲养儿子”心态的粉丝群出现了各种不理智的追星行为，

如逃课甚至辍学追星、节衣缩食或啃老来为“爱豆”打榜应援

等等，由于饭圈群体主要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导致在社会中产

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

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

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

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青年、武装徐盛，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树

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把他们培养成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人。

3  饭圈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

根据艾曼数据调查显示，对追星异常狂热的粉丝群体大多是

20左右的年轻群体，其中20-29岁的女性占71.2%，大学本科以

上的学历占76.8%，这也就是意味着饭圈文化以大学生群体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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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受众。“饭圈文化”的深入发展深刻的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

成长，“为爱痴狂”是否就是饭圈的全貌呢？饭圈文化到底对

大学生有着怎样的了解呢？这需要我们好好研究探讨。

3.1饭圈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3.1.1健康的饭圈文化引导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饭圈文化可以给粉丝强大的精神刺激，让粉丝可以在为自己

偶像“做事”上获得快感与满足。现在的很多爱豆，都是年

轻有为的正能量青年，他们热衷公益号召自己的粉丝做自己力所

能及的公益传递社会温暖。比如最近大火的王一博创办了“公

益小屋”，通过这一平台号召粉丝们一起进行各种公益活动，

还经常通过直播做助农公益，带动粉丝购买了60万斤洋葱，这都

得益于王一博公益超话主持人的多次转发和助力，他甚至带动了

数以千万计的粉丝捐款，王一博主张的是“希望通过我的流量，可

以让别人更加关注正能量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易烊千玺创办

的“易烊千玺公益基金”，首期150万全部用于支持中国扶贫基金

会留守儿童关爱项目；肖战通过中华社会求助基金会向101位品

学兼优的贫困生资助生活费和学费；张艺兴为偏远地区的幼儿保

健院捐献救护车……国家也看到爱豆对青年大学生的深刻影响，

在很多官方宣传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爱豆们的身影，比如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有关晓彤、鹿晗、张艺兴等等；消防大使、禁烟

大使易烊千玺。所以“爱豆”本身的榜样力量也是一种非常好的

教育资源，帮助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粉丝们对“爱豆”的喜爱很少仅仅是因为长相，大部分源于

他们身上丰富的经历和多样的才能。比如王一博经历很长很长的

沉寂期，却依旧不放弃，练习歌舞等待机会，最终成就了现在的

景象；比如易烊千玺，在TFBOYS被嘲笑为“掏粪男孩”的时候，

他们承受了多少网络舆论的压力，当所有人都等着看这三个小男

孩的笑话的时候，易烊千玺成功转型，舞蹈、唱歌、演戏一样不

落下，还是一个雕塑高手。在“爱豆”身上所看到的不服输的精

神、勇往直前的劲头，以及多种多样的才艺都激励着青年大学生

也要向他们看齐，没有轻轻松松的成功，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时时

刻刻都努力向前，然后静待花开。

3.1.2多元的饭圈文化充实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涵盖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各学

院的专业课堂、公共课堂、校园文化活动的举办、校园内的宣传

栏的展示等等。饭圈文化的出现在我国最早始于2005年的《超级

女声》，节目的爆火带动粉丝成为独特的社会群体和文化现象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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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视野，“玉米”、“笔亲”等等粉丝群体高速融合、高

速发展，此后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发展，粉丝和偶像之间变成

了双向沟通，虚拟社群提升了粉丝群体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所

以饭圈文化是一种相当新的概念，它引起了国家、社会、学

校、老师、同学们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饭圈文化所具有

的强大的感召力，到底应该如何引导？怎样利用其与主流意识形

态相配合？这都必然的充实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同时饭圈文化下许多明星参演的优秀作品，可以将其引用到

思政课堂上作为思政课素材，比如易烊千玺的代表作《少年的你》

所谈到的校园暴力现象、王力宏的代表作《无问西东》中扮演为

国捐躯的第一批中国飞行员，借其作品的力量一方面可以增加思

政课堂的趣味性，更重要的是加强同学们参与课堂的热情，提高

课程学习效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一定要注意与时俱进，针对每

一届学生最关注的热点和最关心的问题去安排教学活动。

3.2饭圈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3.2.1加剧了大学生群体价值观的扭曲

饭圈文化具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定：一是狂热的情感崇拜。

在饭圈中，“凡是”现象最为普遍，“凡是爱豆的要求必须满足”“凡

是爱豆的做的一定是对的”“凡是爱豆的指示必须听从”……绝对

主义作风造成了饭圈畸形，“饭圈成员”对偶像的“宗教式崇拜”

使其愿意为偶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对

学生加以及时引导很可能就会迷失自我，忽视了学业。二是狂热

的行动组织。“一切为了偶像”是其唯一目标，饭圈这种长期的、

稳定的、具有完备组织的群体，会通过“集资应援”、“控评”、“反

黑”等各种有组织、大规模的集中应援活动展现其强大行动力和

号召力。三就是狂热的心理满足。粉丝们为追逐偶像进行的各种

行为可以帮助他们逃避生活、学业中消极的情绪，在偶像的成功

中找到自我的价值感和存在感，同时与偶像的亲密接触，打破了

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让他们有一种打破规则的愉悦感。大学生

模仿偶像、崇拜偶像是他们成长过程中非常正常的经历，理性的

崇拜会引领、激励他们人生的发展，但是在这一价值观还未稳固

形成时期，在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如果没有有效的引导，

很有可能促成和加剧青少年价值观的扭曲。

3.2.2引发大学生群体参与网络暴力

在明星艺人们的评论区下面，每个粉丝都在维护自己偶像的

形象，看到个别人在客观评价某位艺人时，言辞间接伤害了粉丝

们的自尊心，最后个别粉丝对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个两个三

个，慢慢的人群在扩大中蔓延，无形之中就形成了网络暴力。例

如前段时间由《魔道祖师》改编的电视剧《陈情令》大火，有粉

丝在微博上发表了质疑和反对《魔道祖师》的言论，随后被《陈

情令》的粉丝人肉搜索，遭遇到各种威胁恐吓，长期的网络暴力

让这位网友不堪重负，最终选择自杀，所幸被抢救回来，暂时平

安康复，但这件事并没有结束，根据爆料，粉丝们打着“想确认

她是否平安”的旗号，正在计划组织再一次的人肉搜索，一家一

家的医院进行信息筛查，想与这名网友面对面对质。饭圈文化大

多是在网络空间产生，没有明确法律条文进行监管缺乏规范性，

尽管央视网、共青团、紫光阁、新京报等多家媒体都出面报道，还

手动艾特了“各种粉圈和粉头”，并呼吁大家拒绝网络暴力，

人肉犯法，但是这样的行为依然屡禁不鲜。由此衍生出了粉丝

圈里的“控评”行为，听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见，他们甚至会

经常在网上搜索偶像的名字，一旦出现负面消息或者是诋毁，

就会立刻“呼朋引伴”到达现场，“控评”控不住就人肉对

方，誓死要让这些说自己偶像不好的人付出代价。大学生在追

星的过程中，受到相同年龄段人集群效应的影响，更易发生群

体性的慌乱、冲动、急躁、轻信等各种不理智的行为，参与

网络暴力的可能性大大加强，如果没有有效的引导，学生们会

花费大量的时间为自己的偶像扫清“负面的声音”。

3.2.3诱发大学生过度消费

在饭圈文化中，“打榜”是饭圈的日常用语，是指粉丝们为了

给爱豆提升讨论度和热度，通过疯狂转发、点赞、评论、发起超

话题、签到等方式，在各大明星排行榜中提高排名的行为，最经

典的应该就是2018 年周杰伦和蔡徐坤粉丝持续对战一各月的对

站，蔡徐坤的粉丝为了赢得这场战斗一个月花费超过1000万元人

民币购买虚拟花。从粉丝角度出发，偶像越有魅力越好，越是对

自己眼光的证明，可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明星只是一个赚钱的

工具。企业需要的是利润，而不是明星。粉丝需要的是明星，而

不在乎成本。在粉丝群体中学生群体是绝大多数，他们在消费上

不理智，更加乐于为爱豆的周边产品等花费大把的钱，甚至一些

微博大V和站子们发表的一些不花钱就对不起自己的爱豆的言论，

使很大一部分人踏上了一场以爱为名的虚荣和随波逐流。如果自

己的家庭能够支持并且承担的起相关消费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对

于大部分学生群体来说自己都处于索取阶段，去购买过多的明星

产品是不切实际的，这也让一部分学生为了追求更多的金钱去想

尽一切办法赚外快。

在新时代多种多样的文化相互碰撞，饭圈文化作为一种特殊

的新兴文化形态必然有其长处和不足之处。这对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作为这样一种无法消灭的文

化样态，要使得其发挥最大的积极作用，消灭消极作用，一方面

不仅对文化自身及文化环境加以变革，引导其与主流文化相适应。

更为重要的是要对饭圈文化的主要参与者大学生不断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提高思想政治素养，为饭圈文化注入新鲜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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