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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饭圈文化”认知调查及正向价值研究
文 /漆艳 柳平

引言
当前，青年大学生是活跃在互联网的主要群体，学生在关

注娱乐新闻或参与“饭圈”活动过程中形成认知和价值观，这
一认知对其思想和行为产生较大影响。基于此，笔者围绕“大
学生对‘饭圈文化’的认识与态度”“对饭圈乱象与低俗饭圈
语言的认识与评价”“对偶像明星不法行为秉持的态度”进行
深入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抽样选取
不同年级、不同地区的青年大学生，样本覆盖 16 个省份，共
发放问卷 2019 份，有效回收问卷 2019 份。问卷由 20 个问题
组成，内容涵盖性别、年级、生活费用、对“饭圈”的了解程
度、追星原因、追星方式、偶像消费观等多个方面。

1. 青年大学生对“饭圈文化”的基本认知与态度
调查发现，当前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明星”类型是“偶像

明星（娱乐圈）”，有 1263 人选择，占比 62.56%，其次是
“文学圈”，占比 24.27%，“电竞圈”和“网红”也有一定
的受欢迎程度，占比分别为 22.34% 和 19.47%。相较之下，

“体育圈”和“戏曲圈”选择的人数较少，占比分别为 18.77%
和 6.84%，说明大学生更热衷于追逐娱乐圈的明星偶像。在

2019 名学生中，219 名学生对饭圈非常了解，768 名学生表示
“略有了解”。其中有 273 名学生加入过“饭圈”组织，以上
数据表明“饭圈文化”已然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开来，且置身
于“饭圈文化”影响之中。

大学生参与追星的原因有多种，调查可知，青少年“入
坑”的首要原因是“欣赏偶像的才华横溢和敬业精神”（占
57.55%），其次是“偶像的高颜值、好身材和时尚穿搭”（占
40.02%），这显示了青年大学生在追星方面的偏好；此外，部
分学生视偶像为“精神寄托和动力支持”（占 37.89%），将互
联网“冲浪”视为短暂逃避现实压力的平台（占 19.42%），
或希望在互联网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占 7.58%）。值得注意
的是，占比第二位“偶像出众外貌条件”的选择也反映出当下
“颜值主义”“看脸文化”的盛行，甚至形成“三观跟着五官
走”的错误思想观念，对外貌形象的关注胜过个人内涵，甚至
在交友时习惯以貌取人，或以外形攻击他人，忽视对个人和他
人优良品质的追求，造成青年大学生畸形审美观。

此外，大学生对“饭圈文化”的认知也存在差异。一方
面，有人认为参与“饭圈”组织是很正常可提倡的行为，有助

摘要：“饭圈文化”是互联网和娱乐文化高速发展的产物，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尤为盛行。然而，“饭圈文化”
存在两面性，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掌握大学生“饭圈文化”认知态度并发挥积极作
用意义重大。本次调研旨在深入了解大学生群体对“饭圈文化”的看法和参与度，准确把握当代大学生的价值
观、娱乐消费习惯以及社交方式，同时挖掘饭圈正面价值，助力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希望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在
大学生追星浪潮中“借力打力”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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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现自我认同（占 43.68%）；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可能
会导致信息视野变窄，思维认知狭隘化（占 19.81%）。在看
待“饭圈”极端行为上，多数学生表示不能理解或持保留态
度，少数学生选择理解。这表明，当前大学生群体价值观总体
向上向好，但呈现新的变化特征，部分学生受娱乐文化思潮影
响，出现情绪不够稳定、思想观念行为偏颇失范等现象，需加
以正确引导。[1]

2.“饭圈文化”影响下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基本特征
首先，青年大学生恪守网络道德，具有正确是非观念，

但部分学生无视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
力下降。

关于对“饭圈文化”的认知和“饭圈乱象”的态度，调查
显示，43.68% 的学生认为“饭圈文化”是一种社会思想多元
化的表现，可增加自身认同感与归属感；39.37% 的学生则认
为这是一种过于盲目行为，需要辩证看待。关于“饭圈”极端
现象和过分行为，24.52% 的青年大学生表示身边有私生饭、
大额消费、充钱刷榜等非理性行为，针对这一现象，39.62%
的学生表示“不可理喻，不能理解”，56.17% 的学生认为

“说不好，部分可以理解”，这表明大学生对“饭圈乱象”持
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其中不乏一些学生面对此类现象不能理
性看待，认为“完全可以理解”的学生占 4.21%，反映出此
类学生是非价值观错位，法律意识淡泊，需加以正确引导。

关于娱乐环境与饭圈文化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调研发
现，在面对“比起其他工作，你会更想要做网红或明星吗？”
这一问题时，选择“是”的学生占 14.71%，选择“否”的学
生占 85.29%，非表演专业学生想要跨行做网红或明星，这说
明部分青年群体受追星环境的泛娱乐化风气影响较大，对部
分演艺从业人员的高价片酬和明星光环产生羡慕心理，希望
效仿部分明星网红仅凭颜值身材或营销炒作等方式实现经济
自由，这表明部分学生存在追逐名利、不劳而获、一步登天的
不良心态。

针对明星失德行为以及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大学生道
德观总体呈现积极态势，但仍有部分学生表现出道德法制观
念淡薄。调查显示，面对“偶像做出什么行为会让你脱粉”这
一问题，有 153 名学生的态度是“颜值即正义，不管偶像做
什么都不会脱粉”（占 7.53%），这表明部分学生在道德判断
上存在偏差，秉持“颜值至上”的态度，对偶像明星违背公序
良俗甚至不法行为没有正确认知，或毫无底线原则，或不为所
动，表现出青年大学生自身对社会责任的漠视，说明部分大学
生已然遭受饭圈乱象的侵蚀，形成是非不分的错误价值观。

其次，青年大学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但部分
学生没有理性的价值判断，极易迷失在物质化、虚幻化的偶像
消费中。

针对偶像消费现象，调查结果显示，73.45% 的青年大学
生每月基本生活费用在 1000-2000 元内，属于正常范畴。面对

“偶像消费是否有必要？”这一问题，认为“有必要”的学生
占 5.2%，认为“没有必要”的学生占 25.71%，认为“无所
谓，个人选择”的学生占 69.09%，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偶像
消费并非必要，显示出较为理性的消费观念，而 22.09% 的学
生每月存在偶像消费，其中不乏一些盲目消费者。消费“200
元以内”的学生占 15.11%，消费“200-500 元”的学生占
4.56%，消费“500-1500 元”的学生占 1.19%，消费“1500
元以上”的学生占 1.24%。其追星消费主要在于购买小卡、
海报、专辑或代言产品，或参与演唱会、见面会等活动。一
方面，说明部分大学生追星消费金额较高； 另一方面，“追
星”也推动了大学生消费选择多样化，然而尚未经济独立仅依
靠家长发放生活费作为经济来源的大学生，盲目将本该用于
生活和学习的费用花在偶像上换取“圈内”认同感和存在感的
行为，极易导致学生迷失在物质化、虚幻化的偶像消费中。

在追星方式上，部分大学生选择通过“应援刷榜”“成
为网络付费会员和观看偶像出演的节目、电视剧”等方式线上
关注偶像动态和作品，但许多学生选择参与线下活动或购买
周边产品的方式支持偶像。其中，“花钱买专辑、实体周边和
偶像代言产品等冲销量”的学生占 17.34%，“参加演唱会、
见面会等线下活动； 粉丝聚会或粉丝组织的助力活动”的学
生占 11.44%。这表明仅线上关注不实际消费的学生占多数，
拥有较为理性的消费观念，但有 446 名学生曾有偶像消费行
为，说明“饭圈文化”中的“氪金”现象，已然对大学生消费
观造成负面影响，部分学生心智不成熟，将对艺人的喜爱程度
与消费金额捆绑起来，将追星异化为金钱关系，从而出现非理
性消费行为和过度消费倾向。[2]

最后，青年大学生个人生活与“饭圈”区分明显，但受
“饭圈语言”影响显著，低俗词语泛滥导致道德素养缺失，心
理与言行呈现低俗化。

关于“饭圈文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程度，有超过一半
（占 44.68%）的学生认为“饭圈文化”与他们的个人生活有
明显的区别，没有交叉。9.21% 的学生认为“饭圈文化”已
经渗入到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这表明对多数学生来说，这种
文化的影响仍然有限。另外，14.91% 的人认为“饭圈文化”
对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未达到显著的
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三分之一（占 31.2%）的学生认
为“饭圈文化”中的网络流行语言部分渗透较深，对于饭圈用
语的泛滥，52.65% 的学生认为“可能会导致信息视野变得越
来越窄，思维认知狭隘化、封闭化和极端化”，这表明相当部
分的学生已注意到，相较于“饭圈乱象”，“饭圈用语”对他
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广泛且显著，日常生活用语也正在慢
慢被饭圈语言所替代。

当前，类似“C 位”“带节奏”“拉踩”等词汇或“yyds
（永远的神）”“y1s1（有一说一）”“srds（虽然但是）”
等缩写在公众话题中频繁出现，这些专用于饭圈粉丝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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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因其便捷性、准确性、形象性的特点，渗透在大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并逐渐演变成对立群体之间互相谩
骂攻击的工具。诚然，用各种缩写拼凑的饭圈语言，仅用几个
字便能表达一整段话才能解释说明的内容，在网络骂战中，自
然具备相当的优势，但过于便捷的饭圈语言无疑会削弱人们
表达想法的能力，造成使用语言和文字交流的能力下降，进而
消解思考能力，导致道德素养缺失，言行低俗化。

3. 挖掘饭圈正面价值，助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思路
总体来看，大学生对“饭圈文化”持有较为理性的态度，

但在消费观念和对待极端现象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急需正
确的教育和引导。正如本研究的调查显示，32.19% 的学生认
为“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针对性、趣味性不足”，50.72%
的学生认为“学校思政教育要引导学生正确应对互联网时代
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43.68% 的青年大学生认为饭圈具
有积极作用，39.43% 的学生认为需要辩证地看待“饭圈”，
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74.2% 的学生希望明星偶像
能够“发挥标榜作用，向公众传递正能量”。这说明“饭圈文
化”并非都是糟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正向引导。鉴于
此，高校应当在保障大学生爱好自由的基础上，引导其正确认
识和参与“饭圈”，挖掘饭圈文化在大学生精神文化建设中的
正向作用正当其时。

3.1 以新思路开展偶像明星榜样教育，为学生提供精神指
引和激励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所展现的优良品质为大学生树立了鲜
活的榜样，其正面特质能够激发大学生的个人潜能，正如本研
究调查所显示，50.77% 的学生认为学校应“以新思路开展明
星 / 网红榜样教育”； 其次，饭圈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表达
热爱、交流感受的平台，应援活动、公益行动等集体活动促使
饭圈青年发挥强大的凝聚力，这种经历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
团队合作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 再者，追星不仅是一种简单
的日常消遣行为，它为大学生提供了情感释放和自我认同的
平台，这种基于共同爱好的社交活动极大丰富了学生的业余
生活，随着圈层文化的深化，群体间的信息共享和情感支持构
成了强大的心理防护网，有助于学生维持心理健康平衡。[3]

3.2 宣扬饭圈正面案例，弘扬社会正能量
2019 年 8 月的香港风波中，香港“废青”支持“港独”，

在外网中肆意造谣生事，“饭圈女孩”统一战线，自发与“帝
吧”网友、广大海外留学生携手发起抵制港独、爱国援港运
动，维护国家利益，在外网形成“红色风暴”，堪称一堂史
诗级的爱国主义思政课，这堂课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传遍
世界各地，“饭圈女孩”也被《人民日报》点名表扬；2020
年，饭圈青年发挥巨大能量，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进行公益
捐助，他们以明星为名义筹款捐物、驰援武汉、支援湖北，获
得公众的一致好评； 此外，部分明星粉丝后援会成立“爱心
基金”，捐助善款上千万元。如此积极向上的行为让社会重

新审视“饭圈”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正向的饭圈文
化同样可以作为案例向大学生群体宣扬。高校可依托“第二课
堂”，组织开展“饭圈文化”主题讲座、辩论赛、团日活动、
心理剧等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学习饭圈正面案例，建立理性
追星的态度，或邀请校外法律部门专家为学生讲述失德明星
不法行为、“饭圈”中的虚假流量、抢占公共资源、网络暴力
等不良行为带来的恶劣影响，明确盲目追星、饭圈极端行为可
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展警示教育。[4]

3.3 借助明星效应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近年来，央视及其他地方卫视打造的《典籍里的中国》

《故事里的中国》《非遗里的中国》一系列优秀文化节目频繁
“出圈”，取得良好口碑。此类节目凭借优秀的叙事能力、绝
佳的视听效果、超强的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更好
传播。又为迎合观众需求，邀请明星演绎历史人物和历史故
事，打造诸多传统文化底蕴浓厚的优质节目。当前我们身处

“流量至上”的时代，大学生并非不喜爱传统文化，而是不喜
欢以冗长、乏味的说教形式讲述传统文化，需精心挖掘传统文
化与现代表达的契合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高校教育工作
者而言，更应积极利用优质资源，以“传统文化 + 明星效应”
为根基撬动隐藏在年轻一代骨血里最为深刻的爱国情怀。

结语
在如今泛娱乐化为主导的网络环境中，人们浏览社交软

件、获取碎片化娱乐信息的现象难以避免，现代网民尤其是青
年大学生亦难逃脱饭圈文化的影响。基于此，教育工作者应当
跟随时代脚步，强化网络育人，对于青年大学生群体中热门的
娱乐软件、热点话题时常关注，与时俱进，积极挖掘饭圈正能
量，强化责任意识和法制观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做
有“人情味”和“趣味”的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系 2022 年度校级项目《 “饭圈文化”下高校共青团育人
工作路径探究》（项目编号：2022tw0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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