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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饭圈文化”乱象对青少年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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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文化”乱象以青少年为主要群体，且出现了低龄化、极端化、排他化的趋势，其危害直接破坏了新时代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目标，触犯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其危害的表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
“饭圈文化”恶趣味、病态化、走极端的套路借助于网络手段，使青少年缺失了对善恶美丑的辨别能力和对艺术本真的价
值认识而对浅薄无德的娱乐偶像产生了盲目崇拜；二是“饭圈文化”呈现的非黑即白、有我没你、动辄开战、狂热粉丝等
极端现象已经使基金圈、电竞圈、文创圈、体育圈、戏曲圈、文博圈等领域都面临“不能承受之重”；三是“饭圈文化”
毁掉的将是整个一代人，污染的是整个社会风气。长之以往，势必败坏整个社会肌体和民族精神，这些危害必须给予高度
警觉，必须进行彻底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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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

予青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而目前的“饭圈文

化”乱象已经从文娱圈扩散到基金圈、电竞圈、文创圈、体

育圈、戏曲圈等社群，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

切期望完全是背道而驰。

“饭圈文化”乱象以青少年为主要群体，且出现了低

龄化、极端化、排他化的趋势。“青少年是‘饭圈文化’的

主要受害者，‘饭圈文化’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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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时态、全领域的，对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产生的严重冲击尤其值得关注 [1]。”这就意味着其危害直

接破坏了新时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育人目标。其毒害触犯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毁掉的将是整个一代人，长之以往必将败坏整个社会肌体和

民族精神。这些危害必须给予高度警觉，必须进行彻底根治。

2 “饭圈文化”的恶趣味、病态化、走极端

的套路借助网络手段，使青少年缺失了对善

恶美丑的辨别能力和对艺术本真的价值认识

而对浅薄无德的娱乐偶像产生盲目崇拜

“饭圈”（“粉丝圈子”的简称）是青少年为主体的

追星粉丝自发组成的文娱社群逐渐发展成为有组织、专业化

的利益圈层。伴随着资本对文娱产业的深度介入，饭圈内部

逐渐形成了链条完整、运行有序的组织架构和领导结构。其

核心逻辑是粉丝用数据或流量“参与制造偶像”而替代从前

“远距离欣赏偶像”。

青少年是“饭圈”和娱乐圈的主要群体，且出现了低

龄化、极端化、排他化的趋势。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显示，中国未成年网民参加粉丝应援比例达到 8%，其中主

要参与者为初中生。

尤其是 1995—2010年出生的 Z世代青少年已经逐渐成

为网络文化的消费主体和网络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传播者。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第 45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3月，中国互联网网民年龄分布中，10~19岁的网民群体占

比达到 19.3%，有近 1/5的网民是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 [2]。

他们所构筑出来的网络图景中的饭圈撕战、凡尔赛现象、陪

伴经济、有尊严地摸鱼、黑界、祖安文化等青少年亚文化现

象，极大地伤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列举的“饭圈

文化”的多宗罪：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互撕谩

骂、造谣攻击、人肉搜索、攀比炫富、奢靡享乐、雇佣水军、

刷量控评、制造话题、影响传播秩序等，更是令人发指。这

些恶趣味、病态化、走极端的乱象已经揭示出饭圈文化几近

于“养蛊”。

“饭圈文化”乱象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以作品为中心

的文化产品消费逻辑，而且严重地污染了本该清朗的网络空

间，更是深远恶劣地毒害了、扭曲了原本处于“立人”、成

人之际的青少年的人生目标，不利于青少年的辨别力提高和

判断力提升，不利于青少年树立正向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审美观。

3“饭圈文化”呈现的非黑即白、有我没你、

动辄开战、狂热粉丝等极端现象已经使基金

圈、电竞圈、文创圈、体育圈、戏曲圈、文

博圈等领域都面临不堪重负

3.1 “饭圈文化”病态风气的极大负面效应已经扩

散至基金圈、电竞圈、文创圈等领域，弥漫到了日

常生活

“饭圈心态”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入侵。据《北京

日报》报道，现在不只是包括饭圈话语的破界，更值得警惕

的是病态风气的极大负面效应。目前，基金圈近日诞生了首

位有粉丝后援会和微博超话的基金经理；电竞饭圈热衷过度

解读职业选手操作。显然，资本无序扩张不止表现在娱乐圈，

“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平台垄断、教育课外培训负担过重

等问题，实质也是资本逐利最大化所导致 [3]。”据《广州日

报》2021年 3月 12日 4版报道，网络上有博主发布文章称，

试卷和教辅上出现大量流量明星，涉及语文、英语、政治等

多个学科。此外，当下在许多网民中蔓延的戾气、互撕、狂

热情绪、“我不喜欢的东西就必须消失”的排他意识，也是

饭圈文化弥漫的产物。

3.2 “饭圈文化”病态风气侵入体育界使体育健儿

的新偶像的价值引领和示范效应变味

体育健儿优化了偶像结构是好的趋势。体育健儿刻苦

训练、突破极限、文明竞技等体育精神是值得发扬的。与娱

乐明星可以包装出道不同，运动员的成绩是靠实打实的艰苦

训练、科学训练而取得的。他们的日程被大小赛事填满，需

要一个安静舒适的舆论环境护航，而不能像明星一样精于包

装和刻意地营造“人设”，聚集人气。

例如，东京奥运会男乒亚军樊振东从广州出发征战全

运会，不少粉丝前来送机，现场秩序一度失控。事后他特地

发布微博：“绝对不希望被接送机和追拍，也不会在个人场

合签名合影，恳请球迷们允许我做个普通人。”

针对樊正东机场被围引发混乱，全红婵家被围骚扰、

汪顺遇狂热粉丝围攻等新现象，引来了央视网的大声疾

呼 别让饭圈套路侵入体育界。

4 “饭圈文化”毁掉的将是整个一代人，污

染的是整个社会风气，长此以往势必会败坏

整个社会肌体和民族精神

4.1 “饭圈文化”冲击了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进入 21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于网络为主

要工具和载体空间向其他国家植入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价

值观。他们打着“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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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隐蔽、软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在网络文化空间中极力

推行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瓦解其他国家网民的选择

意志和原有价值观念，以实现全盘“西化”的目标。中国一

些网络文化产品与服务尤其是网络游戏中充斥着西方文化

价值观念，一些媒体喜欢求新求异，追求时尚，片面看重经

济效益，不加选择地传播西方文化思潮。“西方国家则以网

络空间为载体，将自由化、享乐主义、殖民意识、消费主义

思想等植入青少年价值观念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如凡

尔赛文学、陪伴经济等网络文化现象 [4]。”这些网络文化融

入封闭性、排他性和单核性的“饭圈文化”，由“饭圈文化”

内部的资本运作主体、粉丝以及偶像相互作用，并经过“饭

圈”的动态运作得以广泛传播。其结果导致了“饭圈文化”

强烈地冲击了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是对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的冲击。不同粉丝群体之

间相互攻击、彼此割裂，抹黑、告密、造谣行为屡见不鲜，

冲击“文明”“和谐”价值观。

二是对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的冲击。明星的偷税漏税

行为，经纪人、平台、粉丝群体合谋操纵的非法集资行为，

利用公权力打榜应援的新型“微腐败”以及其他违反公序良

俗的行为。还有一些粉丝扬言为某涉罪艺人“劫狱”，或以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为艺人参观靖国神社的行为强行“洗

地”，则触碰了法律、道德、伦理和民族感情的底线，冲击

了“公正”“法治”价值观。

三是对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的冲击。一些明星自

恃粉丝众多，便不肯用心锤炼作品，频频耍大牌、用替身，

失去了对艺术起码的敬畏，冲击“敬业”价值观。明星的流

量数据造假或炮制虚假繁荣，粉丝受“饭圈”只讲立场，不

讲是非，冲击了“诚信”“友善”价值观。

4.2 “饭圈文化”消解了青少年对正面英雄、偶像

的价值引领功能和道德示范功能

“饭圈”设定的“人设”的“颜值即正义”使外在形

象淹没了内在品质的价值张力，使传统偶像的超越性和崇高

性归于世俗和平庸。“饭圈”这个由资本、传媒、明星和粉

丝构成的消解偶像的价值凝聚功能和道德示范功能的道德

缺失的圈子，直接冲击了对正面英雄、偶像的示范引领作用。

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的青少年，热衷于通过供养、追捧流

量明星来获得自身的存在感，崇拜明星戏内戏外一掷千金、

挥金如土的生活状态，成为科学家、医生、教师、军人、警

察、运动健儿等不再是很多孩子的梦想，他们的梦想答案变

成了做网红、做明星、做主播。青少年不再崇尚社会主体人

群的专业高度、职业意识、人文情怀与奉献精神，更难认同

普通人以诚实劳动获得美好生活、赢得自尊的生活态度与价

值观。因为置于“饭圈”中心的偶像明星只是个“人设”。

这个“人设”是资本、传媒、明星和粉丝等多方欺骗性的虚

假设计包装，消解了偶像的价值凝聚功能和道德示范功能。

4.3 部分娱乐明星的虚假道德形象误导青少年对娱

乐明星的非理性、盲目的人格崇拜，破坏了青少年

独立人格的养成和完善

青少年对娱乐明星的非理性、盲目的人格崇拜，主要

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当本人心目中偶像的丑闻被曝光后，非但不能直

面揭露出来偶像存在的真实缺点，并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将自

己的这种认识传达给偶像让其反思，反而迁就甚至更加支持

偶像。一部分青少年追星族不切实地幻想着能够将偶像的道

德水准剥离于专业技术之外。他们只看自己崇拜的偶像的专

业技术，忽视偶像的道德水准，依然支持他们，加速了偶像

的道德堕落，破坏了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规范。

二是不计后果地追捧自己偶像。

三是不择手段地引起偶像的注意。这些的畸形的追星

行为警示我们：“部分青少年追星行为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

误区。而这些非理性行为，从本质上而言，是青少年对自己

偶像的人格崇拜造成的 [5]。”

4.4 “饭圈文化”的消费观和养成类节目颠覆了社

会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放大了阶层差异

“饭圈”消费所追求的更多的话语权、梦想的精神寄

托与虚拟体验，都批判甚至是颠覆了社会主流文化、精英文

化，宣泄并反抗了阶层差异。“饭圈”消费现象的特征主要

有如下几个：

第一，“饭圈”消费价值的符号性。粉丝消费者被感

情驱使，看重的是商品的偶像符号价值，而非商品本身的使

用价值。

第二，“饭圈”消费情感的狂热性。粉丝对偶像的迷

恋使得他们大多的消费属于带有感情投入的收藏性目的。

“饭圈”中甚至会出现了以粉丝的消费数据来衡量对偶像喜

爱程度。

第三“饭圈”消费习惯的成瘾性。

第四，消费者和经营者的重叠身份。部分粉丝会以“剪

刀手”或“写手”的身份存在于“饭圈”。他们通常利用本

身所具备剪辑、写作、P图等技术对偶像的作品进行再创作

获利。

“饭圈文化”放大了社会的阶层差异，容易造成青少年

心理的失衡。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近年来，社会阶

层固化现象日益加深，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性越来越强 [6]。”

其结果是导致了青少年为抗议社会阶层的差异而成了一个

娱乐至死的物种。

例如，一些低俗的、误导性的“饭圈语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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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sl”“sj”“sr”等用英文缩写的网络语言被青少年粉

丝大量引用，降低了对主流文化的接受程度，背离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和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不利于正确的伦理道

德观念的形成。

又如，明星亲子节目错误示范了资源的“世袭”，放

大了社会的阶层差异，容易造成青少年心理的失衡。2021

年 9月 2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通知》专门对偶像养成类

节目、明星子女参加的综艺娱乐及真人秀活动做出“禁播”

规定：“这是因为，偶像养成类节目往往在短时间内把并无

业务实力，仅靠外表、话题博出位的素人捧成偶像，诱使青

少年产生不奋斗、走捷径的错误人生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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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非我们的本族语，使用起来有诸多限制，词汇量不够、语

言不地道、思维习惯不同，这些都可以通过阅读原汁原味的

英语文章得到改观。仿写是写出地道英语的第一步，有时候

学会的一种场景描写可以被很多别的场景借鉴使用。但是借

鉴的东西不是原封不动地直接照搬。读后续写有个要求是不

得抄袭前文，这就意味着要用自己的语言来描写，创造性地

写出自己的东西才是读后续写的最终目的。英语有句谚语：

“ ”读后续写的提高还得落实到笔头上，

要让学生养成日日读书，周周练习写作。教师也要勤批作文，

写得不好提出修改意见再重写。日积月累，学生能看到自己

在不断进步。

5 结语

读后续写英语写作教学不应以机械地背诵高级英语表

达、模板甚至篇章为主要方法手段。这样做花费在记忆上的

时间不少，却收效甚微，不能起到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外语

能力的反拨作用，就失去了该题型设置的初衷 [3]。读后续写

是一种提供一定语境，以续促学的特殊写作方法，是一种调

动学习者主动情感，帮助学习者创造性学习的过程。教师要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

适应这一考试形式并且取得满意的效果。此外，教师应当秉

承科学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手段，不宜急于求成，要关注学生

的动态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着眼于学生的可持续性

发展，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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