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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袁 新兴媒介以及数字网络技

术被迅速推广并得到应用袁人们进入了一个信息高度融合尧个
体频繁交往的新媒体时代遥 万物互联尧数据互通引发了舆论环

境尧媒介生态和传播机制的深刻变革遥
饭圈文化是粉丝文化伴随着互联网对文娱产业的介入和

偶像工业生态改变所发展出的新样态袁 是粉丝群体以网络社

交平台为主要空间袁围绕特定明星所展开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袁
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特定的圈层传播模式和群体内部的运作机

制咱1暂袁常见为以粉丝群体对其喜好对象进行应援宣传的一种亚

文化现象遥 而体育野饭圈化冶则是饭圈文化与体育圈的结合袁粉
丝群体以网络社交媒体为主阵地袁 围绕体育明星进行生产与

消费行为并生成特有圈层文化袁 产生群体文化认同的亚文化

现象遥 体育野饭圈化冶本无褒贬之意袁但因粉丝群体的行为失范

以及背后资本市场的无序推动袁 使得 2 者的碰撞更多以一种

负面形象出现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遥 2 者适度结合所带来的庞

大经济效益和运动项目关注度的提升袁 对竞技体育项目及相

关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正向推动袁 可一旦被畸形的饭圈

文化裹挟袁势必会背道而驰袁不仅极易造成粉丝群体价值尺度

产生偏差袁 同时对于运动员的自我认知与定位也是不小的挑

战遥 因此袁从多元角度分析体育野饭圈化冶的成因及其产生的社

会影响袁 努力寻求规避不良社会影响的有效措施袁 对于运动

员尧粉丝群体及野饭圈化冶正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遥
1 体育野饭圈化冶的成因分析

体育野饭圈化冶这一现象的出现不单是由于粉丝群体的狂

热追捧所造成的袁 其背后离不开运动员自身的明星效应以及

数字资本市场的推动遥 因而袁资本市场尧粉丝群体和运动员 3
者是影响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遥 本文基于这 3 者视角出发袁并
分析此现象的成因以期构建一个完善的理论架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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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本市场视角院充分挖掘运动员商业价值引导

消费潮流
依托新媒体技术的加持袁 体育赛事转播与报道的形式愈

加新颖袁竞技项目的商业化和娱乐化气息更加浓郁遥 在这种高

曝光度的传播环境下袁不仅使体育项目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袁也
使得各方对运动员本身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咱2暂遥运动员相较于文

娱明星而言袁因长期训练与比赛的影响袁不仅外在身体条件优

越袁内心意志品质愈发坚韧袁且具备较强的胜负欲与荣誉感袁
由此更具有话题性与吸引力遥 正因为其所具备的外在条件与

精神内核更符合当今时代观众的审美取向袁 资本市场不遗余

力地对其进行商业包装袁充分挖掘其潜在商业价值袁努力实现

收益的最大化遥 其中网络媒体行业最具代表性袁各媒体为追求

点击率与关注度袁 利用运动员独特的话题性与吸引力来收割

观众的注意力遥以部分篮球自媒体为例袁CBA 季后赛期间疯狂

使用野辽粤大战冶野郭艾伦冶等词汇进行编辑创作袁甚至不惜恶

意剪辑尧杜撰虚假新闻以求吸引观众眼球袁进而获得点击率与

关注度遥
资本市场为深度挖掘运动员带来的潜在粉丝经济效益袁

将运动员包装为一种可消费的特殊文化产品进行营销宣传袁
并利用粉丝对运动员自身所附带的人格魅力与符号文化的认

同感袁进而激发其对于运动员进行文化消费的欲望袁并试图将

运动员与粉丝群体相互连接形成一种全新的消费文化咱3暂遥资本

市场着眼于运动员庞大粉丝数量背后亟待开发的广阔市场袁
利用舆论宣传尧文化输入等形式引领粉丝群体进行文化消费袁
并在此之间巧妙引导粉丝群体将对运动员的情感转移到运动

员所代言的商品上袁从而达到资本市场引导消费潮流袁收割粉

丝经济的目的遥
1.2 运动员视角院积极扮演多元社会角色主动迎合

新闻媒体
运动员的生成经过了由野自然人冶向野社会人冶的角色转

变袁不仅承载了社会主流文化对其矫健身姿尧顽强意志以及竞

技体育精神的高度赞扬袁 也折射出人们对于运动健儿的英雄

崇拜心理以及对其特殊社会角色的认可遥 运动员承载的符号

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袁 在以 野和平与发

展冶 为主题的当今社会袁 只要在民族发展过程中需要英雄模

范袁就必然会烙印在运动员身上袁运动员作为民族英雄的本质

是不会改变的袁 也正是其被广大群众追捧且获得高度认可的

根源所在遥 运动员因其特定社会角色吸引着资本市场尧新闻媒

体尧粉丝受众的共同追捧袁其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遥
在商业包装宣传之下袁 极具代表性的优秀运动员井喷式

增长遥 运动员的形象也变得生动立体袁不再局限于过去单一传

统的正面英雄形象袁 充分发挥公众人物的带头作用积极充当

野意见领袖冶咱4暂遥这便使得粉丝群体对运动员的崇拜方式悄然变

化袁 除了生成英雄崇拜的心理之外对其产生的情感也越来越

丰富袁不单单局限于运动成绩与竞技状态袁越发趋向于赛场之

下的动态及信息的猎奇遥 在曝光度与经济收益的双重驱使下袁
运动员选择向媒体行业积极靠拢袁 主动现身各档综艺节目或

利用网络社交平台为自己及所在运动队宣传造势遥 这种跨界

合作在使得运动员在收获高曝光度与庞大粉丝量时也为新闻

媒体行业带来了收视率与点击率袁 二者在相互迎合之中实现

共赢遥 同时袁也在无形之中使得粉丝对优秀运动员的热情追逐

程度愈演愈烈袁助推了体育饭圈群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遥
1.3 粉丝群体视角院作为野单向度人冶的个体缺乏批

判与思考能力
新媒体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愈加真实的沉浸式体验在打破

虚拟与现实界限的同时袁使得个体被媒体虚拟加工而成的野拟
态环境冶所包围遥 当个体长期生活在这种由媒体间接造成且不

断被野洗脑冶的环境中袁痴迷于物质享受和物质追求而忽略精

神内涵的建设时袁 便使得其对于现实的思考与批判成为一种

无能为力的行为遥 现代社会的人一旦丧失创造能力与批判现

实的勇气便成为野单向度人冶遥 所谓野单向度人冶就是指片面追

求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精神追求袁物欲战胜灵魂袁麻木地屈从却

不批判现实袁盲目地全盘接受袁将自身完全融入现实的人咱1暂遥
任何群体组织的良性发展都必须以正确的主流社会价值

导向为基础袁 一旦个体价值观念产生偏差且失去批判与思考

能力必然会出现个体行为失范袁继而引发群体行为的失范尧失
格与失控遥 当粉丝个体成为缺乏批判与思考能力的 野单向度

人冶袁将诱使个别媒体为制造卖点以捏造虚假新闻尧对体育赛

事活动恶意剪辑尧 发表偏激的体育评论等形式来达到吸引粉

丝眼球的目的咱5暂遥而作为野单向度人冶的个体只能被动接受媒体

娱乐媚俗尧八卦奇观尧煽动对立的新闻袁潜移默化中将使得不

同粉丝群体之间出现社群对立或地域歧视等不良社会现象遥
正因个体的野沉默冶与被动接受导致其陷入价值导向错误尧丧
失思考能力的恶性循环之中袁自身对是非曲直尧善恶美丑尧高
雅低俗的基本判断能力不断降低袁 持续陷入偏颇的亚文化泥

潭之中袁甚至对主流文化产生抗拒袁继而引发不良社会影响遥
这无疑会对社会公序良俗以及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袁 甚至对

社会治理带来隐患遥
2 体育野饭圈化冶的全面省思

体育野饭圈化冶这一现象的出现相对提高了竞技体育项目

的曝光度与话题性袁 同时也助力运动员提升商业价值与经济

收益袁 但其助推的非理智追星现象和偏颇的社会价值取向不

仅会制约运动员的长远发展袁 错误地形成一种揠苗助长的不

良社会风气袁甚至会反噬粉丝群体本身袁对粉丝个体良好价值

观念的养成及其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响遥
2.1 致使运动员自身定位与自我认知产生偏差

适度的体育明星娱乐化和体育粉丝野饭圈化冶袁对体育产

业市场化和商业开发有着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遥 但当粉丝群

体一味地用追求商业明星的方式崇拜体育运动员袁 当粉丝不

顾社会秩序和防疫政策引发追星闹剧袁当饭圈的拉踩尧骂战被

带进体育圈袁当比流量尧拼热度成为常态袁体育追星就失去了

原本的积极意义遥 但当运动员沉溺于粉丝群体所营造的众星

捧月的虚无快感袁沉浸于野体育明星冶这一人设所带来的流量

与收益时袁无疑会影响其自身定位与自我认知遥 消费主义盛行

的当今社会袁 优秀运动员被包装成一种可消费的文化符号产

品袁而包装下的运动员无法展现真实的自我袁而是按照外界社

会的需求修改自我咱6暂袁难免会使个别运动员忘记初心袁面对资

本市场与粉丝群体铺天盖地的追捧袁 难免会产生骄纵放松的

情绪袁严重影响自身训练与竞技状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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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社会经验欠缺尧 价值观念尚未完全确立的年轻

运动员袁极易在野泛娱乐化冶的媒体环境下迷失自我袁在流量与

利益面前难以自持遥 优秀运动员的成长与成才殊为不易袁与被

资本层层保护袁被饭圈层层包围的娱乐明星相比袁长期生活在

运动体制内的运动员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知识教育都处于成

长阶段袁面对野饭圈冶很难做到滴水不漏遥 一旦运动员迷失在饭

圈的野捧杀冶之中袁对其未来的人生与职业发展都是巨大损失遥
当过度的追星方式致使年轻运动员背离初衷袁 不再以刻苦训

练尧为国争光为己任袁而是以曝光度与话题性为利益导向袁妄
想搭乘网红化尧明星化的快车道提升自身价值与社会地位时袁
便很难守住初心袁甚至丧失追求尧失去斗志袁从可塑之才沦为

平庸之辈遥
2.2 导致粉丝群体行为失范价值尺度产生偏差

首先袁野饭圈冶的野饭冶字袁发掘黏合了音译与意译的嫁接袁
一定程度上隐喻了粉丝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对自己的

崇拜对象进行野喂养冶的关系咱7暂遥殊不知野饭圈化冶的野喂养冶模式

极易影响粉丝产生非理性消费行为袁 粉丝以拥有体育明星同

款单品或模仿其行为为荣袁 以期增强自己在所处圈层的身份

认同和存在感遥 如此一来便催生出天价运动单品尧 运动装备

等袁 长此以往会使部分无独立经济来源或经济实力有限的粉

丝群体透支自己的消费能力而追星袁 这样不仅会使粉丝群体

陷入盲目追星尧借贷追星的陷阱袁更易使其消费观念扭曲遥 其

次袁新媒体技术发展尤其是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完善袁各大

网站根据粉丝的浏览偏好及需求袁 对浏览内容进行 野同质异

化冶推送袁加之粉丝群体独特的圈层性袁注意力极易聚焦在个

体所崇拜的对象及其所处环境之中遥 如此一来袁导致粉丝相关

体育信息接收类别单一尧接触信息面狭窄袁粉丝群体轻易陷入

由单一信息所包裹形成的野信息茧房冶咱8暂袁不利于全面且宽泛地

接受多元运动项目袁致使对体育运动认知的深度与广度受限袁
甚至严重影响广泛体育爱好的培养遥

同时袁野饭圈化冶狂热追星模式所表现的极端化尧情绪化及

低智商化等特点极易引发极端失范行为遥 当充斥网络暴力袁抹
黑造谣袁 群体对立的极端粉丝文化侵入体育粉丝圈层环境之

中时袁将会助长本就扎根体育粉丝心中的主队情节尧身份认同

感等情感畸形发展袁引发不同粉丝社群间相互拉踩尧网络骂战

甚至出现地域对立歧视等不良社会现象咱9暂遥在群体影响下个体

自身的道德约束感和社会正常价值伦理会遭到破坏性影响袁
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萌芽袁甚至延伸到现实社会生活中遥 耳濡

目染之下粉丝个体难以正常形成健康尧 积极的道德认同与价

值取向直至同流合污遥 最后袁泛娱乐化的媒体环境下袁资本包

装形成的运动员野人设冶过多迎合资本逻辑与粉丝市场袁忽视

对体育精神和社会正能量的传递遥 野饭圈化冶之下的运动员成

为一种异化的文化消费符号袁 由传统的精神信仰体象沦为空

洞的形象和娱乐型消费工具咱10暂遥 运动员所标榜的正能量榜样

作用逐渐被削弱袁自身所承载的艰苦奋斗尧昂扬向上的体育精

神文化内涵被消费主义和野泛娱乐化冶的精神实质所腐蚀遥 对

于在树立人生榜样的阶段开始野追星冶的粉丝个体的世界观尧
人生观尧价值观的形成将造成巨大负面影响遥
3 体育野饭圈化冶的规约治理

野饭圈化冶的狂热追星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化失序和行

为失范袁不仅干扰运动员自身定位与自我认知袁而且严重影响

粉丝个体的主体意识建构以及行为选择遥 因此必须从政府尧社
会尧个体等多元角度出发袁系统推进尧协同治理袁对其进行全方

位的政策性整顿和价值性引导遥
3.1 政府层面院加大对乱象的监管力度助力饭圈市

场有序发展
体育野饭圈化冶的野蛮生长离不开背后资本市场的推波助

澜袁若想有效规避野饭圈化冶为体育圈带来的种种乱象袁应从政

府层面加大对资本主导的网络社交平台以及饭圈组织的监管

力度袁有序引导野饭圈文化冶与体育圈的正向结合遥
资本主导的各类网络社交平台作为粉丝群体实现互动联

结的集结地袁在偶像与粉丝之间起到了沟通连接的桥梁作用袁
以求实现两者关系的动态平衡咱11暂遥 现阶段袁各类平台针对乱象

的管理措施依旧是国家政策导向下的应急性操作袁 应不断完

善平台自我规范管理方式袁努力提升自身管理效能咱12暂遥 首先袁
政府层面应令行禁止袁 严格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各项粉丝活

动袁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非常态聚集尧网络骂战等不良社会现

象袁及时叫停诱导粉丝进行非理性消费的打投行为曰同时袁督
促平台方加大对体育明星账号尧野饭圈冶账号的监管力度袁一旦

发现违规行为严惩不贷曰最后袁明确规定各平台要逐步建立健

全野饭圈冶治理和舆论处理机制袁提升对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舆情事件的处置效率遥 夯实平台主体责任尧加强日常管理袁综
合施策袁力求治本治源遥

针对饭圈组织的无序发展袁 政府层面的政策规制应从暂

时性专项行动逐步完善为常态化的治理活动袁且明确出台野饭
圈冶组织及粉丝个体的行为规范准则遥 首先袁应严格规范粉丝

行为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袁合理利用法律条文对粉丝追星活

动进行有效的野刚性冶约束袁对极其恶劣的失范行为严格进行

行政处罚绝不姑息遥 其次袁针对粉丝群体组织的存在合理性的

问题袁积极推动粉丝组织进行行政注册登记袁并纳入相关部门

监管体系之中袁逐步推进粉丝组织走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袁努
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袁规避野饭圈冶乱象对粉丝及社会造成的

不良影响遥
3.2 社会层面院弘扬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积极引导

饭圈文化
体育野饭圈化冶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若想正本清源袁必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袁 在社会层面大力弘扬新时代

中华体育精神袁渲染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袁方可对亚文化进行

有效规约与积极引导遥
首先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遥 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深入推进人民体育事业的新

理念尧新思想的精神写照袁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咱13暂遥 大力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以爱国主义尧人本主义尧英雄主义尧乐观主义以

及公平竞争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内涵袁 积极渲染良好的体育文

化氛围遥 坚持把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放在首位袁坚持正确的价

值取向袁坚决抵制不良野饭圈文化冶袁规避泛娱乐化尧消费主义

等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袁让主旋律和正能量充盈遥 其次袁主流

媒体对野饭圈化冶的引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应当抓牢舆论

的引导与主动权遥 新华社针对樊振东机场被粉丝围堵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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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体育时评院面对野饭圈化冶袁运动员应该多一些野人间清醒冶遥
主流媒体在充分尊重社会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袁 应积极面对粉

丝群体袁弘扬体育文化精神内涵传播主流价值袁客观公允地对

饭圈事件进行报道袁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遥 最后袁运动员应扮

演好野意见领袖冶的角色袁利用自身影响力积极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遥 因此袁优秀运动员首先应争做一个严于律己尧遵纪守法

的人袁 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主动承担起正向引导粉丝言行

的责任袁向粉丝和社会反馈积极的价值与能量遥 另一方面袁运
动员应积极引导粉丝建构理性的追星意识和方式袁 引导粉丝

合理进行追星袁杜绝狂热追星行为的产生遥 当粉丝出现极端言

行袁运动员应及时加以疏导制止袁严防事态扩大袁避免造成负

面舆论导向遥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袁积极生产尧宣传尧
推广优质的体育文化与优质体育偶像袁 培育向上向善的饭圈

文化遥
3.3 个体层面院加强对粉丝个体的全方位引导提升

主体意识
体育野饭圈化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袁凭借其自身的文化属

性与圈层属性袁对粉丝个体极具感染力与吸引力遥 但粉丝群体

出现极端失范行为的情况无疑与个体缺乏批判与思考能力息

息相关袁因此若想从源头处有效规避种种乱象袁需对粉丝个体

进行全方位的积极引导并努力提升其主体意识遥
首先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对个体的引导作用遥 家长应积极

引导粉丝个体更多接触运动员偶像的正向积极方面袁 弘扬体

育精神文化内涵袁深入学习运动员艰苦奋斗袁百折不挠的顽强

意志品质袁引导个体努力践行中华体育精神遥 积极引导个体充

实自身学习生活袁合理分配学习尧休闲时间袁在汲取运动员偶

像所传递的优秀社会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同时袁 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尧学习体育文化知识袁实现自身体育价值观念的提升遥
其次袁重视学校对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遥 学校方面要辩证

地看待野饭圈文化冶袁既不可放任自流袁亦不可规行矩止遥 不仅

要结合粉丝个体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有效引导袁 针对个体非理

智追星行为必要时依靠专业的心理辅导师对其进行心理疏

导曰还要充分利用体育课堂教育尧实践活动等方式对野饭圈文

化冶进行讨论和宣传教育袁使个体在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的同时形成正确的偶像观和价值观遥 同时袁体育学科教师和思

政课教师要努力提升自身媒介素养袁 在尊重与了解 野饭圈文

化冶的基础上袁有的放矢地对个体进行引导教育袁帮助其培养

正确的价值取向袁有效规避野饭圈乱象冶带来的不利影响遥
最后袁规避乱象的关键在于粉丝个体主体意识的构建遥 粉

丝个体应主动提升自身媒介素养袁 一方面要以正确的价值观

为导向袁 以优秀运动员的顽强意志品质和优秀竞技成绩作为

追星的主要内容袁自觉摒弃不良粉丝文化中的糟粕曰另一方面

提升自身抵御畸形饭圈文化的自律能力与信息甄别能力袁时
刻保持正确尧理智的追星态度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展合理

的粉丝活动遥 个体应深刻意识到即使身处于隐匿性强的网络

世界袁更应严于律己袁自觉遵守网络言行规范袁避免和极端粉

丝群体同流合污遥 同时在追星过程中应结合自身经济条件量

力而行袁不必为逞一时之快而过度消费袁陷入资本市场催生的

非理性消费的陷阱咱14暂遥 粉丝个体只有明晰自身的责任和担当袁
时刻保持清醒的认知与定位袁 方能在追星的过程中时刻清醒

节制地投入野沉没资本冶袁避免盲目追星遥
4 结语

体育野饭圈化冶是青少年亚文化与体育圈结合的产物袁但
莫要让畸形的饭圈文化阻碍体育精神内核的发展袁 要防范体

育圈被饭圈所野套圈冶遥 积极通过多方协同治理尧全面引导尧合
法规制使粉丝与运动员保持理智头脑与理性距离袁 使二者的

关系回归纯粹袁避免体育圈内乱象频发袁使粉丝真正能够汲取

运动员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袁确立正确价值取向袁从而实现双

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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