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4, 14(5), 97-105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5290     

文章引用: 张菀(2024). 基于扎根理论的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及其内在心理需求与情绪机制的质性研究. 心理学进展, 
14(5), 97-105. DOI: 10.12677/ap.2024.145290 

 
 

基于扎根理论的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及其内在

心理需求与情绪机制的质性研究 

张  菀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河南 南阳 
 
收稿日期：2024年3月19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7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15日     

 
 

 
摘  要 

为探究在网络追星行为背后的底层心理机制。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探讨青少年网络追星心理需求、情绪

情感与偶像崇拜行为的关系，对12名存在线上追星行为的学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通过对访谈结果进行

三级编码，得出如下结论：(1) 追星行为包括心理需求满足、群际情绪和偶像崇拜行为这三部分；(2) 本
研究初步构建了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心理需求与群际情绪模型，其中群际情绪中介了青少年偶像崇拜

行为与心理需求满足之间的关系，群体认同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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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tilizes grounded theory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dr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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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online star-chasing behavior.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2 students exhibiting 
such behavior, a three-level coding of the results reveals that: (1) Star-chasing encompasses satis-
faction of psychological needs, intergroup emotions, and idol worship behaviors; (2) Furthermore, 
the study constructs a model illustrating how idol worship behavior,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in-
tergroup emotions are interconnected in adolescents. It is found that intergroup emotions me-
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ol worship behavior and satisfaction of psychological needs, with 
group identification playing a moderat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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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此网络化的时代大环境下，“网络空间清朗”问题正备受关注，同时也面临新型挑战。虚拟社区

为网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网络空间(贾举，2010)。网络空间内的流行文化正逐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

而偶像崇拜作为流行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与载体，无疑是对流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偶像崇拜是指

个人对其所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王平，刘电芝，2010)。在这一现象中，青少年“粉丝”占据

了主体位置，“疯狂”与“不理智”似乎已然成为追星的代名词。 
一方面，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增强了粉丝在追星过程中的参与性，并且打破了他们在媒介市场进行情感表

达的壁垒(喻珏等，2019)。传统的偶像崇拜研究得出的相关模型和结论是否适用于当下时代的青少年网络追

星行为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对其身心发展有负面的影响。聚

焦于青少年粉丝群体的失范行为也逐渐演变成大众舆论，成为与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与研究焦点之一。 
基于此，在总书记号召营造“风朗气清”网络空间的大背景下，研究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实状况、

探究这背后追星的动机和机制并积极探寻合理的教育对策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 
前人对于网络时代的追星现象研究流于表面，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网络时代粉丝追星的心理动机(喻

珏等，2019)。使用与满足理论(德弗勒，丹尼斯，1989)被广泛应用于网络媒介的使用分析中，即个体的

心理需求在网络空间得到了有效的满足(陈四杰，2007)。结合马斯洛等人的需求理论，不难看出，需求是

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而行为则是让需求得以满足的外在条件。也就是说。追星群体通过追星行为可以满

足他们的多方面心理需求。 
而青少年追星行为心理需求被满足之后，是通过何等机制来影响网络追星行为的，也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前人的研究分别从群体情绪理论和群体认同度这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胡江伟，龚静(2023)研究

表明，个体在追星过程中，往往具有狂热化的情绪体验。郝其宏(2015)发现情绪情感在网络追星行为中起

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古斯塔夫·勒庞(2007)关于“个体一旦成群，其行为将‘易夸张、易冲动、易煽动’。”

的提出加强验证了这一点。同时，情绪具有引爆性(何旭，2020)。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理
论认为，大部分的内群体成员很容易受典型性成员的情绪感染。情绪感染理论描述了在群体中成员之间情

绪的互相影响过程。而在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彼此认同与连结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群体认同对群体行为

有增强凝聚力的作用。杨国斌(2009)认为基于对本群体的特定认同，群体成员会产生一些情绪体验。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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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加入某一群体中并对该群体产生认同时，内群体便会整合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张婍，冯江平，王二

平，2009)。 
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将以存在网络追星行为的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从青少年追星的心理需求角

度与情绪角度出发，探究在网络追星行为中，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与情绪表达的机制模型。以期从动态时

间解释网络追星行为的发展规律，补充和完善传统研究中偶像崇拜相关理论。同时，本研究尝试回答如

下三个问题：(1) 青少年网络追星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是什么？(2) 青少年网络追星行为背后的情绪特征

是什么？(3) 青少年追星行为、心理需求、情绪特征间有怎样的结构和关系？ 

2. 研究方法：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格拉斯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 1967)提出的，它是一个通过不断进行

数据收集、编码和比较，提炼出概念和类属，从而构建出新理论的质性研究法。主要步骤如下(见图 1)： 
 

 
Figure 1. Research flow of grounded theory 
图 1. 扎根理论研究程序 

2.1. 研究取样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基于非随机抽样的方法和理论饱和度抽样原则(Glaser & Strauss, 1967)，
通过筛选(访谈对象均应具有两年及以上线上追星行为)，我们最终从唐河县友兰实验高中抽取了 12 名学

生(男生两名，女生十名)作为访谈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年级(高一 3 人；高二 5 人；高三 4 人)；年龄都在

17 岁左右。 

2.2. 资料搜集 

扎根理论的资料搜集主要来源于半结构式访谈法所采集到的访谈资料。在此之前确定围绕“追星基

本情况调查”、“追星原因调查”、“社交圈追星情况”、“追星经历及心理感受”、“粉丝群体追星

情况”这五个主题进行访谈提纲的设计。 

2.3. 资料分析 

 
Figure 2. Three coding methods of grounded theory 
图 2. 扎根理论三种编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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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用 Nvivo 11.0 质性分析软件，该软件可用于分析访谈所收集到的文本材料，并对访谈内容进

行自下而上地三级编码过程，以期最终生成一个从属关系的结构(图 2)。 

2.4. 各级编码 

(一)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对访谈文本进行逐行分析，逐句编码。对访谈对象在访谈期间提及到的各种关于追

星原因的词句、追星中有关情绪感受的词句进行初始化命名。最后将上述节点之间进行多个初始概念的

提炼。 
(二)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基于开放式编码提炼出来的概念进行的，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分析发现各个概念之间的

共同性和关联性，并以一个更高概念的范畴来归纳它们。 
(三)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通过对主轴编码提炼出来的范畴不断地整合，并在各范畴之间建立联系，结合资料，

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2.5. 信度和效度检验 

2.5.1. 信度检验 
因质性研究不同于量化研究，无法运用准确的数据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故而参照 Flick (2017)对质

性研究信度提升的建议，不能单纯的把质性研究的信度理解为多次重复搜集资料以检测其获得资料结果

的一致性过程。本研究从两个方面来提高访谈资料的信度：其一，提高研究者的可信度；研究者的经验

对质性资料的分析具有主导性作用，故而首当其冲要对研究者进行训练。在正式访谈之前进行预访谈，

将预访谈和正式访谈进行核对，核检访谈提纲，有出入地方进行校正。其二，回访受访者；在访谈结束

后，研究者再次回到研究对象身上对其访谈内容和编码解释进行再确认，确保每件事情都是符合本人亲

身感受和经历的。结果发现，由编码所发展出来的各项范畴均能反应受访者本人真实表达意愿，且各项

范畴均可用来分析其他受访者的资料，这表明本研究具有一定的信度。 

2.5.2. 效度检验 
在提高研究效度方面，主要采用参与者检验法和非参与者检验法(陈向明，2000)。首先，参与者检

验法，是将自己初期所得研究结果反馈给参与访谈的研究对象，以避免研究者对访谈资料的主观臆断

和过度解读。本研究从 12 个访谈对象中选取了三名进行反馈检验，高一、二、三年级各一名，男女均

有，将初步获得的编码结果反馈给他们，以此检验访谈的效度，结果发现，所抽取的三位访谈者对本

次访谈所得编码结果均无异议。其次，采用非参与者检验法。除了本研究的 12 名访谈对象之外，邀请

了另外两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对本研究所得编码及结果进行审核，主要是检验其是否符合本专

业的研究要求，结果发现本研究所得编码及主要结果均符合研究要求且具有合理性。可见本研究具有

一定的效度。 

3. 研究结果 

3.1. 各级编码的结果 

本研究关于追星行为的心理需求满足共涉及了 67 个参考节点，从中提取了 21 个初始概念，按照内

在、外在因素区分，确定了 2 个相关范畴的维度(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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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axial coding nodes in psychological needs meet 
表 1. 心理需求满足主轴编码节点分布 

序号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点数 主轴编码 序号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点数 主轴编码 

1 颜值 8 
外在美感 

11 努力 4 

内在品质 

2 演技 2 12 品行 4 

    13 情商高 2 

3 内在美 5 

内在品质 

14 三观正 3 

4 谦虚 2 15 善良 3 

5 朝气 1 16 态度好 2 

6 独特性 3 17 性格好 4 

7 才能 4 18 优秀 7 

8 低调 2 19 幽默 1 

9 专注 2 20 真诚 2 

10 聪明 2 21 坚持 4 

 总计 31   总计 36  

 
关于追星行为的群体认同共涉及 80 个参考节点，从中提取了 25 个初始概念。按照各心理需求区分，

确定了 7 个相关范畴的维度(详见表 2)。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axial coding nodes in group identity 
表 2. 群体认同主轴编码节点分布 

序

号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

点数 主轴编码 序

号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点

数 主轴编码 

1 情感代入 5 

共鸣感 

14 促进友情 7 

社交需求 
2 角色代入 2 15 扩大社交 1 

3 代入感 1 16 增加共同话题 2 

4 共鸣感 11 17 促进社交 2 

5 归属感 2 

归属感 

18 荣誉感 2 

自我实现 

6 幸福感 6 19 自我提升 4 

7 安全感 2 20 自我认知 2 

8 占有欲 2 21 自我管理 1 

    22 获得动力 2 

9 满足感 3 
满足感 

23 探索欲 1 

10 满足需求 3 24 成就感 3 

11 能力认同 3 

认同感 

25 审美需求 10 审美需求 

12 角色认同 2     

13 情感认同 1     

 总计 43   总计 37  

 
关于追星行为的群际情绪共涉及 130 个参考节点，从中提取了 16 个初始概念，按照正向、负向因素

及内群体、外群体区分，确定了 4 个相关范畴的维度(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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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of axial coding nodes in Intergroup emotion 
表 3. 群际情绪主轴编码节点分布 

序号 开放式编码

节点 
参考点

数 主轴编码 序号 开放式编码

节点 
参考 
点数 主轴编码 

1 振奋 6 
外群体正面情绪 

9 烦躁 2 内群体负面

情绪 2 开心 4 10 消极 3 

3 开心 31 

内群体正面情绪 

11 焦急 5 

外群体负面

情绪 

4 期待 12 12 紧张 1 

5 激动 26 13 迷茫 3 

6 幸福 4 14 失落 1 

7 自豪 16 15 惋惜 1 

8 积极 3 16 愤怒 12 

 总计 102   总计 28  

 
关于追星行为的偶像崇拜共涉及 121 个参考节点，从中提取了 23 个初始概念，按照投入的方向不同

进行整合，确定了 3 个相关范畴的维度(见表 4)。 
 

Table 4. The distribution of axial coding nodes in idol worship behavior 
表 4. 偶像崇拜主轴编码节点分布 

序

号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

点数 主轴编码 序

号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

点数 主轴编码 

1 看电影 3 

金钱投入 

12 打榜 3 

时间投入 

2 看演唱会 1 13 打卡 5 

3 买版权 1 14 点赞 12 

4 买海报 12 15 加粉丝群 9 

5 买星星 1 16 降热搜 4 

6 买周边 6 17 看综艺 12 

7 买出镜率 2 18 看直播 4 

    19 控评 3 

8 反黑 8 

精神投入 

20 刷评论 6 

9 关注微博 12 21 锁粉 2 

10 提升自己 4 22 应援 5 

11 维护偶像 2 23 做任务 4 

 总计 52   总计 69  

3.2. 青少年追星行为、心理需求、情绪特征的机制 

本研究将最终输出模型的核心范畴界定为“心理需求满足”、“群体认同”、“群际情绪”和“偶

像崇拜”这四个，得出如图 3 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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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need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idol worship behavior 
图 3. 青少年网络追星心理需求、情绪情感与偶像崇拜行为关系模型 

4. 讨论 

4.1. 关于编码结果讨论 

本部分回答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青少年网络追星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和情绪是什么？基于表中

的编码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一) 追星群体的心理需求在“审美需求”、“自我实现”、“安全感”、“归属感”、“共鸣感”

和“社交需求”方面得到了满足。现有的关于追星行为的心理需求研究中，发现粉丝主要通过追星行为

来满足自己的以下心理需求： 
(1) 社交需求：包含拟社会关系(汪怡，孙军，2019)；模仿和同化(乔建中，2002)；归属感(谷玉良，

2012；韩香盈，刘一鸥，2020；张渝华，2019)。(2) 享乐需求，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审美

需求(彭聃龄，2003；汪怡，孙军，2019)。(3) 自我实现需求(马晶，2018；吕静茹，2018；肖晓，2017；
于海燕，2012)。 

经过比对，先前已有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得出的结果一致。 
(二) 追星群体的情绪存在“情绪认同”和“情绪感染”两个方面。 
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理论认为，大部分的内群体成员很容易受典型性成员的情绪感染，群

体情绪的相互感染，决定着群体行为的选择。有研究认为，当个体加入某一群体中并对该群体产生认同

时，内群体便会整合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张婍，冯江平，王二平，2009)。 
也就是说，当个体自发聚集于一个群体之中时，个体会逐渐对该群体产生认同从而产生紧密联系感，

个体情感逐渐向群体中其他个体的情感趋于一致，如此，便能在群体中获得更高的认可感和归属感。归

属感越强，即心理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那么他们在事件中的群体情绪表达就会越强烈。 
基于此，先前已有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得出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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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于青少年网络追星行为的心理机制研究结果讨论 

基于扎根理论，本研究得出一个心理需求、情绪与偶像崇拜行为的关系模型。通过前人的研究发现，

在青少年追星过程中，心理需求的满足对偶像崇拜行为有积极影响(喻珏等，2019)，情绪体验对偶像崇拜

也有积极影响(曾锋，陈莉，2014)，研究发现，青少年追星时具有良好的心理满足体验、具有积极的情绪

体验和积极的行为意向。积极的情绪体验不仅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满足，还能够激发追星的行为倾向。

由此可见，心理需求满足，偶像崇拜行为和群体情绪这三个维度之间相互影响，而群体认同作为“社交

感”的满足和“归属感”的满足，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该三者的关系起到部分调节作用。 
综上，前人研究结果与本文所得关系模型保持一致。 

4.3. 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主要围绕“中学生偶像崇拜行为及其心理需求和情绪特征”展开，尽管初步得到了一些结论，

但是仍存在着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可基于本研究的成果之上，进一步弥补不足，开展更为全面的相关

研究。 
本研究结果在外部效度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所做访谈仅仅是针对唐河县友兰实验高

中的追星群体，且样本容量仅为 12 个，虽然在采集样本过程中已保证“饱和化原则”，但不同地区不同

文化，追星个体对偶像的投入程度均会有差异。并且本研究采用了纵向研究方法，横向追踪时间跨度较

为有限，故而在偶像崇拜行为的长期动态发展方面有待进一步考证，在未来的研究之中要考虑到扩大研

究的时间跨度、扩充样本量，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研究对象加以拓展。 

5. 结论 

根据青少年网络追星行为的心理需求和情绪模型，主要结论如下：(1) 青少年网络追星行为背后的心

理需求包括：审美需求、自我实现、安全感、归属感、社交需求和共鸣感。(2) 青少年网络追星行为背后

的情绪包括内群体正面情绪、内群体负面情绪、外群体正面情绪和外群体负面情绪这四种，其中内群体

中以正面情绪为主，面对外群体敌意攻击时则以负面情绪为主。(3) 本研究初步构建了偶像崇拜行为与心

理需求满足之间的关系及群际情绪的中介效应，群体认同调节作用的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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