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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时代思政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
马泰萍　张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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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短视频依托于移动互联、

实时交互、融合运用为主要优势，因其新颖、快捷、方便的特点

迅速爆火，在国内外迅速掀起一股短视频的浪潮。思政教育工作

是党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途径。学界对思政教育与网

络作出了很多研究，并取得很多成果。本文拟通过对短视频的特

征分析，阐述在短视频流行和发展的时代，短视频发展给思想教

育工作带来的机遇，同时分析短视频时代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

从思政教育工作的角度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把短视频与思政教

育相联系 ，具有一定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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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视频时代的特征

“短视频”——顾名思义，关键在“短”，视频内容通常控

制在 5 分钟以内，随着现代化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更新与发展，5G

时代的到来使新媒体技术进一步走向成熟，短视频交流平台成为

了信息社会发展的最新产物，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它进一

步丰富了信息传递交流的途径，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短视频

用户体验得到进一步优化，使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生活联系更

加密切。短视频时代的特征以短视频平台的特征作为主要表现形

式，具体如下：

（一）受众面广且复杂

其受众面广主要表现在：一是使用人群广泛，年龄跨度较大。

上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下至三四岁的幼儿，几乎达到了全民

式参与状态。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20-29 岁、

30-39 岁、40-49 岁 网 民 占 比 分 别 为 17.3%、 19.9% 和 18.4%，

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 2020 年 12 月

的 26.3% 提升至 26.8%，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 1.19

亿。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数据显示，我国未成

年网民已达 1.83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94.9%，远高于成年群体互

联网普及率。其中，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2.1%”。“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9.75 亿，

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4794 万，占网民整体的 94.5%。其中短视频

用户规模为 9.34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6080 万，占网民整体的 

90.5%。”并且数据呈增长趋势发展。二是受教育程度、地域、经

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后所反映出来用户群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好，地域较为开放，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条件下

用户的使用率偏高。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我国农村网民

规模已达 2.84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7.6%，农村地区互

联网普及率为 57.6%，较 2020 年 12 月提升 1.7 个百分点。城乡地

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 2020 年 12 月缩小 0.2 个百分点。”

（二）互动性与娱乐性为主

短视频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受到大众的普遍喜爱，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突破了传统信息传递的单向性，以双向互动

的模式得到广泛使用，参与性强。视频在发布之后，浏览者点赞、

评论、关注、转载，创作者回复评论、私信、开直播等充分体现

出短视频的互动交流的特点。用户之间信息交流越来越多，情感

共鸣越强，能够进一步增强用户使用的粘合度和匹配度。

“根据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短视频用户浏览内容类型主要

包括搞笑 / 讽刺幽默、日常生活分享、达人 / 才艺展示，分别占比

为 63%、44%、36%”。由此表明，短视频用户做所创作分享的视

频内容大部分还是以娱乐性的为主，满足人民在短时间内的娱乐

消遣。

（三）海量资源与个性化推送

因人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对短视频的接受能力较高，而

短视频的创作门槛低又相对较低，对专业性要求并不严格，拍摄

技巧和设备等要求较低，普通百姓就随时随地就可以参与短视频

的制作和分享。这就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因用户可以自由创作，

来自于全社会全世界的视频资源蜂拥而入，带来了丰富的信息资

源；与此同时，这也会导致视频内容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

因每个短视频平台后台都有大数据监控，会根据个人常听常

看内容推送具有个性化的视频内容，这样一来就增强了视频推送

的针对性，进一步优化使用者对视频软件的使用体验，增强了其

使用的积极性，巩固使用者对软件的需求地位，跟更有甚者对短

视频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亟须引导和纠正。

二、短视频的流行给思政教育带来的机遇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观点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矛

盾，矛盾分析法是根本的认识方法，按照对立统一规律的要求我

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短视频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诸多“矛盾”，

因此我们在看待短视频的流行时也应当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看待，

既看到它给思政教育工作带来的有益之处，同时也要看到它给思

政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一）便捷式传播方式加快思政转播速度 

短视频以时长短、传播快作为重要特性。在思政工作中可以

充分利用短视频这一点优势，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充分融入到

视频创作和传播中，以片段化形式将思想政治政治教育工作的观

点方法，内容和本质，目的和任务等贯穿于视频中，改变传统单

一的灌输和教化形式，给予用户正确的思想政治引领，并形成正

确的价值判断。

（二）普遍适用性增强思政话语的亲和力

由于短视频使用的普遍性，将不同形式的思政教育的内容带

到社会大众当中，以更加直观朴素的表现形式来传输思政教育的

内容。改变了以往人们对思政教育“空泛”“高大上”的看法，

使思政话语更加具有亲和力，更“接地气”。让大众在自己所熟

悉的工作领域，在参差不齐的知识水平上认识理解思政教育，将

思政教育所传达的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灌输到人的思想中，体现

在行动上。如此一来能够大大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三）丰富了思政教育传播路径和空间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2016 年短视频平台在我国兴起，

进一步拓宽了知识的来源渠道和展现形式，将文字、图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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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信息要素有机融合起来，知识由可读化到可视化，增加了知

识的趣味性与生动性的同时，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与参与感。”

国家和社会权威电视台、报刊、网站，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人民网、光明网等都纷纷开通了抖音账号，各省各地区执法或行

政部门也都开通了抖音官方账号。“根据抖音官方发布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1 月，在内地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抖音上，全国已有

1000 余所高校开通官方抖音号”。这种日益成熟的文化形式进一

步丰富了思政工作中意识形态传输的路径，为在全社会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辟了

新的更大空间。

（四）丰富了思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短视频的内容价值主要体现在视频的思想内内涵性和文化创

造上，从这一视角出发，短视频用户在创造视频内容的同时，需

在其中融入思政教育内容。例如传递社会正能量、富含思想政治

教育意义的相关思政教育素材，模范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讲述会

对人们的思政教育产生正面引导，进一步加强思政教育微视频传

播的思想性。创新思政教育的形式。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特定的对象以说教模式和单一的课本内容讲授，而是通过短视频

来了解和掌握更大范围内人群的思想动态和关注焦点。思政教育

理论素材和资料进行更新、改良和创新后，能够让思政教育的内

容与时代精神更加契合，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并进一步丰富

了思政教育资源库。

三、短视频的流行给思政教育带来的挑战

由于短视频具有用户量大多、互动性强、开放性等特征，与

思政教育传播发展的需求相契合，便逐渐成为社会思政宣传工作

的新阵地。但因为短视频市场化发展存在的弊端，如网络监管缺

失，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信息碎片化浅显化等使用户存在理解偏

差和思想误区；投其所好的推荐容给人以更强的吸引力，易使人

产生依赖心理，应进一步加强思想引导，筑牢健康思想“网络墙”，

推动短视频网络移动平台健康发展。

（一）娱乐化内容威胁思政话语

因短视频创作分享的门槛低，专业化水平要求低，平台审核

力度较弱，用户群体政治思想水平参差不齐，容导致易出现低俗、

炒作等现象。“具体表现为话语权威地位降低、话语逻辑思维弱化、

话语传播内容遭漠视、话语价值认同淡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的角色同时具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任何一个用户既

是教育主体又是客体，若对角色的把握和定位不准确，则对教育

者的话语权威带来了挑战。“碎片式传播和图像式表达逐渐深入

人心，社会大众更加青睐于直观生动的表达方式，排斥严谨的逻

辑思维，从而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娱乐化的内容所

带来的对传统思政教育规范的话语表达体系产生重大冲击。

（二）碎片化形式消磨思辨意识

碎片化形式主要表现于视频内容短小，文字内容简短，以“快

餐式”的速度输出信息，并且以个性化推送视频内容，这就容易

导致“片面阅读”，“速食化”信息接收成为社会大众获取信息

的常态，受众对于信息的把握犹如“蜻蜓点水”般浅显的状态而

很难全面理解。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性阅读思想性浅显的文章，

对问题的思考和领悟力逐渐丧失，对问题的思辨能力随之逐渐淡

化，甚至走向思想的极端。另外，因个性化推送内容，会让用户

长时间沉浸在自己喜欢的视频内容中，会对短视频上瘾，忘记时

间管理，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学习。这样一来，思政教育所传

达的思想意识和要求的行为规范，道德价值判断地树立和坚持就

得不到保证。

（三）多元化内容充斥传统思政思想

受众人群的知识水平和是非辨别能力不一，而短视频平台中

的多元化内容丰富，及其吸引人的眼球，让人迷失其中，难以辨

别正确判断。因此需要思政教育对其加以正确引导。“当前在短

视频平台中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语现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的思想引导以课堂为主阵地，而忽视了网络空间、新媒体平台中

的引导，导致了话语‘断层’，增加了引导难度，久而久之将会

出现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认同危机。”

四、面对挑战思政工作应对措施

（一）国家层面：健全网络法治体系，规范网络平台使用和

管理

进一步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力度。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

通知，对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媒体的监管进一步加强。但是，目前

我国针对网络媒体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网络不良低俗信息涌现

时有发生，使我国网络媒体环境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因此，

国家相关部门应考虑制定有关法律条文，健全网络法治体系，规

范网络平台使用和管理，进一步提高网络媒体用户的法律意识，

并对不良信息的传播等恶劣行为给予法律约束，营造“清爽”健

康的网络媒体环境和氛围。

（二）社会层面：引领正确舆论导向，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

观

引领正确舆论导向，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环境是影响人

的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大众传播环境对人的影响主要

是通过其传播的信息所形成的舆论环境来实现的。如今，短视频

内容形式多种多样，所传递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非完全积极正

确。因此，社会的舆论导向和提倡将会影响思政工作的进度和成效。

对此，广大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应积极倡导正向言论，以正

确的舆论积极引导大众，进而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三）个人层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正确的价值判断

由于短视频给用户带来的内容良莠不齐，并且短视频的某些

特性将会让用户产生对视频的依赖心理，缺乏管理时间的能力，

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这就需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自

主管理能力，培养正确的价值判断。以正确的政治理论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政治站位，

坚定政治立场，以科学的思想意识引领行动，激励全体用户追求

真善美、弘扬社会主义社会的正能量。

五、结论

短视频时代，面临短视频给思政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

积极应对。正确合理使用短视频软件有益于身心健康，过分依赖

则会影响学习和生活。对于短视频的流行和发展，应当化“挑战”

为“机遇”，尽可能地发挥它在思政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利

用短视频给社会带来的效益。与此同时，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正确辨别和判断短视频内容的价值，让思政教育思想意识在广大

的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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