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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网络的迭代更新，智能手机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2020 年的有一场疫情，让网络与我们的生活更加的高

度契合，曾经单纯的文字图片式的表述，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内

心渴望表达强烈欲望，短视频以一种更为直观更为直接的方式出

现，充分满足了当下快节奏生活的迫切需求，这可能也是自

2016年以来各类短视频APP疯狂生长的重要原因。大学生作为一

种敢于尝试，敢于表达的成长全体，当下短视频APP 对于高校

学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关注短视频APP，关注学生关注的热

点，也是高校思政工作者在开展网络思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面对短视频APP的疯狂洗地，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通过短视

频制作为传播媒介的产业链，这些相关的从业人员，挖空心

思，推陈出新，为了博取眼球，有的游走在道德甚至是法律法规

的边缘地带，其内容让受众者痴迷其中不能自拔，对与大学生而

言更是有着无法回避的影响力。

1　大学生使用短视频的现状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 2021 年 2 月公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20～

29 岁的网民占网民整体的比例较高，达 17．8%。我国网络视频

( 含短视频) 用户规模达 9．27 亿，占网民整体的 93．7%; 其

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8．73 亿，占网民整体的 88．3%。2020 年

10 月第八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发布的《2020 年中国网络视听发

展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网络视听用户已突破 9 亿，高学历群

体的短视频使用率增长迅速，本科以上学历高达 90．2%，20～29

岁的短视频用户达 89．7%，在校大学生使用规模仍在急速增长。

《2020 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网络视频用户

使用的短视频功能中，娱乐功能占比最高，达 75．3%; 用于社

交、电商的次之; 教育功能最低，占 9．3%。大学生在日常生活

中通过短视频APP，主要搜索观看的视频大致可分为明星娱乐类、

美食探店类、竞技游戏类、走秀模仿类、网络直播销售类，在观

看的同时，利用短视频APP的留言、关注、点赞、打赏等互动功

能与明星、主播、视频发布者进行互动交流。而通过短视频APP观

看实时新闻类、知识类内容的人数寥寥无几，泛娱乐化现象严重。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部分大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

接受调查大学生用户平均每人每天有多次次观看短视频，每次都

在 20 分钟以上，有时甚至在课堂上就是开始刷抖音等短视频

APP，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习惯在课余时间观看短视频，关注更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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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有部分大学生参与到短视的制作中，每天花费部分时间进行

视频拍摄、剪辑、发布。频发的使用短视频APP日益成为大学生

的生活习惯。

2　短视频内容良莠不齐，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在对本学院部分学生的调研中发现，搞笑、有趣、消磨时

间、寻求刺激和新鲜感是受访者认为短视频能够吸引大众的主要

原因。然而一些短视频内容制作发布者为求标新立异吸引眼球，

谋求更多的流量，不惜走上低俗歪路。例如有的挑战各种怪异

食材、有的则以夸张动作等行为博取眼球，频频在画面中高呼

“请点赞”；有的打着才艺展示的幌子，通过夸张的妆容，甚

至男穿女装扮伪娘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有的则是穿着暴露，

故意通过一扭捏而又看似不经意的方式暴露其性征，一语双关，

以色情露骨内容打起擦边球，来博取关注量和打赏；有的则是通

过高额的奢侈消费来吸引年青人，比如2021年4月，人民日报就

对网红大logo进行了点名报道，大logo从做直播以来，风格变化

很大。从自己做菜拍视频，到现在火遍网络全网的探店网红，因

风格太过奢靡炫富，被彻底推上风口浪尖，连人民网跟新华社都

关注到了他。再例如前不久也受到央媒关注的”人类高质量男

性”，视频的发布者徐根勤其个人拍摄的名为“人类高质量男性求

偶高质量女性”的视频，视频中他那副油头粉面的造型搭配上“人

类高质量男性”标语的形象开始在网络上走红，吸引到了许多网

友和网红的模仿一男性涂口红，身着各种奢侈品牌服装，并在今

年的7月到8月间引来了大量的模仿者，据相关数据显示，以抖

音为例，在抖音内搜索人类高质量男性时，排名靠前的“人类高

质量男性视频”和“人类高质量男性徐勤根”的视频话题播放量

为687万和1540万，而“人类高质量演绎大赛”的话题播放量近

30亿，里面的内容以各路网友和网红的模仿为主。。受众将“炫富”

视频当作真实情况，并与自身情况进行对比，久而久之，很可能

会滋生攀比、奢靡等不良风气，甚至让人的审美观产生扭曲。

短视频APP的广泛传播手段，也让一些西方势力，有了更多

普及所谓西式“普世价值观”的渠道，通过一些表现国外生活环

境，国外情况介绍等方式，潜移默化的进行宣传，进一步印证“外

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的理论，“内卷“，“躺平”等当下极度

流行的词语，让当下大学生把更多的失败和一些磨难归结为社会

现状，甚至是国家制度所致，这也让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文

化意识形态受到了不好的影响，甚至是出现动摇“四个自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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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者，利用短视频APP 的媒介传播渠道，通过高额的奖金诱

惑，诱使大学生在一些敏感地区拍摄视频并进行发布，比如造

船厂、飞机场等一些特殊区域，从而达到收集情报，传递情报

的目的。

3　短视频的广阔前景对于传媒类大学生就业观的影响

短视频APP 的大行其道，随之产生的相关产业化链条，同

时也在吸引这大量的在校大学生，毕业生广泛参与其中。

一方面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有些学生已经将成为“网红”

作为自己人生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我们在短视频AAP中以及

直播平台中所看到的“网红”这一因互联网而生新兴职业，展

现给大家的特点为：门槛低、收入高、受关注度广。生活在

互联网蓬勃发展时代的大学生多为 00 后，他们乐于接受新鲜

事物，渴望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很多网红为了博人眼球，大肆

宣传其“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经历。导致一些大学生

的职业价值观功利化，甚至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沉浸在虚无

的幻想中。而大学生普遍认为网红产业投资小回报大，在直播

中，视频展现中表演一下特长、甚至是进行一些隐秘的性的色

情诱惑就能获得丰厚的收益，继而不加思考地模仿梦想着早日成

名，更有甚者为此放弃学业，无法保证我国脚踏实地艰苦奋斗

的精神在大学生身上的形成。

另一方面，随之以短视频为媒介的传播方式的疯狂发展，

也吸引了大量的毕业生甚至是在校学生从事其中，也为传媒类的

大学生就业方向、就业模式提供了新的方向。据中国人民大学国

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灵工时代：抖音平台促进就业研究报

告》。《报告》显示，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共有2097万人通

过抖音平台从事创作、直播、电商等工作而直接获得收入。同时报

告中还提到，抖音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惠及广泛的个人创作者和中

小企业，其新型灵活的就业体系展现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成为带

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尤其是在就业难的疫情期间，抖音

带动的直播带货等就业机会，使大量从业者获得收入。由于经济利

益的驱使，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进一步细化分工，营运而生了许

许多多的新职业，新的就业岗位。此外，抖音还间接带动上下游产

业链的多种就业形态，如摄影、录像和直播设备生产的相关岗位这

也为当下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提供了就业工作的新思路。在2020

年当年笔者所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共计毕业生144人，在毕业时

从事短视频制作、发布、运营等相关工作的学生人数达到了总人数

的55%以上。

面对短视频APP对大学生带来的诸多影响，对于高校思政工

作而言，也同样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高校思政工作者要学会互

联网带来的便利条件，进一步开展好网络思政教育工作，才能

有效的抵消短视频APP 的使用给大学生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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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通过品牌联合，目的是达到各种资源的共享，不仅可以降

低资源平台的搭建、维持和发展费用，还可以使新生品牌利用

成熟品牌快速搭建资源平台，促进品牌推广的速度和范围。

3.1　利用跨界品牌联合效应模型

青岛近几年来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迅速，每个领

域都拥有着自己的独特发展特色。以此为基础，打造地域品

牌，实现各个领域的互联互通，优势互补，推动青岛文化产业

进步与创新，并进一步在企业管理以及政府政策上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建议。

3.2利用要素品牌联合

每个企业都有着自己的专长优势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不同企

业的要素、文化相互组合，相互提升品牌知名度、知名企业扩

大品牌竞争优势、部分企业实现产品高效升级以及促进区域经济

增长，丰富品牌和产品的风格与形象，给消费者更多的刺激和

选择，实现互利共赢。

3.3利用品牌依附联合

将新兴品牌依附到知名品牌或影视品牌中，成为被依附品牌

的子品牌或冠名品牌，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发挥品牌的带动作用，提

升子品牌的知名度，从而促进品牌的推广及发展。以青岛啤酒文

化、海洋文化等重要的品牌文化为龙头，带动其他品牌的转型升

级，相互融合、互补互利，促进不同领域的品牌资源共享。

4　结束语

品牌联合的研究能够促进地域文化传播与文化旅游建设，将

独特地域的品牌选择适合的联合策略，双方共同提升品牌资产。

有效的利用品牌联合的新机遇，从而进一步构建青岛区域品牌新

风格、区域经济新发展，提升青岛品牌合作的创作力、感染力

和影响力，因此，依据青岛独特的地域品牌发展情况，利用跨

界品牌联合、要素品牌联合、品牌依附联合品牌联合战略，充

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优势，将企业品牌战略与城市战略融

合，共同推进青岛品牌梯次成长，实现地域文化特色品牌与现

代文化品牌创新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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