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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与研究 
邵歆晨 

（江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南昌  330022） 

摘要：主流媒体历经新技术的推进与发展，积极融入短视频平台，形成掌上传播的主流媒体短视频。近年来，主流媒体短视频
在公众和新媒体层面具有更大的话语生产与传播影响力，其传播渠道亦重构了党媒的话语体系和传播影响力体系。现阶段，在我国
社会转型发展大背景下，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差异化、茧房化已日趋突显，我国大学生作为一个极具社会媒介影响力的群体，在网
络媒介中已成为占领整个社会舆论主战场的主力群体。本文运用 5W 理论分析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困境因素，为进
一步增强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力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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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新闻传播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

革。因短视频传播模式的介入，主流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出现后

劲不足的情况，这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难点之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0.11 亿 1，越来越多的群众更愿通过新兴媒体获取信息，大学生更

是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自媒体时代稀释了传统媒体

的影响力，改变了整个媒体版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价值是行为

的标准。在人人皆媒的自媒体时代，短视频平台成为媒体新潮流。

网络大 V 热衷负面炒作，大量“网红”沉迷于流量炒作，以打擦边

球的形式传播有悖于主流价值观的视频内容，更有“键盘侠”不问

真相，非理性化表达观点，激发偏激性态度。综观抖音平台,因存在

着泛娱乐化的平台特质，党媒与短视频平台的融合出现主流导向弱

化的现实隐患。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娱乐暗涌下,国内外群众往往借

助短视频的娱乐外壳开展反主流价值观的内容传播，潜移默化地侵

蚀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从而威胁社会意识形态安全,意图崩塌培

育时代新人的目标。非理性化观点充斥于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之中，

成为裹挟民意的网络暴力洪流。 

当舆论场喧嚣尘上，主流媒体传播主流价值的声音需恂恂善

诱，以理性去说服、用感性去打动，对大学生开展思想价值引领，

在大学生群体中赢得话语的主动权。主流媒体在融媒体时代，如何

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资源，破除单一的思想引导方式，有针对性

地对大学生群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一轮内化过程，做到

以正确思想引导分散性、片面性、偏激性的观念，探索主流媒体内

容的“柔性传播”，培养一批理想信念坚定，弘扬正能量的青年意

见领袖去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营造网络文明空间。 

2 研究理论与方法 
（1）5W 传播模式 

1948 年，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模式的五个基本要素，即：

谁（Who），说了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

对谁说（To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2，在传播

学学科中可以概括为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效果五个要

素。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是早期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被广

泛应用。他所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这篇文章也被称之

为传播学的纲领性著作。 

 
图 1 党媒短视频的“5W”模式 

1.传播者 

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是信息传递的起点，是对信息进行选择、

整理、加工的重要“把关人”。主流媒体作为媒介组织中的核心媒

体，它在短视频平台中扮演着传播者的角色，对大学生群体开展一

定的内容传播。 

2.讯息 

讯息即为传播内容，是传播过程中的核心部分。讯息的含义是

传播者向受传者进行传播的信息，其中要经过媒介传播，在媒介传

播的过程中，讯息会经过筛选，无意义的讯息会被媒介平台过滤，

因此传播者对受传者需传播具备一定价值含量的信息。主流媒体通

过短视频媒介平台，向大学生传播时政类讯息，时政类的相关内容

就是党媒短视频内容的核心部分。 

3.媒介 

媒介是传者实现讯息传播的具体手段。它意指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例如，广播、电视、三微一端、抖音等。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

台进行内容传播，其时效性和持久性是传播效果实现的一部分，加

之大学生作为受众在短视频平台进行点赞、评论、转发等信息参与，

皆可体现党媒短视频对大学生的影响程度与效果。 

4.受传者 

受传者是信息的接收者。党媒短视频因内容的特殊性，对大学

生的内容传播无法依据大学生的喜好和兴趣进行相应的推送，在此

情况下，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大学生的实际传播效果如何，这是本篇

论文需重点研究的问题。 

5.效果 

效果意指讯息在传播者通过传播媒介被受众接收后，受众在认

知、思维、选择层面的影响程度，是否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大学生的传播影响力

是指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大学生群体的传播效果的研究，主流媒体在

短视频平台能否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播效果如何，是本篇

文章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2）研究方法 

笔者以人民日报抖音号为研究主体，选取 10 位大学生进行深

度访谈，10 位大学生分别为五所高校不观看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

信息的大学生，学历类别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专业涵盖文科类、理工类、艺术类，共五男五女，深度访谈研究对

象较为全面 

客观，结合深度访谈内容分析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大学生思想的

影响力弱的具体因素。 

表 2-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专业 学校 

杨 X 女 24 研究生 数统学 
江西师范

大学 

王 XX 男 20 本科生 新闻学 
江西师范

大学 

董 XX 男 23 研究生 法学 南昌大学 

胡 XX 女 21 本科生 教育学 南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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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X 男 23 研究生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江西财经

大学 

张 X 男 28 博士生 金融学 
江西财经

大学 

李 XX 女 20 本科生 
汉语言文

学 

南昌工程

学院 

代 XX 男 21 本科生 
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 

南昌工程

学院 

李 XX 女 25 本科生 
视觉传达

设计 

江西科技

学院 

胡 XX 女 24 本科生 护理学 
江西科技

学院 

3 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大学生思想引导力影响困境 
本章节为影响力困境分析，重点结合深度访谈等结论，从传播

者、传播信息、传播渠道三个层面，详细阐述主流媒体短视频对大

学生思想引导力影响困境 

3.1 传播者：“引领人”效果不足 

主流媒体融入短视频平台缺乏融合思维。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之

下，主流媒体想借助平台影响力扩大传播力，因此往往注重内容层

面的广度，忽略平台定位融的深度，将传播时政内容的全当作媒体

融的思维。笔者以人民日报为例对党媒短视频的内容架构分析发

现，人民日报的内容分布主要涵盖于时政热点/国际热点、民生生活、

科技创新、人物/群体等四大类别，其中通过筛选发现时政热点、民

生生活、人物/群体三个类别共计 148 条中，以大学生为主体进行传

播的内容不超过 5 条（5-1），由此可见主流媒体短视频针对大学生

群体的视角传播是极为缺乏。 

表 3-1 人民日报抖音号传播内容分布 

主题内容 样本单位 样本量 时间流域 

时政热点/国际

热点 
50 

国家政策 23 

民生生活 47 

科技创新 46 

竞技体育 14 

温情故事 18 

经典剧影 27 

抗击疫情 23 

齐心援豫 23 

经典人物 12 

人物/群体 

 

 

 

 

 

人民日报抖音号 

51 

外交部发言  18 

 

 

 

2021 年 5 月 30 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大学生作为具备主观判断力和社会认知力的群体，对含有宏观

式说教思维的内容较为排斥。主流媒体短视频在内容层面是以宣传

党的政策、路线、方针为主线，为群众提供最为权威的解读；在传

播视角层面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开展正向的引导。笔者在对未

观看过主流媒体抖音账号发布信息的 10 位大学生进行访谈时发现，

在对人民日报抖音号的内容改进层面提出建议时，对象 1、对象 3、

对象 5、对象 6、对象 7、对象 10 认为，人民日报抖音号在内容与

视角层面会注重“教”，缺乏“领”的思维。特别是主流媒体短视

频在内容选取层面与大学生群体的粘合度低、紧密度低。在内容选

取和文案表达层面，看似变换多样实则新意较少。在短视频文案表

达层面，直接包含对社会、道德、文化等价值观阐述，给予大学生

群体道德教化的说教之感。在被说教化的领域中，大学生作为说教

对象会对主流媒体信息产生免疫特征，会从根源层面不去关注主流

媒体的相关内容，直接拒绝对主流媒体信息的接收。大学生若是对

主流媒体本身的性质产生刻板印象，主流媒体的引领效果会随之下

降，其影响力效果必然弱化。 

3.2 传播信息：“宏观式”表达显著 

以时政为主体的主流媒体短视频是引导主流价值体系传播的

重要内容，在新闻话语表达中，人民群众与政府是联系着的两个主

体，主流媒体的特征与属性，可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但在

海量信息、传播快捷、无界交互的信息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给予大

学生群体的传播影响力却占据较小的一部分。笔者通过深度访谈发

现，大学生不关注/不看党媒短视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内容形式单一

和内容表达拘于宏观。笔者对未观看过党媒类抖音账号发布信息的

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对象 1、对象 3、对象 4、对象 6 皆认为

大学生对党媒短视频关注度低和兴趣度低的原因在于内容形式单

一、内容题材选取宏观、内容表达同质化，创作新意缺乏和传播受

众过于宽泛，较少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内容关注。 

主流媒体短视频的信息传播必然涵盖在特定时代下的社会主

义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的渗透过程。因此相对于其他短视频的内容，

主流媒体短视频的信息结构是相对宏观化和固定化，内容本身是围

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具备创新性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

传播影响力不限于内容本身，还包含语言和非语言两种，不同传播

形式的展现，皆会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首先在信息内容层面，主

流媒体短视频虽立足新闻真实性，但未直面大学生关注的热点话

题，未转变主流媒体信息单一的议题传播，缺乏大学生关注的社会

议题；在信息传播空间层面，短视频碎片化的传播特征进一步扩大

受众的覆盖面，但针对于主流媒体短视频的信息传播空间因缺乏打

造多元党媒传播矩阵，单一的结构传播较易出现从信息层面对大学

生的割裂传播；因此固定化的信息传播对大学生的传播产生弱影响

力的现状。增强影响力度而言，笔者在对未观看过党媒类抖音账号

发布信息的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时发现，对象 3、对象 7、对象 8

认为党媒内容单一化传播易产生内容距离感和吸引弱化感，党媒内

容与大学生群体的距离感，成为党媒短视频对大学生传播影响力弱

的重要原因之一。 

3.3 传播渠道： “渠道”割裂传播 

现今，大学生接触主流媒体信息过程，主要通过课堂主渠道和

三微一端平台。课堂主渠道主要是理论性知识构建学习渠道，三微

一端是实时主流媒体信息的接收渠道。从整体性、系统性、集中性

来说，理论性教育是基础，平台渠道是拓展。两类轨道各自发挥，

未开展实质性的融合教学。笔者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大学生通过新

媒体平台对主流媒体信息关注较多的传播渠道是微博和新闻客户

端，实际能够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和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思政课堂的传

播效果其实并不佳，主流媒体短视频在传播渠道中处于单轨道中的

孤立位置，因抖音平台娱乐性强的特性，掩盖短视频领域主流媒体

传播渠道的价值性。 

马克思主要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是大学生非常熟识的

教学内容，在空洞、教科书般的教授形式之下，大学生对党媒信息

基本概念已产生刻板性的无趣印象，高校的思政教育如何结合新时

代的内容特征和传播渠道，开始强化对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引领，需

要从教学形式和内容层面进行相应的调整。价值观教育不仅仅是从

课堂里教育出来，更多的是在个体反思中批判出来的，在一定空间

之下，大学生对价值观困惑的探讨，通过“课堂＋短视频＋互动交

流”的三条轨道一致性的传播渠道可促进大学生对贴近日常生活的

主流媒体信息进行价值观的思考，促进个体自我反思下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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