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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短视频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行为分析
沈晓娇 龚小妹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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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社交媒体，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带来了信息传播领域的又一次革命，使信息传递

更加便捷，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受影响，拉近了世界的距离。社交媒体丰富多彩的信息内容

已将现代大学吸引到社交媒体上，成为主要用户群体。短视频软件具有较强的媒体社交性，但其内容良莠不齐，被广泛使用

和传播，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本文详细研究了社交短视频对大学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提出相应思想行为教育的

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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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民众的娱乐方式和思想行为

也在不断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牢

牢把控思想工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发展的方

向和路径。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和普及化，增强

凝聚力和领导力。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所有人在理

想、信仰、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上紧密团结。”高校作为人才

的培养基地，有责任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兴的社交短视频作为一

种新媒体，在生活、娱乐和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爆

发式发展挑战了大学思想行为教育的权威性和主导作用。因

此，深入调查和分析当前短视频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行为，

然后弥补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是十分有必要的。

1 社交短视频的影响性

据相关统计，自 2018年以来，短视频软件用户使用量

大幅增长，目前短视频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这预示着短视

频将给民众带来新的信息娱乐风暴。短视频观众主要集中在

90 后人群，其中 24 岁以下占 52.8%，因此，在短视频主要

用户中大学生占比较高。

短视频是一种通过新的互联网媒体传播的视频内容，通

常时长不超过五分钟。随着现代社会 4G 网络的不断发展和

智能手机普及率的扩大，短视频成为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为大学生重要的交流工具和对外信息资源平台，使其

更为广泛的接触外部世界。短视频通常从 10秒到几分钟不

等。据相关统计，目前大学生 70%的课外时间用在移动终端

上，其中半数以上是短视频的浏览。不少大学生表示，在闲

暇时间收看短视频已成为一种基本生活习惯。短视频内容包

括政治、趣味、时尚前沿、社会焦点、街头采访、慈善教育

等诸多话题，通过剪辑编排，计算机技术等展现拍摄，迎合

了目前年轻人表达自我的需求。大学生是新时代的主角，他

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现代和未来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

2 社交短视频平台对大学生思想行为方面的影响

2.1正面影响

自我价值的实现。短视频为民众带来了更多的自我表达

空间和更自由的呈现形式，彻底改变了社交表达方式，实现

了社交媒体与视频传播更紧密的融合。新的展示形式也带来

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话语体系。大学生可以通过平台将他

们的作品上传，以此来轻松获得大量关注，在这个平台上更

为顺畅的表达和展示自己。

它有助于开拓学生思维并培养其创造力。年轻大学生思

维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想法新颖，创意独特，通

过在平台上发布相关短视频，可以有效激发创作灵感，创作

出可以与大家分享的优秀作品，而“创意”在当下也是“流

量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有助于拓宽视野，增长知识并传递正能量。大学生正处

于思想观念形成的黄金时期。事实上，各种短视频平台上有

很多优秀的作品，包括乐于助人、爱岗敬业、家国情怀等正

能量视频，帮助大学生保持健康的思想状态，积极传播正能

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社交短视频也能让学

生放松身心，看到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新事物，不仅

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

知识。

丰富了日常生活，有助于满足社交需求。短视频媒体的

文化产品满足了大学生的娱乐需求，通过模仿他人或自己制

作短视频，能够减轻学习负担，丰富情感，心态阳光，也可

以通过视频与熟悉或陌生的网友谈论共同话题，增进友谊，

在情感之间创造生活中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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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负面影响

时间的碎片化和注意力的黑洞，让大学生很容易沉迷其

中。社交短视频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类型和有效的沟通

方式吸引了大学生，因此他们通常在观看时会不自觉地将其

扩展到整个时间段，从而浪费了时间。碎片化、快节奏的本

质让学生的注意力越来越短，耐心逐渐丧失，他们更专注于

视觉和精神刺激的内容，而这种情况很容易让大学生失去学

习的动力，分散注意力。

盲目模仿危险行为并忽略安全问题。一些大学生为了追

求新鲜感、吸引眼球，领略刺激，冒着危险翻拍或创作自己

的视频作品，不专业，容易发生危险或事故，存在安全隐患。

在当今信息飞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社交短视频平台不

仅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但是“网红”现象对年轻大学

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为了增加移动网络环境下的用户数

量，博取眼球，一些短视频平台放宽了对视频内容质量的审

核，播放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同时，短视频也充斥着夸张表

演、负面情绪宣泄、极端理论、信息曲解等“负能量”内容。

例如炫富，身着名牌，住豪宅的行为，这种视频展现出的内

容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学生的经济能力，短视频将一群普通人

变成了拥有数十万甚至数千万“粉丝”的“网红”，而成千

上万的“粉丝”为“网红”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收益，有时

甚至出现直播一小时，收入数千元以上。在缺乏经济资源的

情况下，大学生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经济资源，

从而对自己的“金钱观”产生负面影响，产生了追求“流量”

或成为“网红”的观念。一些意志薄弱、爱虚荣的学生，无

视经济状况，在网上模仿和追求“富人”的生活，甚至跌进

网贷陷阱。大学时期是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

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大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思想行为观

念，缺乏准确的判断力。当所有的公共话语逐渐以娱乐的形

式出现，成为文化的精神，我们就进入了娱乐“致死”的时

代。在这种环境下，大学生肆无忌惮地不计后果，挑战权威，

甚至用嘲笑和辱骂性语言嘲弄公众人物和精英领袖，在互联

网上随意发表言论，进行网络暴力，混淆是非，对学生乃至

普通民众的三观都造成非常严重的歪曲。

价值观不同的网络群体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

在短视频平台中，出于共同的爱好和价值观，大学生们很容

易形成一个个的“圈子”，其封闭性和排他性为获取信息设

置了高门槛，信息同质化交流频繁，网络“领袖”代表话语

权，各种意见组织掌握在自己手中，网络平台难以把关，以

至于广泛的传播虚假信息，影响大学生的理性判断。

3 对于社交短视频对大学生思想行为影响的针对性

策略

引导学生正确利用和看待短视频平台。社交短视频作为

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丰富了大学生活，但同时，我们也

需要冷静地对待，短视频只是服务民众的工具，并不能主导

人的思想行为。在教育工作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对社交短视

频形成客观的认识，遵守其使用的伦理和行为规范，同时增

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营造良好的

文化氛围，合理安排时间规划学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推动“媒体素养”的有序发展。大学生以“表演者”和

反馈型“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参与短视频社交交流。合理安

排和引导可以保证大学生不迷失在短视频中。因此，相关工

作者有必要提高大学生的媒体素养，从自己做起，准确理解

当下的流行现象，接受大学生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提高

学生接受度。再结合实际工作，在社交短视频上发布正面视

频，探索“短视频+”的教育体系，加强思维引导，提供个

性启蒙平台，激发大学生成长动力，为大学生建立“清晰”

的内容标准和“有序”的行为标准，积极吸引具有更高精神

和正确价值观追求的大学生网民，利用新时代的大学生渴望

发现新事物的特点，顺应潮流，以新形式、新面貌占领短视

频的主流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

强化法制观念。目前社会法律法规对社交平台负面影响

的处罚力度在逐渐增强，这方面的法律空白再逐年被补充完

善。从法律法规入手，建立有效有力的惩戒措施，及时封杀

一些低俗虚假，传播负能量的“网红”，完善网络环境，确

保平台合法合规的为民众和学生提供正确有效的资讯，另外

尤其要加强平台实名制，加强对平台的有序监管。

结束语

综上所述，短视频社交平台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更为明

显。积极的影响可以帮助大学生展示自己，改变思维方式并

充分发挥潜力。除了大学生自我实现的诉求外，它开阔了视

野，实现了地域间人才的无限制交流，而负面影响则是助长

了低俗文化的传播，容易腐蚀大学生的思维，使大学生沉迷

于娱乐中，忽视了正确的行为导向。只有正确引导大学生使

用短视频社交平台，使其明辨是非，自觉抵制虚假信息，加

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合理安排学习娱乐时间，确保大学

生在网上学习正确养成社交行为，另外还要注意，短视频平

台不是法外之地，国家相关机构也要在这方面强化法制，彻

底清除网络平台中的不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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