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５年第２期（总第１４期）第２卷 教育科学文献 ＩＳＳＮ：２９５８－２８９Ｘ

大众文化批判视域下短视频发展审思及应对之策

孙美晴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短视频的出现与发展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消
费体验与文化景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人们享受着这种短视频的文化模式的
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泛娱乐化的发展模式背后的文化隐忧，如短视频文化同质严重化、具有低
俗化的倾向、被流量资本所支配控制、内容低俗且脱离现实、缺乏正确的价值导向、文化理念畸
形等乱象。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ＡＰＰ为例，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视角，对短
视频的发展现象进行分析，以期为短视频文化健康发展提出理论指导与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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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短
视频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形式，迅速崛起并占领了
大量用户的碎片化时间。从野蛮生长到全民抖音，
再到站在风口上的短视频产业，以抖音、快手等为
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异军突起，成为当下人们关注和
使用最多的传播媒介。自互联网络普及后，中国短
视频行业便实现高速发展，诞生了抖音、快手等数
亿用户量级的平台。如今，有空就刷短视频已经成
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短视频内容创作领域日益
丰富，从早期的休闲娱乐不断拓展至新闻、科普、教
育等多领域，推动短视频用户渗透率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短视频用户规模持续增长，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
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１０． １２亿，首次突破十亿
大关，短视频的发展进入了热潮，有分析预测到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短视频用户可能增至１１． ４８亿人。
作为一种“全民性”的文化盛况，短视频的发展也存
在着很明显的文化乱象，值得我们审思与警惕。

一、短视频景观发展的正向效应
近年来，作为一种新兴的视听业态，短视频的

用户规模和使用率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
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２年，发布过自制短视频的
用户比例从２８． ２％攀升至４６． ９％，我国有近４． ７５
亿短视频用户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内容创作，短视频
成为普通人记录生活、表达自我的重要形式。“当
代文化已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短

视频的特质刚好契合当代文化的发展特点，从而逐
渐演变成一种潮流的亚文化繁荣发展，延伸至人们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短视频满足了人们的社交分享欲望。短
视频平台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交流方式，如点赞、评
论、打赏、转发等形式，可以与自己喜欢的短视频互
动，也可以通过发布视频分享自己的日常或者其他
方面，吸引其他人互动。各个平台的短视频，如抖
音、快手、微博等ＡＰＰ，都设置了一键分享的功能，
可以很轻松地将自己喜欢的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
友、亲人，一起欣赏与讨论，这种便捷的社交分享属
性、高度的交流互动让人们会有高度的参与感与体
验感，吸引了更多的人了解、接触短视频。

其次，短视频契合人们的娱乐需要。短视频以
其短小精悍的内容形式，迎合了人们在繁忙的日常
生活之中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人们可以随时随地
打开手机浏览然后选取自己感兴趣的视频内容，不
需要花费整块甚至很长的时间去阅读长篇文章，观
看完整视频就可以快速获取信息。短视频内容涵
盖各个领域，涉及搞笑、美食、音乐、影视、旅游、美
妆等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的多样性极大
地满足了人们各个层面的需求，人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选择观看的内容。短视频具有轻松、欢快的
特点，因此成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观
看短视频可以让人们在繁忙压抑中得到短暂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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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与慰藉，享受到快乐与娱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舒缓压力，放松心情。

二、大众文化批判视域下短视频发展景观的审思
（一）商业性批判：短视频发展被资本控制，流

量至上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被资本所控制。资本是逐利的，资本的加入加快
了短视频行业的发展速度，也使得短视频发展变得
更加迅猛。资本在短视频行业起到了非常大的推
动作用，甚至在短视频这个领域中占据了绝对优
势。资本介入短视频行业后，会不断地制造出各种
各样的热点事件、热点话题。在这些热点事件和话
题中，流量放在了至上的地位。在“流量至上”的发
展形势下，网络流量成了很多人的价值标尺、利益
之源。当一起网络事件成为全民热点之后，很多人
会借此炒作，导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有的博
主为了吸引流量，故意在视频内容中制造矛盾，吸
人眼球。“任何客体都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有
通过交换才能获得价值。”一方面，短视频文化的商
业化为现代社会的消费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博
主通过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虎牙等ＡＰＰ平台
进行直播带货、短视频广告推销，使得短视频文化
产品进入了消费领域，促进了消费的增长与经济的
发展。但在另一层面，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本性使
得短视频变成了一种交换的商品，通过直播带货、
插入广告等手段创造商业价值，消解了短视频本身
应该创造的精神价值，其交换价值掩盖了使用价
值，沦为一种资本逐利下的文化商品。正如短视频
的文化产品带来的流量与利润代替了它本身应该
具有的对于人的提升与促进作用，博主更加关注各
种热点问题与短视频媒介会为自己带来的利益，却
不去在意视频本身的作用与功能，更多地在意其流
量与价值。正如前一段时间热议的“胖猫事件”，在
事件发酵热度鼎沸时，有人冒充事件“女主”的口吻
发微博，编造事实，激发矛盾，无底线地博取流量；
很多短视频博主录视频甚至开直播热议此事，在视
频乃至直播间带有此事件的话题，甚至刻意歪曲事
实，引发网友共情，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博取流量。

（二）技术性批判：短视频发展被技术控制，推
送精准

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为短视频文化的传播提
供了有效的载体，为短视频文化的传播创造了广阔
的空间，技术为短视频的传播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但与此同时，短视频文化也陷入了被技术支配的情
况。短视频文化的发展被资本与技术所控制，技术

的发展编制了精密的算法牢笼，其背后的逻辑是通
过数据分析受众喜欢什么、经常浏览的内容是什
么、偏好是什么，从而生产什么内容。通过数据分
析受众的心理需求与感兴趣的内容，精准推送受众
所喜爱的短视频内容，这种“私人定制”式的内容推
送会让受众产生一种平台很懂我的感觉，进而沉迷
其中，不可自拔。时间久了，平台在广泛的视频信
息中进行筛选，只推送受众所喜爱、感兴趣的那一
类视频，过滤掉受众不喜欢的视频类型，最大程度
地满足用户的偏好，久而久之，受众就会被困在这
种精密的算法牢笼里，只能接受到某类的信息，被
困在同类的“信息茧房”之中，而此时，一些有效且
有价值的信息就会在推送环节被筛选掉且很长时
间内无法获得，受众只会在这类自己感兴趣的视频
类型中越陷越深，获取的信息内容越发匮乏与单
一，视野愈发受限，喜爱偏好愈发固化，沉迷在短视
频文化通过技术算法所构建出来的碎片化的虚假
图像世界里。

（三）标准性批判：短视频发展同质化严重，叙
事浅层

短视频文化发展也面临着同质化比较严重的
现象，一种模式火起来，就会被其他不同的博主复
刻，进而产生了同一种视频“批量生产”的短视频文
化现象，正如“文化还是消除了它们拒不妥协的特
征，使它们遵循着固定的程式，而不是作品本身”。
短视频博主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火起来，吸引到流
量，追求经济利益，这就是造成短视频文化标准化
的主要动因。一旦有一个模式成功，之后便会涌现
众多复制粘贴的样子。当一种短视频内容模式被
投放到短视频平台并收到广大受众点赞与讨论后，
那段视频就会成为“标准的模板”，引起其他博主依
赖并争相模仿此类视频的内容、形式等方面，以求
能复刻出同样水平与热度的短视频内容，以此来生
产这种符合广大受众的喜爱与口味的短视频，这种
方式是最快获取商业利益与流量热度的方式。在
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制作粗糙、内容相同、缺乏个性
与创造性的短视频产品就出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同
一标准的短视频商品生产景观。这种同质化不仅
表现在短视频的生产方面，还体现在受众的体验方
面。平台通过精密的算法，推送受众所偏爱的那一
类短视频产品，用户在选择产品时容易被相似的内
容吸引。不断刷到相似的短视频内容时，受众会不
断沉迷在这种“同质的视频牢笼”中，难以脱身，就
好似一台精密的仪器，掐准了受众的兴趣命脉，不
断生产同类型的短视频文化产品。然而这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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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受众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正如一位抖音忠
实粉丝用户二佬所说：“刷来刷去都是那些视频，内
容同质化有些让人冒火。”

短视频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短，十几
秒、几十秒，最长的不过几分钟，极大地迎合了当今
社会快餐式、碎片化的生活方式。人们在生活的碎
片化时间里，只需要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获取信
息，极大地降低了生活的时间成本。在另一层面，
短视频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短少，所以排斥时间
长、内涵深层次的内容。随着媒体智能化发展，人
们相比于文字更愿意观看视频，短视频的快捷形式
逐渐为大部分网民所接受。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文
字表达而言，短视频缺少文字表达的严谨逻辑和事
实关联，其叙事结构和表达逻辑呈现出碎片化、浅
层化特征，缺少严谨脉络与深入分析。虽然其场景
化特征是优势，但在场景化的过程中缺少逻辑性和
层次性，容易让受众产生误解，短短的几十秒、几分
钟有时难以描绘出事件的全貌，获取的信息过少，
难以对事件产生整体性、系统性的把握，只能产生
短时间内的“平面的快感”，难以产生“立体而全面”
的深层次感受。有的视频内容为了制造热度，刻意
剪辑容易引起矛盾的环节，如微博上前一段时间爆
火的“胖猫事件”，为博眼球选择性地截取聊天记
录，制造容易引起同情与矛盾的文案，以片面化的
叙事操纵舆论，挑拨网友的热议。正是因为短视频
内容叙事浅层且信息片面，才会发生这种事件反转
的情况。

（四）娱乐性批判：短视频的价值观念畸形，娱
乐至上

短视频已经成为现在的一种流行的文化，其背
后的精神实质是“娱乐至上”的思想价值，“猎奇”
“刺激”“过瘾”“擦边”等是短视频文化发展的潜在
现象与标准。短视频内容符合这些标准，就会受到
广大网友的追捧与点赞，反之，则被漠视。即使短
视频的内容涉及广泛：生活美食、才艺展示、科学教
育、情境短剧、奇闻轶事、知识普及等方方面面，但
最受到追捧与爆火的是以“娱乐”为内容的短视频。
“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
的”，短视频对受众的控制也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
的。短视频ＡＰＰ通过精密的算法迎合受众的精神
需求，受众越是喜欢滑稽搞笑、擦边低俗、刺激享受
的内容，ＡＰＰ越是不断地推送相似的短视频，因而
受众的粘性越强，其娱乐观感越发强烈，对于短视
频的依赖越发深刻，就像是一种“精神鸦片”，不断
吸引受众打开ＡＰＰ刷短视频，侵占了受众的碎片化

时间。一条一条的短视频，连续不断的精准推送，
每条视频笑点满满，充满娱乐性，没有反应的空白，
不需要过度的思考，就能产生连续不断的兴奋感、
娱乐感，精神得到虚假的满足与刺激，逃离现实世
界，沉醉在网络世界中不可自拔。短视频文化就是
通过这种娱乐的快感满足来控制受众群体的精神
世界，这种快感并不是真实的、幸福的，而是虚假
的、短暂的。当人们从短视频文化中脱离出来，就
会感到空虚，荒废了时间。这种娱乐是对于劳动的
延伸，使人们处于满足的快感刺激中。

当前短视频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如价值观念扭曲，解构与瓦解了中国传统文
化、道德观念、思想意蕴、时代精神等，对于主流文
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侵蚀着受众的价值观念。在
短视频文化中，由于受众的素质较低，大量低俗、暴
力、色情的视频泛滥，其中包括一些未成年人的视
频，这些视频传播的内容和思想非常不健康。此
外，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移动终端设备以
及网络技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
手机上的各种应用软件层出不穷。但是由于相关
监管力度不够以及手机用户自身素质和文化程度
较低等原因，大量垃圾信息在手机上泛滥，也使得
部分低俗、暴力、色情等视频能够在网络短视频文
化中迅速传播，腐蚀受众的思想健康。

三、促进短视频健康发展的应对之策
短视频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产物，不仅契合人

们的需要，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面对短视频发
展的多重问题，破解短视频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乱
象，不仅要从主体层面发力，同时也要注意主流价
值对短视频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使短视频走向健
康的良性发展，满足人们更深层次的精神需要。

（一）重构价值主体的精神追求
短视频如今已经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
展示着人们的情绪、品位、感情等方面，因此更要注
重人的主体地位。首先，要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实
际生活进行短视频创作，不能脱离实际生活，要在
日常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生产具有积极意义的、
有内容深度的正向短视频文化产品，契合人们的实
际生活。其次，平台在向用户推送视频时，不能仅
仅把流量与利益作为唯一标准，更要兼顾主体需求
与价值引领，体现人文精神与关怀。平台同时应该
承担起自己的监管与监控责任，着重推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质量短
视频文化产品，加大对优秀短视频的传播力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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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重主体的精神价值的培养，满足人们更深层次
的精神文化需要。

（二）发挥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
短视频文化发展中的过度娱乐化、商业化、价

值扭曲体现了其在文化价值与主流价值方向存在
不足，需要更具有内涵与正向的主流价值引领。一
方面，国家应该鼓励平台多推出能展现当代中国价
值、中国特色的文化短视频，鼓励创作者在创作中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短视频创作，将时代精神
融入文化创作，生产出高质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文
化短视频。在社会层面，多宣扬优秀的短视频内
容，促进优质短视频的传播，带动更多的创作者生
产出高质量的短视频。其次，主流媒体应该入驻短
视频平台，发挥自己的引领作用，利用短视频平台
与短视频的特点，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宣传主
流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娱乐
幽默，但不能过度娱乐化，在严肃中不失娱乐，把握
好娱乐的边界线。另一方面，要对短视频进行高位
引领，把握好底线。短视频内容泥沙俱下，各类混
杂，要用主流价值引领其向先进文化方向发展，坚
决抵制发表错误言论、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的短视频。短视频可以娱乐大众，但要牢牢把
握道德底线，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挑战社会道德底
线，生产低质无效的文化产品，更要牢牢树立法律
意识，不得逾越法律红线。

（三）重塑主体的批判辨别意识
短视频存在着低质化、同质化的问题，质量参

差不齐。很多短视频会故意制造矛盾引发人们的
热议，博取眼球，造成一个又一个的事件反转。在

过度娱乐化、商业化的包装之下，人们在现实与网
络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壁垒，很多短视频经过层层包
装，被加上了厚重的滤镜，使人们很难看清事件最
真实的面目，模糊在事实之外，被网络所裹挟诱导，
被层层信息包裹。因此，在这种短视频与信息涌现
的生活中，要提高自己的批判辨别意识，不能盲目
跟风，享受眼前的娱乐而不辨别真假；要锻炼自己
的批判思维与辨别意识，透过层层滤镜看到背后的
本质，时时刻刻保持清醒，不成为娱乐奴隶。在纷
繁复杂的短视频中，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坚
持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抵制不良信息与思潮的侵袭。

短视频文化作为网络时代新兴蓬勃发展的文
化，不仅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也带来了
隐忧。作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短视频文化深刻
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因此促进短视
频文化朝着健康良性的方面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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