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七成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缺乏父母家人陪伴 

 

短视频帮助人们更便捷快速地获取资讯，自然科学、历史地

理、艺术美育、体育健康……各类知识在短视频平台汇聚，短视

频已经成为专业科普和大众学习的新工具。为更好地了解未成年

人接触短视频的特征，对未成年人用网进行积极健康的引导，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综合考虑行政区划和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抽取代表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广东、江苏、

湖南、四川、陕西、辽宁 6 个省进行了小学四年级至高三学生的

问卷调查。每省抽取 2 所小学、2 所初中、2 所高中，共计 36 所

学校。其中城市学校 18 所，农村学校 18 所。共回收有效样本

6739 份，其中男生占比 48.9%；女生占比 51.1%；城市学生占比

49.2%，农村学生占比 50.8%；小学生占比 27.3%；初中生占比 32.9%；

高中生占比 39.8%。 

调查发现，近七成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缺乏父母家人陪伴。

学业负担很重、亲子关系很差的未成年人得到陪伴最少 

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时经常有父母家人陪伴的比例近一成

（9.2%），有时有陪伴近三成（26.6%），偶尔有家人陪伴超过三

成（35.2%）。还有近三成表示父母家人从不陪伴（29.0%）。可见，

共有七成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时得到过父母或其他家人陪伴，但

是能经常得到陪伴的比例不足一成。 

小中生、农村学生经常得到父母家人陪伴的比例更高。尤其

是小学生，家人从不陪伴（17.1%）的比例比高中生（34.9%）低

近 18 个百分点（图 1）。 



 
图 1   用短视频家人从不陪伴的城乡和学段比较（%）  

比较还发现，感到学业负担很重、比较重的未成年人使用短

视频时得到家长陪伴更少，从不陪伴的比例均在三成以上。尤其

是学业负担很重的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时家人从不陪伴的比例

最高（39.7%）。学业一般、比较轻、很轻的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

时家人陪伴的比例更高，从不陪伴的比例均不足三成。尤其是学

业一般的未成年人得到陪伴最多，从不陪伴的比例最低（24.0%），

与学业负担很重的未成年人相比相差近 16 个百分点。这或许说

明学业负担重的未成年人避开家人监督管理独自使用短视频比

例更高（图 2）。 

       

图 2  学业负担不同的未成年人用短视频家人从不陪伴的比例（%） 

 

对不同亲子关系的未成年人进行比较发现，亲子关系不好的

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时得到陪伴最少。亲子关系很不好、不太好

的未成年人表示，使用短视频时家人从不陪伴的比例均达到近七

成，分别为 66.7%和 66.3%。而亲子关系很好、比较好的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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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短视频时家长不陪伴的比例更低，占比分别为 19.8%和 31.4%

（图 3）。可见，亲子关系很好与很不好相比，未成年人使用短

视频家人不陪伴的比例相差了近 47 个百分点。 

 

图 3  亲子关系不同的未成年人用短视频家人从不陪伴的比例（%） 

 

调查发现，有家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频率更低、时

间更短 

对家人陪伴与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频率、每天使用时长进

行交叉分析发现，家庭陪伴多的未成年人经常使用短视频的比例

较低，长时间使用短视频的比例也较低。图 4 可见，使用短视频

时经常有家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经常使用短视频的比例为 11.4%，

而如果家人从不陪伴，未成年人经常使用短视频的比例为 37.0%，

比例上升超过 25 个百分点。 

 

图 4  家人的陪伴频率与未成年人经常用短视频的交叉分析（%） 

 

同样，长时间使用短视频的未成年人中，家长不陪伴的比例

更高。图 5 显示，每天使用 2-3 个小时、3 小时及以上的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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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家长经常陪伴的比例分别为 4.7%和 14.0%，从不陪伴的比

例分别为 38.3%和 44.4%。可见，如果家长陪伴少，孩子有可能使

用短视频时间更长。 

 
图 5  家人的陪伴频率与未成年人每天使用短视频时长的交叉分析（%） 

 

调查还发现，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主要理由是减压放松、

丰富知识、好玩有趣 

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三大 主要 原因分别是减压放松

（72.6%），其次是丰富知识（58.7%）、有趣好玩（54.4%），比

例均超过半数。寓学于乐（33.1%）、满足好奇心（32.9%）的比

例均三成以上（图 6）。上述排序靠前的几个原因说明未成年人

使用短视频主要以休闲和学习作为主要功能。 

 

图 6  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原因（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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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观影看剧（27.7%）、收看新闻（26.6%）、记录生活

（23.9%）、追随时尚（21.5%）、广交朋友（20.9%）占比均两成

以上。可见，短视频也承载着未成年人社交、获取信息、追随流

行文化、记录和展示自我的需求。 

和 2019 年相比，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原因也有了显著变

化。在 2019 年调查中，丰富知识是排在第四位的原因。而在本

次调查中，丰富知识成为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第二位原因，有

趣好玩由第二位降序到第三位。这也说明，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

的目的逐渐“从玩到学”。当然，我们也看到，减压放松是不变

的第一原因，这也充分说明了未成年人渴望放松的需求。 

 

撰稿：孙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