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高质量短视频为未成年人提供精神滋养 

 

短视频作为互联网的新产物已经深受青少年喜爱，在未成年

人中也得到广泛使用。短视频的特点是“短小快”，具有发散式

的传播特征，内容呈现上生动、形象、丰富、立体。本次研究有

如下一些主要结论和值得讨论与思考的话题。 

1.本次研究发现，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在接触率、使用频率、

使用时长等方面均呈现出鲜明的人口学特征。例如，农村学生、

高中生用过短视频更多，使用时间更长、频率更高。高中生与初

中生、小学生相比，在认知、思维、学习、人际交往、获取信息

上有显著差异，对短视频的使用需求更旺盛。农村未成年人使用

时长超出城市未成年人这一现象值得关注。但是，在设置青少年

模式上小学生比中学生更高，对青少年模式满意度也更高。这提

示我们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行为特征要考虑未成年人的

人口学特征，为他们提供更符合其年龄特征的内容，对不同的未

成年人群体要注重培养科学的使用习惯。 

2.本次研究发现，学习负担、亲子关系对未成年人使用短视

频的行为有一定影响。学习负担重、亲子关系差的未成年人在是

否接触短视频、使用短视频的时长、频次均明显高于学习负担轻、

亲子关系好的未成年人。而且，学习负担重、亲子关系差的未成

年人设置青少年模式比例更低，对青少年模式不满意、认为青少

年模式用处不大的比例更高。这提示我们要重视影响未成年人用

网行为的环境因素，如学习负担、亲子关系等。 

3.本次研究发现，使用短视频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为了减轻压

力，情绪得到放松。尤其是在感到学习压力大时，未成年人更想

通过好玩的短视频实现减压的目的。这提示我们未成年人使用短

视频的主要目的是好玩、减压，希望得到放松是未成年人的心理

需求。家长教师等要帮助未成年人发现生活中的乐趣，使他们找

到线下的减压方法和途径。 

4.本次研究发现，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功能从娱乐逐渐转

向寓教于乐，知识学习成为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主要目的，和

2019 年相比排序更为靠前。而通过短视频娱乐、观看动漫游戏视



频的排序均有所下降。这说明随着短视频使用规模的不断扩大，

以及短视频各类功能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把短视频

作为学习轻知识的工具。丰富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

轻知识，有助于提升未成年人的核心素养和人文情怀。这提示我

们要理解未成年人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学习方式，用好短视频的学

习功能。 

5.本次研究发现，开启青少年模式的比例和认为青少年模式

有用的比例均不高。表示愿意监护人给开启青少年模式的比例也

只有六成多。而且，开启青少年模式的未成年人中，表示对青少

年模式满意的比例也只有七成多。这说明青少年模式的功能、内

容等尚不能很好地满足未成年人的需要，难以与未成年人的成长

需求相匹配，因此他们不愿意进入到这个“池子”中来。为了更

好地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保护，亟需丰富完善青少年模式的内容

与功能，使青少年模式下的内容池更丰富和个性化，更贴近未成

年人的兴趣爱好，使未成年人心甘情愿地“到碗里来”。 

基于本次研究的结果，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未

成年人不理性地使用短视频，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重视发展需求，解密未成年人的“流量密码” 

当代未成年人作为网络时代原居民，对短视频有着天然的亲

近感。而且，在短视频快速发展的时代，未成年人接触短视频的

比例会持续增加，这是网络一代未成年人成长的必然需求。因此，

要重视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发展需求，尊重他们的

学习与社交习惯。在此基础上，要解密适合未成年人的“流量密

码”，结合未成年人的发展需求，为他们提供更个性化的短视频

服务内容与功能。 

2.重视成长环境，构建协同育人的社会支持系统 

网络使用行为与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未成年人的

人际关系、心理状态、休闲方式、学习压力，以及他们的家庭教

养方式、家庭亲密关系等，都会成为网络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成年人要特别重视营造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使家庭、学

校、社会成为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支持系统。家庭要重视构建和

谐的亲子关系，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学校要把减轻学习负担、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大力提升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短视频平台

要重视社会效益，为未成年人输出高质量的视频内容。 

3.重视精神滋养，强化短视频的价值与内涵 

有些短视频缺乏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需注重短视频的现实

价值与精神内涵。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不断

成熟和定型的阶段，思维尚不够成熟与全面。要强化短视频的精

神价值，对未成年人观看短视频要加强引导，强化文化内涵，突

出高品质精神追求，重视思想引领和精神共鸣，使少年儿童在轻

松一笑中释放压力获得启迪，使短视频守底线、走正道，使有意

思的事情更有意义。 

4.重视寓教于乐，让知识学习变得更有趣 

短视频这一视觉化的传播载体，更有利于知识传播，尤其适

合各类轻知识的传播，也非常符合未成年人的认知特点。避免过

度娱乐的重要措施是引导未成年人在娱乐的同时获得启迪，学习

到知识或道理等。除了课堂学习，家长和教师也要注重引导未成

年人善于通过短视频学习。比如，家长或教师可以在抖音上找到

一些介绍世界各地风光的短视频给未成年人观看，使这些可视化

的内容与纸质阅读、课堂教学、课后实践等结合起来。学校和家

庭还要大力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自护意识与能力，使他们面对五

彩缤纷的新型网络产品面前能游刃有余地冲浪。 

5.重视保护创新，把未成年人保护作为核心 

要使未成年人更好地享受网络红利，使短视频等网络平台更

加可持续发展，未成年人保护必须挺在前面。无论是平台的技术

保护，还是管理部门的政策保护，亦或是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

都要重视保护创新。要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优化未成年人保护模

式的功能，以平台为基础，综合社会多方力量和多学科视角，丰

富未成年人保护内容池。要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为未成年人推送

更适合的内容，共同促进短视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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