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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应用为大学生群体提供了全新的网络参

与模式ꎬ但也因此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ꎬ特别

是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现象ꎮ 中国青年网面向全国上

万名大学生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ꎬ超过八成受访

者经常刷短视频ꎬ其中 ２６.４８％的受访者每天刷短视频

２ ~ ５ ｈꎬ 每天刷短视频 ５ ｈ 以上的受访者占比为

８.０５％ꎬ共有超七成受访者认为刷短视频容易成瘾[１]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率超过 ２１.６３％[２] ꎬ
本科护生的成瘾率更是高达 ３０.２％[３] ꎮ 大学生短视频

成瘾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ꎬ本研究拟对国内

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ꎬ希望引起大学生自身及其

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对于大学生短视频成瘾问题的

重视ꎬ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大学生群体建立健康的短视

频使用习惯、降低短视频成瘾风险ꎮ

１　 大学生短视频成瘾概念界定及测量工具

１.１　 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短视频成瘾概念的界

定尚未达成共识ꎬ已有的定义主要聚焦于短视频使用

行为失控、心理依赖和负面影响 ３ 个方面ꎮ 李霞等[４]

将短视频成瘾定义为由重复使用短视频软件所导致

的一种难以自我解脱的行为状态和慢性或周期性的

精神着迷状态ꎬ并产生强烈而持续的需求感及依赖感

的心理和行为ꎻ罗光福[５] 认为短视频成瘾是一种用户

长时间沉溺于短视频内容中、无法完全摆脱和重复不

间断地使用短视频的行为和反应ꎬ该行为反应不仅会

导致用户不良的精神与身体状态ꎬ还会影响其正常生

活ꎻ董王昊等[６] 将短视频成瘾定义为一种个体因强迫

性观看短视频ꎬ导致明显的行为失控或注意力障碍ꎬ
并进一步造成人际、学习和 / 或工作适应困难的问题

行为ꎻＦｕ 等[７]认为短视频成瘾是指用户对观看短视频

产生强烈的渴望和依赖ꎬ这种状态通常表现为对短视

频内容的反复迷恋ꎬ并可能对个体的社会功能和心理

功能造成损害ꎮ 基于上述观点ꎬ本文将短视频成瘾定

义为因长时间沉迷于短视频内容提供的即时满足感ꎬ
导致个体无法自主控制短视频观看的想法和行为ꎬ进
而损害自身身心健康状态和正常生活能力的问题性

使用行为ꎮ
１.２　 测量工具　 为测量大学生短视频成瘾倾向ꎬ已有

学者专门开发了相关量表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量表主

要为:(１)大学生短视频成瘾问卷[２] ꎮ 该问卷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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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个题项ꎬ从戒断性、逃避性、失控性和低效性 ４ 个维

度对被试者的短视频成瘾程度进行测量ꎬ目前该量表

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应用ꎬ 表现出良好的信、 效

度[３ꎬ８－１１] ꎮ (２) 罗光福编制的大学生短视频成瘾量

表[５] ꎮ 该量表共有 ２１ 个项目ꎬ涵盖过度性、日常生活

干扰、情绪体验、交互性和视听刺激 ５ 个维度ꎬ可通过

测量大学生用户的短视频使用行为、感受及负面影响

等判定其是否具有短视频成瘾症状ꎮ (３)白子煜编制

的大学生短视频成瘾量表[１２] ꎮ 该量表共包含 ４１ 个条

目ꎬ从显著性、戒断性、失控性、逃避性、健康问题和睡

眠问题 ６ 个方面测量短视频成瘾ꎬ该量表目前尚未在

其他研究中得到运用ꎬ信、效度有待未来学者进一步

探究ꎮ

２　 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影响因素

２.１　 用户自身因素

２.１.１　 心理因素 　 (１) 情绪因素ꎮ 已有研究发现无

聊[１３－１４] 、焦虑[１５－１８] 、孤独感[１９]和错失恐惧[５]等消极情

绪均与大学生短视频成瘾呈正相关ꎮ 其中ꎬ无聊倾向

对短视频成瘾的影响受到抵制效能感的负向调节ꎬ当
个体抵制效能感水平较高时ꎬ无聊倾向对大学生短视

频成瘾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１３] ꎮ (２) 认知因素ꎮ 现

有研究表明负面认知偏差、中庸思维、认知重评和孝

道是影响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关键认知因素ꎮ 其中ꎬ
负面认知偏差与短视频成瘾呈正相关ꎬ社会支持和孤

独感在这一关系中可以独立发挥中介作用ꎬ也可以共

同发挥连锁中介作用[１９] ꎮ 中庸思维(即多角度审视问

题和考虑观点后ꎬ选择兼顾自身与大局的思维方式)
与短视频成瘾呈负相关ꎬ除直接影响外ꎬ中庸思维还

可以通过认知重评的部分中介、积极应对方式的完全

中介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短视频成

瘾[１０] ꎮ Ｆｕ 等[７]研究指出ꎬ权威型孝道观念可能导致

个体为减少自身压力不断寻求短视频慰藉ꎬ而互惠型

孝道观念则为个体提供充分的情感支持进而有效降

低短视频成瘾风险ꎬ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即个体对不

确定的信息或情境感到厌恶和难以忍受的心理倾向)
可在上述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ꎮ (３)人格和能力

因素ꎮ 人格特质是影响个体行为成瘾的重要因素ꎬ已
有研究证实五大人格模型中的神经质[２ꎬ４] 和外向

性[２] 、宜人性[２ꎬ４] 和尽责性[４] 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大

学生短视频成瘾ꎬ同时沉浸体验可以分别在神经质对

短视频成瘾以及外向性和宜人性对短视频成瘾的影

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及遮掩作用[２] ꎻ另有研究

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大学生的短视频成

瘾ꎬ但受到自我控制的负向调节[７] ꎻ还有研究显示抵

制效能感与短视频成瘾呈负相关[１３] ꎮ 此外ꎬ部分研究

指出自我控制[１４] 、意志控制力[２０] 等能力因素对大学

生短视频成瘾也具有负向影响ꎮ ( ４) 需要和动机因

素ꎮ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ꎬ大学生成瘾性使用短视频

是因为某些需要能够获得较好的满足ꎮ 有研究表明ꎬ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２０] 、自我补偿动机[８ꎬ２１] ꎬ娱乐、社交

和表达动机[２２]均正向影响大学生短视频成瘾ꎻ另有研

究发现认知需求负向影响短视频成瘾ꎬ即认知需求较

高的大学生用户成瘾的概率较低ꎬ无聊倾向在这一路

径中起到中介作用[１３] ꎮ
２.１.２　 行为因素　 有研究表明ꎬ以使用时间和频率为

代表的短视频使用水平对成瘾行为具有正向影响[２２] ꎻ
大学生的童年受挫经验也可以正向预测其短视频成

瘾倾向ꎬ而安全感则负向调节这一关系[２３] ꎮ 另有研究

显示ꎬ积极应对方式与短视频成瘾呈负相关[１０] ꎮ
２.１.３　 人口学因素　 在性别方面ꎬ多位学者发现女生

的短视频成瘾得分高于男生[２ꎬ９－１０ꎬ１２] ꎬ但邹鑫雨[２０] 的

研究结果恰恰相反ꎬ还有部分学者并未发现存在性别

差异[２２ꎬ２４] ꎮ 在学历方面ꎬ有研究表明学历层次越低者

的短视频成瘾症状越强[２２] ꎬ如专科生成瘾程度高于本

科生[２] ꎻ 但也有研究发现研究生成瘾程度相对更

高[２０] ꎮ 在专业方面ꎬ现有研究显示ꎬ在成瘾程度上艺

体类专业学生高于文史类专业[９] ꎬ艺术类专业学生高

于其他专业[２０] ꎬ而自然科学专业学生高于人文社科专

业[１７] ꎮ 在独生子女状况方面ꎬ有研究表明非独生子女

在失控性、逃避性[２] 和低效性[１３] 维度上得分更高ꎬ即
非独生子女更易于短视频成瘾ꎻ而杜欣欣等[１５] 并未发

现独生子女状况对本科护生短视频成瘾存在影响ꎮ
在家庭所在地方面ꎬ有研究发现村镇学生成瘾程度高

于城市学生[２ꎬ９] ꎬ但部分研究显示出相反结果[１０ꎬ１５] ꎮ
此外ꎬ还有少数学者探究了年龄和恋爱状态对于大学

生短视频成瘾的影响ꎬ结果表明 ２５ 岁以上大学生短视

频成瘾程度更高[２０] ꎬ非单身本科护生的短视频成瘾得

分稍高于单身者[１５] ꎮ
２.２　 外部环境因素

２.２.１　 短视频特征因素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认为系

统质量和信息质量影响用户的信息系统使用和满意

度ꎮ 在系统质量方面ꎬ已有研究表明短视频平台全屏

式的页面布局、碎片化的内容时长、个性化的算法推

送和利益导向的创作分享机制均起到了俘获用户和

增加用户粘性的作用[２５] ꎬ短视频应用的表层交互逻辑

与底层算法设计是导致用户成瘾的关键因素[２６] ꎮ 关

于信息质量因素ꎬ董王昊等[６] 研究指出ꎬ短视频信息

内容的丰富性和呈现方式的多元化对于增强用户的

信息内容体验感、不断强化其使用行为进而导致其成

瘾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ꎮ
２.２.２　 社会环境因素 　 (１)社会排斥ꎮ 社会排斥容

易诱发个体产生孤独、焦虑、抑郁等情绪体验和不良

行为倾向ꎮ 有研究发现社会排斥(如忽视等)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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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短视频成瘾具有正向预测作用[１１ꎬ１４] ꎬ无聊和自我控

制在这一路径中既独立发挥中介作用ꎬ又共同发挥连

锁中介作用[１４] ꎮ 此外ꎬＷｕ 等[１０ꎬ１９] 研究发现感知社会

支持对大学生短视频成瘾具有负向预测作用ꎬ为上述

研究结论提供了互补的观点ꎮ (２)社会关系ꎮ 现有研

究表明ꎬ家人、同伴等强社会关系群体对大学生短视

频成瘾具有重要影响ꎮ 有研究发现ꎬ同伴低头行为[１１]

(即个体在社交场合只顾低头玩手机而冷落身边人事

物的行为)不仅直接正向影响大学生短视频成瘾ꎬ还
能通过忽视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影响ꎻ另有研究显示

家庭亲密度对短视频成瘾具有负向预测作用ꎬ实际家

庭亲密度越低的本科护生短视频成瘾度越高[１５] ꎮ
此外ꎬ现有研究还探讨了负性生活事件和累积生

态风险对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影响ꎮ 负性生活事件

指的是在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紧张、压力等不愉快体验

的刺激事件[２７] ꎮ 蒲宇雪等[８]研究表明ꎬ负性生活事件

(特别是来自受惩罚、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三方面的

事件)对大学生短视频成瘾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ꎬ自我

补偿动机在此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ꎻ姜雪凤[２７] 的

研究进一步指出相对剥夺感亦能够在负性生活事件

与短视频成瘾之间发挥中介作用ꎮ 累积生态风险是

指个体在家庭、学校等领域中各种危险因素的综合ꎬ
它可以分别通过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意志控制力的

部分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短视频成瘾产生正向影响[２０] ꎮ

３　 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健康损害

３.１　 短视频成瘾对心理健康的损害　 短视频成瘾会

损害大学生用户的心理健康ꎬ主要表现为成瘾会引发

多种消极情绪ꎬ从而降低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ꎮ (１)
焦虑ꎮ 江怡文等[１６] 研究揭示了短视频成瘾对大学生

社交焦虑的正向影响ꎬ并发现应对倾向(即个体面对

应激事件时所习惯采用的应对方式)在此过程中发挥

中介作用ꎻ还有研究显示短视频成瘾能够增加个体的

特质焦虑水平ꎬ进而影响大学生用户的学业表现、睡
眠质量等[１８] ꎮ (２)抑郁ꎮ Ｑｕ 等[２８] 采用交叉滞后面板

网络模型揭示了短视频成瘾和抑郁 ２ 种心理健康问题

之间纵向发展的关键症状为“刷短视频影响了学习”
和“情绪低落”ꎻＬｉ 等[２９] 针对大一新生展开的研究表

明ꎬ短视频成瘾程度最严重的学生ꎬ其抑郁症状也最

为明显ꎮ (３)孤独感ꎮ 郭曼杰等[３] 研究发现ꎬ短视频

成瘾对本科护生的孤独感有正向预测作用ꎬ沉迷短视

频将导致其社交活动减少、社交技能下降ꎬ进而引发

孤独感ꎮ (４)抑制学习幸福感ꎮ Ｙｅ 等[３０]研究显示ꎬ短
视频成瘾可以通过降低学习动机间接影响职业院校

大学生的学习幸福感ꎬ进而导致学习积极性和满意度

的下降ꎮ
３.２　 短视频成瘾对身体健康的损害　 短视频成瘾还

会对大学生用户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ꎬ主要表现

为成瘾会严重影响大学生睡眠质量[３ꎬ１８ꎬ２４ꎬ２９ꎬ３１] ꎮ 其中ꎬ
董维[２４]研究发现具有短视频成瘾症状的大学生睡眠

质量得分略高于判定问题睡眠的临界值ꎬ自我调节和

睡眠拖延在二者的影响路径中可以分别发挥部分负

向中介作用ꎬ也能共同发挥链式中介作用ꎻＺｈａｏ 等[３１]

研究表明ꎬ在控制年龄、性别和年级变量后ꎬ体育锻炼

和拖延行为在短视频成瘾与睡眠质量的关系中既可

以独立发挥中介作用ꎬ又可以共同发挥连锁中介作

用ꎻ郭曼杰等[３] 以本科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调查发

现ꎬ短视频成瘾不仅能够直接导致大学生睡眠障碍ꎬ
还可以通过孤独感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睡眠质

量产生消极影响ꎻ另有研究指出短视频成瘾可以通过

提高焦虑水平间接影响大学生的睡眠质量[１８] ꎮ 此外ꎬ
也有研究显示大学生短视频成瘾与睡眠拖延呈正相

关ꎬ具有短视频成瘾症状的大学生通常表现出中等水

平的睡眠拖延[２４] ꎮ
除上述不利影响外ꎬ已有研究发现短视频成瘾会

降低大学生用户的自控能力(如学业延迟满足能力[１７]

与自我调节能力[２４] ) 和认知水平(如注意力控制水

平[３２－３３] 与创新性自我效能感[３４] )ꎬ 削弱其学习动

机[３０ꎬ３５] 、成就动机[３６] 、 职业兴趣[３４] 和职业适应能

力[２９] ꎬ并导致他们在学习方面表现出低学习承诺

度[３５] 、学习拖延[１７ꎬ３５]和课堂沉默[３５]等消极行为ꎮ

４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ꎬ个体自身及外部环境在内的多种因素

均会对大学生短视频成瘾造成影响ꎬ进而损害大学生

的身心健康ꎮ 目前ꎬ关于该主题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

限与不足ꎬ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ꎮ 具

体而言:(１)现有成果中关于短视频特征因素对大学

生短视频成瘾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ꎬ未来学者可

以进一步检验短视频应用的高可及性、功能可供性等

因素对于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影响作用ꎮ (２)目前关

于大学生对短视频成瘾应对反应的相关研究不多ꎬ未
来可以尝试基于压力源－负担－结果模型等理论ꎬ探讨

短视频成瘾通过后悔、负疚等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对

大学生短视频不持续使用行为反应(如减少使用、停
止使用等)的影响ꎮ (３)现有研究多利用截面时点数

据揭示不同地区的高校和大学生群体短视频成瘾的

影响前因及健康损害作用ꎬ建议未来利用多个时点采

集的纵贯数据展开研究ꎬ以便更好地验证因果关系和

揭示成瘾随着时间的变化规律ꎬ也可在此基础上展开

跨文化比较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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