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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是使用网络最高的学生群体，其中短视频APP也成为当代学生进行娱乐和获取知识的一种特殊手

段。但短视频作为新兴网络传播方式，其对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清楚。本文采用短视频使

用问卷、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问卷、学习倦怠问卷和学习动机问卷，对236名大学生进行测查，并运

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短视频使用对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 短视频过度

使用会降低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2) 学习动机在短视频过度使用和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

介作用；(3) 学习倦怠在短视频过度使用和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4) 学习动机、学

习倦怠在短视频过度使用和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揭示了过度观看短

视频对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合理使用短视频以及如何提升学习主观幸福感提

供了理论依据和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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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highest group of students who use the Internet, and short video APP has 
also become a special mean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to entertain and acquire knowledge. How-
ever, as a new way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 on college students’ sub-
jective well-being in learning is still unclear. In this paper, 236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the short video use questionnaire, the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learning ques-
tionnaire, the learning burnout questionnaire and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 use on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learning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veruse of short 
videos will reduce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earning; (2) Learning motivation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hort video over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earning; (3) Learning burnou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hort video overuse and col-
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earning; (4)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burnout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hort video over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learn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e impact of over-watching short videos on college stu-
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earning and its mechanis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f-
fective guida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short videos and how to improv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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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不断迭代演进，信息方式也随着技术升级而日益丰富[1]，短视频已逐渐成为社交

媒体内容生产的主流。将短视频与生活、学习、娱乐融合已成为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的趋势[2]。尤其是

在日常学习生活感到无聊的情况下，大学生更倾向于追求刺激的事物，从而导致对短视频的过度使用，

这可能会对大学生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1.1. 短视频过度使用与学习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需要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积极满足的情绪状态[3]，学习主观幸福

感即学生在学习前、学习过程中或者学习过程之后所体验到的一种满足感、愉悦感和成就感。学生的学

习主观幸福感对学校教育和学生自身的学习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与学习成绩息息相关[4] [5]，学习

成绩下降将会导致学生的学习主观幸福感降低。而一旦大学生过度使用短视频，则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学习主观幸福感[6]，有研究发现短视频的过度使用将更容

易导致学生抑郁[7]。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短视频过度使用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1.2. 学习动机的中介作用 

学习动机是促使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直接动力，是学生学习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8]。可以从两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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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分析学习动机：内在学习动机是指由于兴趣或享受学习而进行的学习。相比之下，外在学习动机是

指为了某些目的而学习，例如在课堂上处于更高的位置和获得更好的成绩，本研究主要关注学生的内部

动机。一旦学生沉迷短视频，必然会导致其内在学习动机下降[6]，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当学生的

成绩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时必然产生不愉快的体验，从而导致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降低。基于此，本研究

提出了以下假设，H2：学习动机在短视频过度使用与学习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学习倦怠的中介作用 

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或缺乏动力却又不得不为之时，产生厌倦、沮丧等情绪，从而产

生一些不适当的逃避学习的行为[9]。学习相对于短视频的比较乏味，从而导致学生更容易被短视频吸引，

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并且有研究发现，学习动机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10]，学习动机越高的学生，越不

容易产生学习倦怠。而产生学习倦怠的学生，往往体验不到学习的乐趣，进而降低学习主观幸福感[11]。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假设，H3：学习倦怠在短视频过度使用和学习主观幸福感之间也起中介作用；

H4：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在短视频过度使用和学习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 250 名大学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其平均年龄 20.72 ± 1.412 岁，其中男生 96 人，女生 140
人。向研究对象发放问卷进行调查，排除 14 份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236 份，问卷回收率为

94.4%。 

2.2. 研究工具 

2.2.1. 短视频使用问卷 
采用叶建红[6]编制的短视频使用问卷，用于调查大学生的短视频使用情况。该问卷共 7 个项目，均

为正向计分，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 1，“比较不符合”= 2，“比较符合”= 3，“完全

符合”= 4。所有项目之和得出总分，总分越高，表明大学生的短视频使用行为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9，且单因子模型拟合良好：χ2/df = 2.756，RMSEA = 0.075，CFI = 0.962，TLI 
= 0.943。 

2.2.2. 学习动机调查问卷 
根据 Deci 和 Ryan [12]的观点，编制了大学生学习动机调查问卷用来测量大学生的学习动机。该问卷

共 6 个项目，均为正向计分，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 1，“比较不符合”= 2，“比较符

合”= 3，“完全符合”= 4。所有项目之和得出总分，总分越高，表明大学生的学习动机越强。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3，且单因子模型拟合良好：χ2/df = 1.346，RMSEA = 0.042，CFI = 0.990，
TLI = 0.984。 

2.2.3. 大学生学习倦怠调查问卷 
根据连榕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13]，并主要关注其中的行为不当维度，最终形成大学生学

习倦怠调查问卷用来测量大学生行为上的学习倦怠。该问卷共 5 个项目，均为正向计分，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 1，“比较不符合”= 2，“比较符合”= 3，“完全符合”= 4。所有项目之和

得出总分，总分越高，表明大学生学习越倦怠。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6，且单因

子模型拟合良好：χ2/df = 2.855，RMSEA = 0.079，CFI = 0.970，TLI =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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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学习主观幸福感问卷 

采用王静等人[14]编写的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问卷来测量大学生的学习幸福感。该项目共包含 26
个项目，均为正向计分，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 1，“比较不符合”= 2，“比较符合”

= 3，“完全符合”= 4。所有项目之和得出总分，总分越高，表明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越高。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6，且四因子模型拟合良好：χ2/df = 1.192，RMSEA = 0.069，CFI = 0.916，
TLI = 0.906。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利用问卷星，通过将二维码发送到学生微信群，从而收集问卷。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仅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本研究采用正反向计分方法进行控

制。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还采用探索因子分析来进行检验。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特征

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7 个，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 34.595% < 40%，因此本研究问卷不存在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见表 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短视频与学习倦怠正相关，与

学习动机、学习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学习动机与学习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学习倦怠

存在显著负相关；学习倦怠与学习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各变量间存在的关系支持进一步假设检

验。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矩阵 

变量 M ± SD 1 2 3 4 

1 短视频过度使用 2.398 ± 0.595 1 −0.431** 0.612** −0.553** 

2 学习动机 3.105 ± 0.490 - 1 −0.497** −0.659** 

3 学习倦怠 2.311 ± 0.686 - - 1 −0.707** 

4 学习主观幸福感 3.073 ± 0.487 - - - 1 

注：
**p < 0.01。 

3.3. 短视频使用与学习主观幸福感-学习动机与学习倦怠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 SPSS26.0，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是否有必要加入中介变量。回归结果的 R2 见表 2。结果显示，

学习动机与学习倦怠在短视频使用与学习主观幸福感间存在中介作用。 
通过 MPLUS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该模型拟合良好：χ2/df = 1.990，RMSEA 

= 0.069，CFI = 0.944，TLI = 0.930，AGFI = 0.870。 
路径分析的结果见图 1，学习动机显著负向预测学习倦怠(β = −0.525, SE = 0.116, t = −4.525, p = 

0.000)，显著正向预测学习幸福感(β = 0.471, SE = 0.092, t = 5.144, p = 0.000)；学习倦怠显著负向预测学习

幸福感(β = −0.472, SE = 0.087, t = −5.428, p = 0.000)；短视频过度使用显著负向预测学习动机(β = −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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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 0.053, t = −6.290, p = 0.000)，显著正向预测学习倦怠(β = 0.421, SE = 0.070, t = 6.019, p = 0.000)，在加

入了学习动机与学习倦怠后，不再显著预测学习幸福感(β = −0.026, SE = 0.051, t = −0.518, p = 0.605 > 
0.05)。这表明在短视频过度使用对学习幸福感的影响中，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起完全中介效应。 

 
Table 2. R2 of regression model 
表 2. 回归模型 R2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调整后 R2 

学习主观幸福感 短视频过度使用 0.302 

学习主观幸福感 短视频过度使用 
学习动机 

0.524 

学习主观幸福感 
短视频过度使用 

学习动机 
学习倦怠 

0.633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short video overuse-learning well-being 
图 1. 短视频过度使用–学习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模型 

 
采用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及估计其置信区间。结果表明，总中

介效应值为−0.432，由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组成：路径效应 1，短视频过度使用–学习动机–学习幸福感，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该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路径效应 2，短视频过度使用–学习倦怠–学习幸福感，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该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路径效应 3，短视频过度使用–学习动机–学习倦怠–

学习幸福感，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该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见表 3)。以上结果表明，学习动机和学习

倦怠在短视频过度使用与学习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的假设成立。三个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35.18%，43.36%和 17.03%，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95.57%。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路径 效应量 SE 95% CI 相对效应 

总间接效应 −0.432 0.055 [−0.523, −0.342] 95.57% 

短视频过度使用–学习动机–学习幸福感 −0.159 0.036 [−0.219, −0.100] 35.18% 

短视频过度使用–学习倦怠–学习幸福感 −0.196 0.044 [−0.268, −0.124] 43.36% 

短视频过度使用–学习动机–学习倦怠–学习幸福感 −0.077 0.021 [−0.112, −0.042]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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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短视频过度使用对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的直接效应 

本研究发现，短视频过度使用与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且短视频过度使用对大学生学

习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6]，大学生过度使用短视频会减少他们

对学习的关注[15]，导致学习成绩与学习主观幸福感的降低。 

4.2. 学习动机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短视频过度使用通过学习动机的单独中介作用对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短视

频过度使用会造成大学生沉迷于短视频内容[16]，降低其对学习内容的兴趣，从而导致大学生的学习动机

降低，不利于大学生在学习上的进步，导致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的降低。这一结果也与以往学习动机与学

习幸福感的研究相一致[17]。因此，短视频过度使用通过学习动机影响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模型路径

具有合理性。 

4.3. 学习倦怠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短视频过度使用通过学习倦怠的单独中介作用对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短视

频过度使用是一种新的网瘾表现[18]，其会造成学生在学习上的倦怠[17]，产生一系列对学习不利的行为，

如上课不认真、旷课等。这会造成大学生学习成绩的下降，降低学习的主观幸福感。 

4.4. 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在短视频过度使用对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

作用。以往研究表明，学习动机与学习倦怠密切相关，学习动机越强的学生，对学习有着越浓厚的兴趣，

也越不容易产生学习倦怠[18]，从而在学习上保持积极满足的情绪状态。因此，短视频过度使用通过学习

动机和学习倦怠的链式中介影响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模型路径具有合理性。 

4.5. 研究局限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浙江师范大学，且样本量不是很大，未来可以考虑扩大取样的范围和数量，进一

步探讨不同类型学校、不同民族在短视频过度使用与学习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 

5. 结论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火热，短视频日益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短视频对大学生

学习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晰。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了短视频过度使用对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其主要结论如下：(1) 短视频过度使用会降低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2) 学习动机在短视频

过度使用和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3) 学习倦怠在短视频过度使用和大学生学习主观幸

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4) 学习动机、学习倦怠在短视频过度使用和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

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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