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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短视频凭借其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使其成为大众热捧的新媒体产品，对当代大学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广州市大学生为样本，初步了解和分析大学生短视频依赖的现状。结果表明：

大学生短视频的使用依赖程度偏高，大学生对短视频的依赖在年龄、学历和生长环境上存在差异，短视
频依赖与使用频率、使用强度、使用动机呈正相关，与获取信息的动机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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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rt video has become a popular new media product due to its fragmented communication mode, 
which has exerted many influences on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ak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as the sample, to prelimi-
nary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hort video depend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dependence of short video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high,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age, education and growth environment. The dependence of short video i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use frequency, use intensity and use motivation, and negatively corre-
lated with the motivation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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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短视频一般是指在互联网新媒体上传播的时长在五分钟以内的视频短片。近年来，短视频行业迅速

崛起，用户规模庞大。根据 2022 年 CNNIC 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频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9.34 亿，用户规模占网民整体的 90.5%，网民使用短视频的

用户规模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6080 万。同时，根据 QuestMobile《2022 年度中国移动互联网半年大报告》

显示，在各个内容相关领域 app 中，视频类 app 的月人均使用时长最长，达到 53.8 小时(何睦，孟旭舒，

2022)。一方面，短视频近年来与新闻、电商、服务行业、旅游业等相结合，不仅仅从短视频内容和质量

等方面做出了延伸，如广告宣传视频、营销视频等；且从移动支付方面着手，给年轻人提供了另一个电

商平台(冯磊，2022)。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根据使用者的使用习惯，经过大数据计算后，将相关类型视

频推送给观看者，形成了连锁效应。 
目前学者已开始关注短视频依赖的相关问题并进行研究。如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短视频成瘾情况(谢兴

政，贾玉璇，2021)、对不同的短视频内容成瘾的差异(梁明，2021)、短视频成瘾与睡眠的关系(董维，2022)、
短视频使用与学习的关系(赵倩，2016)等。研究发现短视频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身心健康

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影响(刁佳玺，黄省舟，等，2020)。樊富珉和白羽等人认为生活中存在一部分大学生依

赖网络而偏离正常生活秩序，在人际、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但并未达到成瘾程度，实际情况

中存在处于中间状态的网络沉溺人群。因此他们对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做出了修订，将 CIAS 修订

版得分分布在 80%~95%的群体界定为网络依赖群体(白羽，樊富珉，2005)。同样，大部分短视频使用群

体可能并未达到成瘾标准，而是处于中间沉溺状态。 
短视频的娱乐性、信息传递性等特殊性使其获得了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青睐。好奇心是智慧富有

活力的最持久、最可靠的特征之一(Ameneh, 2017)。朝气勃发的大学生对近几年兴起的短视频有着新鲜感、

好奇感，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大学生可以自由分享自己的言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朋友探讨来自不同

地区形形色色的新鲜事物。当人们对短视频使用需求增加，花费在短视频上的时间会相继加长。而持续

地长时间地观看短视频也给大学生群体带来了一系列的身心问题。 
为了解短视频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将 CIAS (19 个题项)修订版与短视频的相关问题进行结

合，并采用其界定网络成瘾和网络依赖的分值，制定大学生短视频依赖量表。结合中学生短视频使用与

疏离感关系研究中编制的量表，通过使用强度、使用偏好、使用动机与使用程度四个维度进行测量(蒋梦

柳，2021)，进行本研究整体问卷的编写。 
本研究以广州市大学生为样本，对大学生短视频依赖的现状进行初步分析与讨论，重点分析大学生

短视频使用情况和使用依赖的特点，为现如今学者针对短视频依赖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参考，以及为进

一步预防大学生短视频依赖或成瘾提供依据。提出以下五点假设：1) 短视频依赖与学历和生长环境相关。

2) 短视频依赖与对短视频的态度相关。3) 短视频依赖与短视频使用频率相关。4) 短视频依赖与短视频

使用动机相关。5) 短视频依赖与短视频使用层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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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内容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方便抽样和整群抽样为方法，抽取广州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收 370 份问卷。从问卷填

写的时间、回答质量、IP 地址对问卷进行严格筛选，得到有效问卷 301 份，有效率达 81%。 

2.2. 调查问卷 

问卷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人口学资料、短视频使用情况、短视频依赖。短视频使用情况相关题目根

据蒋梦柳等人在中学生短视频使用与疏离感关系研究中编制的量表进行改编，通过使用强度、使用偏好、

使用动机与使用程度四个维度进行测量，KMO 值为 0.879，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934，信效度较好(蒋
梦柳，2021)。短视频依赖测量根据樊富珉等人编制的 CIAS (19 个题项)修订版进行编制大学生短视频依

赖测量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达到 Cronbach’s α = 0.90 (白羽，樊富珉，2005)。 

2.3.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法，以方便抽样和整群抽样为主。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3.1.1. 人口学情况 
由表 1 可知，在性别方面，男性占比率为 35.50%，女性占比率为 64.50%。在学历方面，专科生占比

率为 16.30%，本科生占比率为 83.70%。在年级方面，大一至大四占比分别为 20.90%、40.90%、28.60%、

9.60%。在生长环境方面，城镇、农村、城市占比分别为 33.90%、47.20%、18.69%。 
 
Table 1. Demographic situation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 1. 人口学情况描述统计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07 35.50 

女 194 64.50 

学历 
专科 49 16.30 

本科 252 83.70 

年级 

大一 63 20.90 

大二 123 40.90 

大三 86 28.60 

大四 29 9.60 

生长环境 

城镇 102 33.90 

农村 142 47.20 

城市 57 18.90 

3.1.2. 使用频率 
由表 2 可知，在短视频使用频率方面，大学生观看单个视频的用时较短，3 分钟以内的占比 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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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使用短视频次数高，5 次以上的占比 75.40%；观看短视频的持续时间长，单次观看短视频在 30~60
分钟的，占比 46.80%，60~120 分钟，占比 31.20%。 
 
Table 2. Usage frequency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 2. 使用频率描述统计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观看单个视频时长 

1 分钟内 45 15.00 

1~2 分钟 84 27.90 

2~3 分钟 79 26.20 

3~4 分钟 36 12.00 

4V5 分钟 28 9.30 

5 分钟以上 29 9.60 

使用次数 

几乎很少 5 1.70 

每周 1 次 11 3.70 

每月 2~4 次 58 19.30 

每周 5~6 次 52 17.30 

每周 6 次以上 175 58.10 

单次短视频使用时长 

30 分钟以内 39 13.00 

30~60 分钟 141 46.80 

60~120 分钟 94 31.20 

120 分钟以上 27 9.00 

3.1.3. 使用偏好 
由表 3 可知，在大学生对于短视频使用平台存在偏好中，最常使用的前三类短视频 app 是抖音、哔

哩哔哩和微信视频号。其中使用抖音观看短视频最多，占比 51.8%；使用哔哩哔哩，占比 48.50%；使用

微信视频号，占比 35.50%。观看短视频的内容最主要来源于随机推送，占比 69.76%，同时也有大部分是

根据自己喜好搜索观看，占比 51.83%。对于短视频的类型存在偏好，最喜欢的三种类型为搞笑类，占比

66.10%；萌宠类,占比 38.20%；美食类，42.90%。偏好晚上睡前观看短视频，占比 65.10%；同时也有部

分大学生喜欢在下课后和午休时观看短视频。 
 
Table 3. Describe statistics using preferences 
表 3. 使用偏好描述统计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app 

抖音 156 51.80 

哔哩哔哩 146 48.50 

微信视频号 107 35.50 

小红书 90 29.99 

快手 33 28.90 

西瓜视频 31 10.30 

浏览器自带的短视频 30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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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内容 

根据推送随机 210 69.76 

个人喜好搜索 156 51.83 

关注的博主更新 114 37.87 

好友推送 88 29.24 

同城 57 18.93 

类型 

搞笑类 199 66.10 

萌宠类 115 38.20 

美食类 129 42.90 

美妆类 96 31.89 

生活类 90 29.90 

技能类 88 29.23 

情感类 86 28.57 

新闻类 82 27.24 

影视解说类 82 27.24 

时间 

下课后 127 42.20 

午休时 136 45.20 

晚上睡觉前 196 65.10 

3.1.4. 使用动机 
由表 4 可知，总体观看短视频的使用强度为中等程度(47.66)。大学生观看短视频的各动机水平整

体较高，大学生观看短视频的动机强弱关系为：获取信息动机(12.00)最高，消遣娱乐动机(11.86)、满

足新奇动机(11.39)、寻求舒缓动机(11.29)偏中等强度，人际交往动机(9.86)较低，呈现自我动机(7.91)
最低。 
 
Table 4. Use motivation and use hierarchy to describe statistics 
表 4. 使用动机和使用层次描述统计 

项目 类别 均分 

使用动机 

获取信息动机 12.00 ± 2.12 

满足新奇动机 11.39 ± 2.51 

消遣娱乐动机 11.86 ± 2.16 

寻求舒缓动机 11.29 ± 2.41 

人际交往动机 9.86 ± 2.90 

呈现自我动机 7.91 ± 3.88 

使用强度  47.66 ± 12.45 

3.1.5. 对于短视频态度 
由表 5 可知，多数大学生认为观看短视频利大于弊，占比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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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ttitudes towards short videos  
表 5. 对于短视频态度的描述统计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短视频态度 
利大于弊 188 62.50 

弊大于利 113 37.50 

3.1.6. 短视频依赖程度测量 
由表 6 可知，大学生的短视频使用依赖程度偏高(53.44)，各维度中，强迫性(16.33)得分最高，人际

与健康问题(14.17)和耐受性(12.37)次之，时间管理(10.56)最低。 
 
Table 6. Short videos rely on total scor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cores in each dimension 
表 6. 短视频依赖总分和各维度分数的描述统计 

项目 类别 均分 

依赖程度 

时间管理 10.56 ± 4.35 

耐受性 12.37 ± 3.82 

人际与健康问题 14.17 ± 5.35 

强迫性 16.33 ± 6.24 

 总分 53.44 ± 18.47 

3.2. 短视频依赖的差异性研究 

3.2.1. 短视频依赖得分在人口学上的差异 
由表 7 可知，在对短视频依赖得分在人口学上的差异进行 F 检验分析中，短视频依赖在性别上达到

显著差异[F(1,299) = 3.97, p < 0.05]，男性(56.28)的短视频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女性(51.87)；在学历上达到显著

差异[F(1,299) = 8.97, p < 0.05]，专科生(60.57)的短视频依赖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生(52.05)；在年级上达到显著

差异[F(3,297) = 3.36, p < 0.05]，大四(44.59)的短视频依赖得分显著低于大二(56.15)、大三(53.74)，说明不同

年级的短视频依赖得分会显著不同；在生长环境上达到显著差异[F(2,298) = 8.85, p < 0.05]，农村(57.95)的
短视频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城镇(50.36)、城市(47.70)，说明农村群体更容易存在短视频依赖的情况。 
 
Table 7. F-test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short video dependency scores 
表 7. 短视频依赖得分在人口学上的差异 F 检验分析 

项目 类别 均分 F 值 

性别 
男 56.28 ± 16.23 

3.97* 
女 51.87 ± 19.45 

学历 
专科 60.57 ± 16.55 

8.97** 
本科 52.05 ± 18.53 

年级 

大一 51.79 ± 19.24 

3.36* 
大二 56.15 ± 16.00 

大三 53.74 ± 19.53 

大四 44.59 ±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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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生长环境 

农村 57.95 ± 17.06 

8.85** 城镇 50.36 ± 18.91 

城市 47.70 ± 18.63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3.2.2. 短视频依赖得分在使用频率上的差异 
由表 8 可知，在分析短视频依赖在使用频率上的差异中，在使用 app 的时间上达到显著差异[F(4,296) = 

4.95, p < 0.05]，事后检验发现，使用时间在 3~6 个月的大学生短视频依赖得分(64.73)显著高于在 1 个月

以内的得分(46.25)和使用时间在 12 个月以上的得分(50.64)。 
在 app 使用次数上达到显著差异[F(4,296) = 2.55, p < 0.05]，事后检验发现，每周 2~4 次的短视频依赖

得分(57.29)显著高于其它使用次数，表明短视频依赖得分在 app 使用频次上每周 2~4 次上出现了一个峰

值现象。 
在每次观看时长上达到显著差异[F(3,297) = 18.27, p < 0.05]，事后检验发现，观看时长在 30 分钟以内

的大学生短视频依赖得分显著低于其它观看时长的大学生短视频依赖得分。 
 
Table 8. One factor ANOVA of short video dependent scores in frequency of use 
表 8. 短视频依赖得分在使用频率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项目 类别 均分 F 值 

使用频率 

已使用 app 的时间 

不到 1 个月 46.25 ± 6.55 

4.95*** 

1~3 个月 57.61 ± 13.89 

3~6 个月 64.73 ± 16.95 

6~12 个月 57.95 ± 19.70 

12 个月以上 50.64 ± 18.45 

app 使用次数 

几乎很少 41.60 ± 6.39 

2.55* 

每周 1 次 63.91 ± 22.97 

每周 2~4 次 57.29 ± 16.95 

每周 5~6 次 50.14 ± 17.54 

6 次以上 52.82 ± 18.78 

每次观看时长 

30 分钟以内 36.69 ± 13.74 

18.27*** 
30~60 分钟 52.61 ± 18.70 

60~120 分钟 59.71 ± 14.79 

120 分钟以上 60.11 ± 19.47 

3.2.3. 短视频依赖得分在不同态度上的差异 
由表 9 可知，在对大学生对短视频的不同态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中，发现不同态度在短视频

依赖得分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t(299) = 1.76]，短视频依赖得分与不同的态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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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Short videos rely on independent T-test analysis of scores on different attitudes 
表 9. 短视频依赖得分在不同态度上的独立 t 检验分析 

类别 均分 t 值 

利大于弊 54.88 ± 19.18 
1.76 

弊大于利 51.04 ± 17.02 

3.3. 短视频依赖的相关性研究 

3.3.1. 短视频依赖与使用动机 
根据表 10 显示，在短视频依赖与使用动机的相关性中，动机总分与依赖总分(r = 0.30)、耐受性(r = 

0.27)、人际与健康(r = 0.22)、时间管理(r = 0.26)、强迫性观看及成瘾戒断反应(r = 0.34)存在一定的正相关

关系。 
满足新奇动机与耐受性(r = 0.12)、强迫性观看及成瘾戒断反应(r = 0.12)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寻求舒缓动机与依赖总分(r = 0.17)、耐受性(r = 0.15)、人际与健康(r = 0.12)、时间管理(r = 0.14)、强

迫性观看及成瘾戒断反应(r = 0.22)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人际交往动机与依赖总分(r = 0.37)、耐受性(r = 0.31)、人际与健康(r = 0.32)、时间管理(r = 0.34)、强

迫性观看及成瘾戒断反应(r = 0.39)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呈现自我动机与依赖总分(r = 0.49)、耐受性(r = 0.37)、人际与健康(r = 0.43)、时间管理(r = 0.47)、强

迫性观看及成瘾戒断反应(r = 0.53)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获取信息动机与依赖总分(r = −0.13)、人际与健康(r = −0.16)、时间管理(r = −0.15)存在一定的负相关

关系。 
综上，动机层次中的寻求舒缓动机、人际交往动机、呈现自我动机与依赖层次的耐受性、人际与健

康、时间管理、强迫性观看及成瘾戒断反应均有显著正相关，满足新奇动机与耐受性和强迫性观看及成

瘾戒断反应有显著正相关，获取信息动机与依赖层次中的人际与健康、时间管理存在显著负相关。 
 
Table 10.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hort video dependence and use motivation 
表 10. 短视频依赖与使用动机相关性分析 

 依赖总分 耐受性 人际与健康 时间管理 强迫性观看及成瘾戒断反应 

动机总分 0.30** 0.27** 0.22** 0.26** 0.34** 

获取信息动机 −0.13* −0.04 −0.16** −0.15* −0.11 

满足新奇动机 0.10 0.12* 0.06 0.07 0.12* 

消遣娱乐动机 0.01 0.08 −0.07 −0.01 0.04 

寻求舒缓动机 0.17** 0.15* 0.12* 0.14* 0.22** 

人际交往动机 0.37** 0.31** 0.32** 0.34** 0.39** 

呈现自我动机 0.49** 0.37** 0.43** 0.47** 0.53** 

3.3.2. 短视频依赖与使用强度 
根据表 11 显示，在短视频依赖与使用程度的相关性分析中，短视频使用程度与依赖总分(r = 0.68)、时

间管理(r = 0.62)、人际与健康(r = 0.59)、耐受性(r = 0.64)、强迫性观看及成瘾戒断反应(r = 0.70)存在显著的

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大学生中对于短视频 app 使用程度越高，其对于短视频的依赖程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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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Short video dependency and usage hierarch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1. 短视频依赖与使用层次相关性分析 

 依赖总分 耐受性 人际与健康 时间管理 强迫性观看及成瘾戒断反应 

使用强度 0.68** 0.64** 0.59** 0.62** 0.70** 

4. 讨论 

4.1. 大学生对短视频的偏好 

抖音和微信是大学生群体偏好的观看短视频的途径，抖音的特点在于定位精准，主要以音乐与创意

为主要内容；微信视频号则是与我们微信好友相联系，互动性更强(刘娇，2021)。而在调查群体中使用位

居短视频榜首的快手 app 的人数较少，可见，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他们在观看短视频的时候也会比较

在意观看体验，相较于大众化的视频，更加喜好有创意性的、新颖的形式。同时点赞、转发评论等等能

与朋友互动的形式对于大学生群体也十分重要，因为短视频是记录生活、了解最新消息的又一新形式，

通过短视频互动，有助于学生之间情感交流以及建立关系。 
大学生群体对短视频的内容、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偏好。搞笑、萌宠以及美食类短短视频可能不具有

较多的知识性，但具有正性的情绪价值，能够给观看者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通过观看短视频消遣的同

时也能得到放松以及舒缓身心。在选择短视频的内容上，大多数都选择观看软件随机推送的视频，较为

被动，也有部分人会主动根据自己喜好进行检索观看。可见短视频能够满足观看者个性化的需求，并能

够持续地观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学生会被动的接受大数据，也存在部分学生会

主动利用短视频去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内容。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学生喜欢在睡觉前观看短视频，这可能是影响其睡眠以及身心健康的原因(胡

伟，蒋一鹤等，2021)。观看的短视频常常较为简短，大多 2~3 分钟左右，平均每一天都会观看短视频 30
分钟以上或更多，这也逐渐演变成一种习惯。在睡觉前如果在关灯的情况下观看短视频不仅对眼睛有一

定影响，同时视频的内容容易引起兴奋，使人难以平静下来，导致入睡晚或入睡困难，从而造成疲劳继

发引起一系列不良的生理或心理的反应。 

4.2. 大学生对短视频依赖的现状 

在本次调查的大学生群体中，总体的短视频使用依赖程度偏高，其中强迫性的表现较为显著。当看

到自己感兴趣的视频类型，人们会有想要继续浏览更多的冲动；在不断地浏览视频的过程中，个体的强

迫性感受发挥着较大作用。 
根据数据显示，大学生观看短视频时间大部分在 30 分钟以上，甚至数小时。长时间选择花费时间在

短视频上，因此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学习技能等现实生活时间就会大大减少。长时间接触电子辐射，

可能引起视力下降、健忘、注意力不集中等神经系统的症状(邹志丽，2020)，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

不利的影响。 
大学生群体内对于短视频依赖也存在着差异。在性别方面，男生的短视频依赖程度比女生高。这可

能表现为男生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独自承受压力，很少和周围的同学、朋友倾诉自己的情绪 ，当他们无法

自行消化负面情绪时，可以选择观看短视频缓解情绪。在学历方面，专科生对短视频依赖程度比本科生

高。本科生相对于专科生的业余时间会更少一点，而专科生有更多的业余时间可以支配，加之短视频平

台的高度普及，他们花在短视频上的时间就会更多。在年级方面，大四的学生短视频依赖程度会相对比

大二、大三的学生低。大四相较于其他年级需要面对毕业论文、实习、考研、工作等更多的压力，一方

面其观看短视频的时间相对减少，一方面也可能观看短视频无法解决和缓解现实因素带来的压力使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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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过多地投入到短视频中。在生长环境方面，农村生长的大学生比城镇和城市生长的大学生短视频

依赖程度高。农村一般地处偏僻，信息传递较慢，与外界联系少，而短视频又是一个较快获取信息的通

道(高丽茹，2022)。在农村成长的大学生他们可能会有较强的获取信息的动机，试图通过短视频更快地获

取更多的信息。 

4.3. 大学生对短视频依赖的原因 

使用频率是形成短视频依赖的重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当大学生每次观看短视频时间在 30 分钟以

上时，容易形成短视频依赖；使用短视频 app 半年左右时短视频依赖程度最高，使用短视频 1 年以上依

赖得分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刚刚开始使用时的得分，可见短视频依赖的形成也是长时间的结果。短视频

不同于其他视频形式，它还承载了传播信息、宣传、教育、沟通交流等等多种作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王晓鑫，2018)，长时间使用短视频会让我们对短视频有较强的依赖，但是能够逐

渐意识到短视频是被我们使用的工具，不被动沉溺于软件推送内容，主动控制观看短视频的时间能够降

低我们对短视频的依赖程度。 
短视频的使用动机与短视频依赖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分析发现，获取信息的动机与依赖程度也有显

著的负相关。如果将短视频看作获取信息的途径，往往能够把握短视频“工具”的本质，同时也因为短

视频获取的信息具有“局限性”以及“不完整性”，往往不足以作为主要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因此对于

想要获取较多信息的大学生，可能并不会过多地使用短视频。 
大学生观看短视频大多是搞笑、萌宠和美食类，以此来满足自己消遣时光和舒缓身心的需求。短视

频有着丰富的内容，因为其简短快速的节奏，虽然能够快速地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但是却并不深刻，甚

至不能维持较长时间。因此，为了能够持续获得情绪价值，就会持续地去看下一个视频；而当停止观看

短视频，从短视频中获得的情绪随之很快消失。又因为短视频带来的情绪体验迅速且强烈的特点，吸引

人们再次去观看短视频，长此以往就会容易形成依赖。短视频作为消遣的新兴方式，没有太多的限制和

要求，只需要一部手机，手指划一下，就能观看很多的内容(靖鸣，刘锐，2008)。相较于运动、绘画或游

戏等，观看短视频是最为经济便捷又不需要耗费体力的娱乐方式。然而大学生将观看短视频作为了自己

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培养其他兴趣的时间也被不断压缩，长时间后意志力会降低而难以从事其他的兴

趣活动，只愿意观看短视频时就会形成依赖。大学生通过短视频自我表现以及互动交往的动机并不高，

但也与短视频依赖有显著的相关性，可见短视频也是大学生进行交往与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 
大学生生活中有着学习、人际交往、自我表现等压力，短视频 app 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无压力的平

台，同时可以轻易地满足他们自身的需求，这使他们更容易沉浸在其中。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无法

得到满足时，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投身于短视频中，陷入循环时，短视频依赖问题就逐渐凸显(张金健，2016)。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当自身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不要单一地仅从短视频中获取，可以尝试从其他渠道去

寻找。大学生应建立起对短视频科学正确的认识，可以将其作为一门技术来运用，但是不应当将其作为

精神寄托。 

5. 结论 

大学生短视频的使用依赖程度偏高，大学生对短视频的依赖在年龄、学历和生长环境上存在差异，

短视频依赖与使用频率、使用强度、使用动机呈正相关，与获取信息的动机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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