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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社交媒体的更新发展，移动短视频平台的出现丰富了民众的交往行为和交

往方式。短视频平台凭借诸多传播优势，成为当代大学生休闲娱乐的重要工具，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习惯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次研究我们将视线集中于使用短视频平台对大学生择偶标准的影响。我们

以抖音为例，共选取了522名在校大学生，通过短视频使用情况问卷和Fletcher理想伴侣量表，测量其短

视频使用情况及其择偶偏好。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具有不同的短视频内容喜爱偏好；使用抖音等短视频

软件会使大学生对理想配偶产生更高的地位资源期待；不同类型的浏览内容也会影响大学生的择偶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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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updating and development of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414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4144
http://www.hanspub.org


吕文煜 等 
 

 

DOI: 10.12677/ap.2022.124144 1209 心理学进展 
 

social media, and the emergence of mobile short video platforms has enriched the people’s com-
munication behavior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With many communication advantages,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of contem-
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has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behavior 
habi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study, we will focus on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short video plat-
forms on the criteria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choose a mate. Taking Douyin as an example, we se-
lected a total of 522 college students to measure their short video usage and mate preferences 
through the short video usage questionnaire and the Fletcher Ideal Partner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genders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short video content; the use of short 
video software such as Douyin will make college students have higher status resource expecta-
tions for their ideal spouses; different types of browsing content will also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preferences for choosing a 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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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短视频作为一种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兴影响因素(胡伟等，2021)，是以移动智能终端为载体，时长控制

在 5 分钟以内，用户在拍摄结束后可以应用软件进行编辑美化后再实时传播到社交平台的视频统称(姚天

颖，2021)。根据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络视频

(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9.44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1707 万，占网民整体的 93.4%。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8.88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1440 万，占网民整体的 87.8%。其中，短视频的使用率排在第三位。抖音

是移动短视频平台的代表之一，在其使用群体中，24 岁以下占比约 75.5% (杨光影，2019)。短视频的使

用会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孙培艺，2021)，而大学生的择偶标准也是属于一种价值观的范畴，

是一种价值取向(赵轶，2015)。 
大学生择偶观就是大学生对择偶的标准及择偶方式等问题的基本态度，它是大学生们以何种方式选

择什么样的配偶以及确定自己配偶的内在标准和主观看法，即个体在选择配偶时所依据的一整套价值取

向或行为规范(张妍，张丽丽，2016)。Penke 等人认为，择偶标准是人们在择偶前的期望和要求(Penke et al., 
2008)，而择偶动机是指个体想要与异性建立一种亲密关系的心理意识形态，而择偶动机的激活可以改变

人们的行为决策(Kenrick et al., 2010)。 
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来说，Edward 认为择偶行为是人们利用自身的资源从异性身上获取最大的回

报(Buss, 2008; Edward, 1969)。研究者发现，征婚者会将自己的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Buss, 1985; Najib et 
al., 2004)，选择好基因模型认为个体在择偶的时候会考虑对方所携带的优良基因，而这些优良基因可以

通过外在表现出来，比如好看的颜值，光洁的皮肤等。拥有良好基因的异性能够产生优良的后代，保证

基因的质量(Gangestad & Simpson, 2000；朱冬亮，张文霞，2005)。在现实生活里，观看短视频作为一种

被动使用社交网站的行为(刘庆奇等，2017)，视频中的“帅哥”、“美女”类视频备受用户喜爱(马海燕，

2018)，由于软件自带美颜、滤镜等无门槛修图技术，视频拍摄者可根据模式化的美学标准对所呈现的形

象进行修饰，掩盖瑕疵，展示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杨光影，2019)。这类短视频呈现的内容满足了有关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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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标准和择偶行为的社会交换理论和选择好基因模型。也有调查发现，45%的高职生在抖音等移动客户

端获取婚恋知识(张晓，2021)、一位抖音红人(费启鸣)有着可爱温柔、年轻帅气、会撩的标签，他影响了

当下大多数女生的择偶标准(蔡舒敏，2018)。也就是说，个体可能会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被动接受有关

恋爱以及择偶方面的内容，从而影响自己的择偶标准。 
于是我们假设，观看短视频的行为会影响大学生的择偶标准，并以观看抖音短视频的行为作为首要

研究对象。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本次调查对象大学生是在读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使用问卷星线发

布网络问卷。共发放问卷 522 份，共回收有效问卷 522 份，有效回收率达 100%，已达到问卷分析的要求。 
本研究的 522 名大学生，其中男性 261 名，占比 50%，女性 261 名，占比 50%，；各年级人数为大

一 120 人，大二 153 人，大三 206 人，大四有 6 人，研究生等其他人群 7 人，各年级占比为 23%，29.3%，

39.5%，6.9%，1.3%。本调查样本的性别、年级的分布都较为均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 量化研究工具 

2.2.1. 理想伴侣标准问卷(张小红，2008) 
问卷采用编制的理想伴侣标准问卷(简短版)，共三个维度:温暖–信任(善解人意、支持、体贴等)、吸

引力–活力(性感、身材好、外貌有吸引力等)、地位–资源(成功的、经济有保证、有份好工作等)，问卷

共 I7 个条日。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3，0.8，0.82，三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75，0.86，
0.85。问卷具有良好的汇聚效度和区分效度。 

量表中文版翻译过程如下，先由 4 名专家独立将问卷翻译成中文，再通过讨论确定中文稿。然后请

6 名被试实际填写问卷，在问卷填写完之后对其进行访谈，并根据访谈结果对部分文字表述进行修改。

之后，邀请两名英文专业的专家通过讨论将中文问卷回译成英文，并与原问卷进行比较，对问卷进行部

分调整后确定了最后的中文问卷。为适应中国文化，删掉一个条目(good lover)，最终问卷共有 16 个条目，

其中温暖–信任维度条目 6 个，吸引力–活力维度条目 5 个，地位–资源条目 5 个。用理想伴侣标准问

卷测量理想伴侣标准、对当前伴侣感知、伴侣感知–理想一致性、伴侣调控及成功等。对所有内部一致

性，Cronbach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10~0.894。各维度下得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作为各维度的指标。各

量表都采用 Likert 七点量表进行评价。分数越高代表对伴侣的期望越大。 

2.2.2. 短视频使用情况问卷 
本问卷的设计在阅读与参考他人的问卷及著作的基础上(姚天颖，2021)，吸取他人观点并结合自身所

研究的内容，采用自编问卷的形式，主要了解大学生使用短视频 APP 的情况。本问卷共 11 道题目分成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主要了解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情况，包括了解其性别、年级、专业、等基本情

况。第二部分内容主要了解大学生使用短视频 APP 的情况，包括是否使用短视频 APP、使用短视频 APP
的频率、喜爱观看的内容等。第三部分为主观题，主要用来了解大学生择偶标准、择偶动机以及大学生

使用短视频 APP 对择偶观的影响的主观判断据。 

2.3. 质性研究工具 

本研究设计开放题，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关于大学生对于短视频是否影响其择偶观等问题的研

究资料，并重点探索大学生主观上对于短视频使用对其择偶观的影响体现在哪里进一步验证和解释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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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模型。 
三个问题分别是“你觉得为什么需要伴侣？”、“你理想中的伴侣是什么样的？”以及“你觉得抖

音等短视频软件对你的择偶观是否产生了影响？如果有，是什么？”。三个问题分别收集到 5877 个字、

8316 个字以及 6783 个字的文字资料。 

2.4.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使用 SPSS21 统计软件以及 NVivo12 软件，统计方法主要采用卡方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

回归分析等以及质性分析。 

3. 结果 

3.1. 量化研究 

3.1.1. 描述统计 
我们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后得到，使用抖音短视频的人数高达 406 人，比例为 77.8%；

有 32.8%的人使用短视频软件的时间已超过两年，55%的人使用短视频软件的时间超过一年。在使用短视

频软件的人群中每天登录多次的比例为 55%。同时，我们对使用短视频人群的主要使用类型进行统计，

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搞笑视频等恶搞类(64.8%)、动漫小说电影等的解说推荐剪辑类(56.7%)以及帅哥美

女类(44.6%)，除此之外，选择情侣日常类的人数比例也高达 30.3%。 

3.1.2. 不同性别在使用短视频软件上的差异 
首先，我们对性别与是否使用短视频软件进行卡方检验，得到男女生在是否使用短视频软件上没有

显著性差异(χ2 = 0.399, sig = 0.528)。 
接着我们对性别与每一个具体观看的短视频类型进行差异性检验。我们发现男女生在美妆类、偶像

明星类、带货或好物推荐等带货类、亲子日常生活类、情侣日常生活类、美食类、帅哥美女类、军旅生

活类以及时事政治类具有显著性差异(表 1)。 
 
Table 1. Chi square test of different short video types 
表 1. 不同短视频类型的卡方检验 

 男(人) 女(人) Z 

美妆类 22 118 −9.797* 

偶像明星类 29 104 −7.714* 

搞笑视频等恶搞类 12 138 −0.946 

歌舞表演类 56 57 −0.074 

带货好物推荐等购物类 21 70 −5.665* 

知识分享与技能教学等知识类 90 74 −1.861 

动漫小说电影等的解说推荐简介剪辑类 111 119 −0.46 

亲子日常生活 13 32 −2.895* 

时政新闻类 52 39 −1.705 

情侣日常生活 51 72 −2.069* 

美食类 62 104 −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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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帅哥美女类 73 108 −3.224* 

传统文化类 29 37 −0.944 

网红类 23 35 −1.579 

军旅生活类 43 22 −2.969* 

时事政治类 45 27 −2.474* 

其他 27 27 −0.116 

*p < 0.05。 

3.1.3. 不同性别在择偶标准上的差异 
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对择偶标准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女生在温暖与信任维度与地位资源维

度均显著高于男生，在吸引力活力维度无显著差别(表 2)。 
 
Table 2. t-test results of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of different genders 
表 2. 不同性别择偶标准的 t 检验结果 

 
平均数±标准差 

t 值 
男 女 

温暖信任 35.11 ± 6.992 36.73 ± 5.600 2.810* 

吸引力活力 24.23 ± 7.055 23.16 ± 5.429 1.716 

地位资源 23.09 ± 7.279 27.37 ± 5.077 6.852* 

*p < 0.05。 

3.1.4. 是否使用短视频在择偶标准上的差异 
以是否使用短视频为分组变量，对择偶标准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是否使用短视频在地位资源维

度方面有显著性影响，但在温暖与信任以及吸引力与活力维度无显著性影响(表 3)。 
 
Table 3. Whether to use the t-test results of short video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表 3. 是否使用短视频择偶标准的 t 检验结果 

 
平均数 ± 标准差 

t 值 
不使用 使用 

温暖信任 34.92 ± 6.276 35.93 ± 5.850 1.611 

吸引力活力 22.25 ± 7.336 23.685 ± 6.298 1. 914 

地位资源 23.58 ± 7.146 25.26 ± 6.608 2.364* 

*p < 0.05。 
 

接着，在使用短视频的人群中，我们以各视频类型为分组变量，对择偶标准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表

4 为部分数据，其中经常观看美妆类视频的人更加注意配偶的温暖与信任维度；经常观看偶像明星类视频的

人更加注意配偶的温暖与信任以及地位资源维度；经常观看歌舞表演类视频的人更加注意配偶的吸引力与活

力以及地位资源维度；经常观看带货好物推荐等购物类视频的人更加注意配偶的温暖与信任以及地位资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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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经常观看带货好物推荐等购物类视频的人更加注意配偶的温暖与信任以及地位资源维度；经常观看亲子

日常生活类视频的人更加注意配偶的地位资源维度；经常观看帅哥美女类视频的人更加注意配偶的温暖与信

任以及地位资源维度；经常观看网红类视频的人更加注意配偶的吸引力与活力以及地位资源维度。 
 
Table 4. t-test results of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for different video types 
表 4. 不同视频类型择偶标准的 t 检验结果 

视频类型 择偶标准 
平均数 ± 标准差 

t 值 
不观看 观看 

美妆类 

温暖信任 35.28 ± 5.950 37.17 ± 5.465 3.133* 

吸引力活力 23.47 ± 6.634 24.09 ± 5.606 0.998 

地位资源 23.74 ± 6.831 28.16 ± 5.037 7.402 

偶像明星类 

温暖信任 35.44 ± 6.087 36.93 ± 5.211 2.421* 

吸引力活力 23.37 ± 6.717 24.32 ± 5.302 1.547 

地位资源 24.20 ± 6.766 27.44 ± 5.705 5.037* 

歌舞表演类 

温暖信任 35.68 ± 6.070 36.58 ± 5.206 1.398 

吸引力活力 23.27 ± 6.345 24.77 ± 6.070 2.166* 

地位资源 24.59 ± 6.744 26.99 ± 5.927 3.316* 

带货好物推荐等购物类 

温暖信任 35.34 ± 6.053 37.99 ± 4.547 4.536* 

吸引力活力 23.51 ± 6.553 24.30 ± 5.311 1.181 

地位资源 24.53 ± 6.875 27.79 ± 4.820 5.122* 

亲子日常生活 

温暖信任 35.90 ± 5.916 36.16 ± 5.351 0.273 

吸引力活力 23.63 ± 6.335 24.11 ± 6.050 0.481 

地位资源 25.03 ± 6.689 27.13 ± 5.639 2.023* 

帅哥美女类 

温暖信任 35.33 ± 6.100 36.68 ± 5.448 2.325* 

吸引力活力 23.21 ± 6.618 24.28 ± 5.841 1.701 

地位资源 24.44 ± 6.908 26.29 ± 6.079 2.831* 

网红类 

温暖信任 35.80 ± 5.855 36.71 ± 5.813 1.091 

吸引力活力 23.33 ± 6.300 25.79 ± 5.914 2.776* 

地位资源 24.97 ± 6.625 26.98 ± 6.290 2.153* 

*p < 0.05。 

3.2. 质性研究结果 

3.2.1. 针对“你为什么需要伴侣”的质性分析 
对所获得的文字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得到关于此问题的词云分析(图 1)发现，最突出的词汇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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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学生认为之所以需要伴侣是为了某种需要，通过词云可以发现，这种需要可能是生理需要、情感需

要、发展需要等等。 
 

 
Figure 1.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why a partner is needed 
图 1. 针对“为什么需要伴侣”的质性分析结果 

3.2.2. 针对“你理想中的伴侣是什么样的”的质性分析 
对所获得的文字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得到关于此问题的词云分析(图 2)发现，最突出的词汇是温柔，

即大学生认为目前最吸引他们的伴侣特质为“温柔”。除此之外，“喜欢”、“善良”、“上进心”以

及“好看”等等也榜上有名。 
 

 
Figure 2. Qual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for ideal partners 
图 2. 针对理想伴侣的质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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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针对“大学生针对抖音等短视频对择偶标准影响的主观感受”的质性分析 
对所获得的文字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得到关于此问题的词云分析(图 3)发现，对这种影响的主观感受

上既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存在影响，会让自己的择偶标准提高，趋于完美化。还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没

有影响。 
 

 
Figure 3. Qual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of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feelings about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s on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图 3. 针对大学生对于短视频对择偶标准影响主观感的质性分析结果 

4. 讨论 

在所调查的大学生中大部分都使用抖音等短视频软件，这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

的结果保持一致，抖音等短视频软件的使用越来越大众化。另外，据《2020 年短视频内容营销趋势白皮

书》显示，2020 年 1 月，抖音日活跃用户规模已达 4 亿，其中 18~24 岁的用户最活跃(张倩倩等，2020)。 
从使用频率来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对抖音等短视频的使用是一天登录两次以上，可以看出，抖

音等短视频对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大学生对短视频容易上瘾的现象也应该受到重视(张倩倩等，2020)。 
从使用时间来看，大学生使用抖音等短视频软件偏向于碎片化，大部分都在一个小时以内。在大数

据时代，信息媒介不断增多，信息的碎片化也是当前时代的突出特征之一。在这种大环境下，大学生的

注意力易被分散(张倩倩等，2020)。有一小部分使用时间较长，达到了 2 个小时以上，这类大学生应该注

意控制时间以免过度沉迷于短视频的使用。 
从喜好类型来看，喜欢搞笑视频等恶搞类的达到了 64.8%，这类视频以其幽默、轻松的因素带给大

学生愉悦的心情，是他们最喜爱的类型。短视频平台的优势之一在于视频时长较短，抖音抓住了大学生

的碎片化时间，在短暂休息时间里为他们带来娱乐(张倩倩等，2020)。除此之外，有高达 30.3%的被调查

者选择观看情侣日常类，44.6%的被调查者选择观看帅哥美女类。抖音等短视频软件的使用能够满足人们

的情感需求(陈晨，2020)。情感需求是一种对于情感的渴求，它位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三层。简单

来说，人都有表达自己情感的需求，情感需求就是人们对于爱(友情、亲情、爱情)等的需要(陈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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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使用抖音等短视频软件会对大学生对于爱情的追求产生影响，即对大学生的择偶标准会产生一定

的影响。 
在使用抖音等短视频软件上没有性别差异，但在具体类型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男生

偏向于与新闻时政、知识学习有关的内容，女生偏向于与帅哥美女、美妆、明星有关的内容。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男女生在择偶标准上有明显差异。男女之间的择偶标准存在差异，这是所

有研究者一直以来几乎统一的结论(崔超，2012)。女生在温暖与信任维度以及地位与资源维度均显著高于

男生，在吸引力与活力维度男女生无显著差别。这可能是因为女生更加注重性格方面，另外也受到文化

的影响，女生会更加注重地位与资源方面。随着时代的不断开放和进步，男女生在吸引力与活力方面没

有明显差别。 
根据分析结果，是否使用短视频在地位与资源维度方面有显著性影响，但在温暖与信任以及吸引力

与活力维度方面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使用抖音等短视频软件对大学生的择偶标准有一定影响，会影响

大学生的择偶行为。 
不同类型的短视频对于大学生择偶标准的具体方面的影响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是否观看美妆类、

偶像明星类、购物类、帅哥美女类短视频会对择偶标准中的温暖信任维度形成显著性差异；是否观看歌

舞表演类、网红类会在吸引力活力维度上形成显著性差异；是否观看偶像明星类、歌舞表演类、亲子日

常生活类、帅哥美女类网红类会在地位资源维度形成显著性差异。 

5. 结论 

1) 大学生使用抖音等短视频软件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通过抖音等短视频软件观看帅哥美

女类及情侣相处类短视频已占据很大的比例。 
2) 不同性别在使用抖音等短视频软件的过程中主要观看的内容具有显著性差异。女生更加偏爱美妆

类、偶像明星类、带货或好物推荐等带货类、亲子日常生活类、情侣日常生活类、美食类、帅哥美女类

视频，男生更加喜爱军旅生活类以及时事政治类短视频。 
3) 相比于男生，女生在配偶选择上更加注重温暖与信任与地位资源；在吸引力与活力方面男女则无

明显区别。 
4) 是否使用短视频会对择偶标准产生一定影响，相较于不使用抖音等短视频软件的人群，使用的人

群更加看中地位资源方面的影响。同时，观看不同类型的短视频会对择偶标准的不同维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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