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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的视听载体逐渐由横屏化的长视频转向竖屏化的短视频，原长视频拥有的高倍观看功能也向短

视频发生了转向，本文主要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探究以抖音APP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用户倍速观看短视频的

原因及影响。调查显示，青年群体选择倍速播放主要是出于在加速社会下的时间焦虑、媒介赋权下的技

术控制以及实现即时消费的快感。然而倍速播放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时间，助力UGC内容的生产，

但也导致了人被技术控制，沦为单面人的隐忧。因此作为内容创作者和观众都需要在快节奏的时代中保

持对时间的感知，警惕成为技术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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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shift of people’s audio-visual carrier from horizontal long video to vertical short 
video, the high-speed viewing function of original long video has also changed to short video.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reasons and impacts of young people watching short videos at double 
speed, represented by TikTok,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survey shows that young 
people choose to watch short videos at double speed mainly due to time anxiety in the accelerated 
society, technical control under media empowerment, and the pleasure of realizing instant con-
sumption. However, although double speed playback can save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help the 
production of UGC content, it also leads to the hidden worry that people are controlled by tech-
nology and reduced to one-sided people. Therefore, both content creators and viewers need to 
maintain a sense of time in a fast-paced era and be wary of becoming puppets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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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倍速播放是近几年视频网站新出现的功能，它可以让用户自行选择观看的时间和速率，让受众有掌

控时间之感。在快节奏生活下，受众对于慢节奏的剧情逐渐失去了观看耐心，这也为倍速播放的发展提

供了条件和市场，从 0.5 倍速到 3.0 倍速到更便捷的长按加速，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提供了掌控社会时

间的渠道。在谈论倍速功能向竖屏化转向的过程中，笔者从国内外学者对倍速功能的研究以及加速社会

理论和时间嵌入理论的背景切入，为倍速功能的竖屏化转向打好研究的基础。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倍速播放的相关研究中，速度变化对受众接受程度的影响研究首先由国外学者开始研究，K Song 
在医学教育领域发现 1.5 倍速的讲座学习效率低于正常速率；Varnavsky 发现在网络学习过程中，速度慢

下来会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Lang 则研究了慕课教学中视频速度好呢学习效果的关系，研究发现。25 倍

速是最佳速率；Murphy关注到了 2倍速播放视频所产生的时间成本低，但学习效果却随时间增加而下降。

而对于短视频领域的倍速播放却还缺乏相关研究。 
2019 年起陆续有国内学者关注到相关内容。陈晓从加速社会理论的视角出发体现出了受众的时间焦

虑，关注到了倍速播放下受众对信息的加工和控制权利的提高，并提到了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隐忧；谭苗、

袁也认为视频的倍速功能和用户之间已经形成了互惠互利、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倍速播放也创新力视

频内容生产的形式，为内容生产提供新方向；冯小燕等则采取实验的方法测量慕课视频的播放速率和字

幕类型对学习效果产生的影响，最终得出了 1.25 倍速的最佳学习效果速率，随后又发现在 1.5 倍速下学

习难度较小的内容是高效的，可学习动机会随之减弱，并产生消极情绪；而马安然等则发现了视频速率

和学习满意度的相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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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以上文献，针对倍速播放。国内外学者多把视角放在学习平台的倍速观看与学习效果的联系上，

对于用户本身与倍速播放之间的联系以及倍速播放向短视频的转化趋势却鲜少关注。研究方法上对于倍

速视频的研究也多采用实验和文本分析法，没有倾听用户的想法。因此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研究青

年群体在看短视频时采用倍速的行为动因，在众多短视频平台中，本文选取了用户规模庞大，青年群体

活跃且具有倍速功能的“抖音”APP。通过随意抽样以及滚雪球的方式获取样本进行自由访谈，为本文

研究奠定基础。 

2.2. 理论背景 

2.2.1. 社会加速理论 

罗萨从时间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加速是社会运转的大势所趋[1]，该学说首先提出，“现

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并将加速视为每一个阶段现代发展过程的核心，并详细说明了科学技术

发展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三个层次。首先，科学技术加速是指具有明确标准的技

的发展活动，第一，技术加速是指有明确目标的技的加速过程，从运输到通讯领域，甚至是生产领域都

包含在内。技术维度的加速改变了我们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使空间优先向时间优先转变，推动了主

体与时间的关系本身发生变化，改变了主体和社会的关系。比如运输加速改变了我们与空间的关系，通

讯加速改变了我们与人的关系，生产加速改变了我们与物品的关系；第二，社会变化的加速也就是社会

本身的加速，把某个特定的时间不断缩短为一个时刻。无论是职业还是家庭都变得不再稳定，他把这种

变化称为“滑溜溜的斜坡”现象[2]；第三，生活节奏的加速是每个时间单位内行动时间和体验事件的增

加，包含人的行为加速和对时间流逝的焦虑，人们被困囿在时间匮乏的焦虑情绪中，外部环境压力不断

蚕食着个体的生命体验，时间飞速流逝进一步加快，人们在生活中与时间的赛跑更难停歇。在加速社会

中，时间被不断挤压，看似在单位时间内的办事效率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随着加

速而发生改变。 

2.2.2. 时间嵌入理论 
“嵌入”即一种系统内紧紧嵌入于另一种系统，又或者某种事物内生于其他事物中的客观现象[3]。

波兰尼关注到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所蕴含的社会体系影响，认为在后工业革命社会中时间被同时嵌入着

市场和经济机制[4]。后来，以刘易斯与威格特以为基础提出了新时期的“嵌入–分层–同步”理论，认

为，时间在个人、组织和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起着时间分层的镶嵌功能[5]。将微观层次的个人

时间，与中观层次的社会非正式互动时间和社会正式的组织时间，加上宏观层次的社会文化组织时间一

起组成了“时间”，将个人时间镶嵌入了社会时间，二者也依次地镶嵌入了组织时间，社会时间就变得

更加复杂而层次越来越多。时间的嵌入特性也造成了不仅同阶层之间复杂的时序交错，而且时间分层也

更加呼唤着时代的协调与同步[6]。换言之，虽然客观存在的时间是不可改变的，是一种常量，然而尽管

如此人类却能更深切体会到现代社会时光的流逝，从而开始寻求加速以维持个人的正常生活以及与现代

社会的发展同步。 

3. 研究设计 

本次研究是为了探寻青年群体采取倍速播放的原因，为准确抓取用户信息，本文采取网络访谈的方

式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用户进行沟通交流。这种方式的自由度和灵活度较高，只需要根据一个主题进行

粗线条的访谈，能够减少被访谈人员的干扰，并且提供更加自由的讨论空间。根据 2022 抖音用户的数据

分析显示，18~23 岁的青年群体超过了抖音用户总量的十分之一。由于短视频平台类型多种多样，开启

倍速播放的方式也不同，为了保证研究的聚焦，本文选取了青年用户数量较为庞大并且拥有倍速播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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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短视频平台——抖音 APP 作为研究对象。并且以 18~30 岁的青年为研究对象进行样本选取，者通过

随意抽样的方式先进行第一轮样本抽取，为获取更加多元、典型的样本，再采取滚雪球的方式招募到了

50 名受访者。正式访谈开始前，为确保所招募到的受访者确实有倍速观看短视频的习惯，笔者先围绕

着 APP 的使用频率、时长、倍速播放的频率以及所选速率四个方面进行自由访谈，最终根据受访者的

回答筛选样本，确定了符合本次研究主题的 40 名访谈对象，有学生和职业人男女各 10 名，这 40 名受

访者分别来自南昌市、衢州市、北京市、洛阳市、广州市、杭州市、郑州市、长沙市、天津市、西安

市、成都市、张家口市、上海市、武汉市、珠海市、南京市 16 个城市。访谈过程中以访谈主题统一为

前提在线上(微博、微信、抖音私信)与被访对象展开对话。对访谈样本的构成如表 1 所示。访谈时间设

计为每位半小时以上，并且在征求受访者同意后保留访谈记录，以便研究者在访谈结束后整合文本资料

有据可依。 

 
Table 1. Composition of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ample 
表 1. 半结构访谈样本构成 

学生 职业人 
序号 昵称 性别 地区 序号 昵称 性别 地区 

1 飞飞 女 洛阳市 21 清爽 男 洛阳市 
2 向日葵 女 南京市 22 刚哥 男 洛阳市 
3 凌灵灵 女 北京市 23 新一 男 杭州市 
4 琼琼 女 成都市 24 博伦 男 衢州市 
5 企鹅 女 杭州市 25 小边 男 南昌市 
6 毛毛 女 天津市 26 彬彬 男 郑州市 
7 棉花糖 女 张家口 27 杨小忠 男 南京市 
8 吃了吗 女 郑州市 28 小吕 男 北京市 
9 Tender 女 郑州市 29 段日 男 武汉市 

10 Cathy 女 郑州市 30 郭旭子 男 南京市 
11 小陈 男 南昌市 31 可子 女 西安市 
12 昊子 男 南昌市 32 静香 女 北京市 
13 木炭 男 衢州市 33 雅琴 女 北京市 
14 胡智慧 男 珠海市 34 张张 女 郑州市 
15 万意仔 男 广州市 35 砰砰里 女 杭州市 
16 小山 男 北京市 36 泡芙 女 长沙市 
17 西西 男 北京市 37 彭彭 女 广州市 
18 土豆 男 西安市 38 嘎子 女 成都市 
19 洪伟 男 洛阳市 39 若尘 女 南昌市 
20 小郭 男 洛阳市 40 酸清 女 上海市 

4. 研究发现 

4.1. 青年群体抖音倍速播放的行为动因 

4.1.1. 生活飞轮：液态社会中的时间焦虑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即媒介是人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7]。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技

术化转型以及短视频和短视频功能的升级都是在弥补人某一能力的缺失，是人的延伸。当下手机等移动

化智能设备已经嵌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以此为载体的短视频同样随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伴随。由于短视频

已经是对现实世界的碎片化的呈现，具有移动性、短时性等特点，在此基础上用户仍选择倍速播放，即

形成了技术加速、社会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之间循环运作的“生活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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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社会是由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指出，他将象征着稳固的、不变的、确定的社会

阶段视为“固体”；易变的、快速的、不确定的社会形态，即是所谓“液体”。短视频的倍速播放其实

就是对液态社会的影像进行的加速流动，因此用户选择“倍速播放”也就表达了其对真实社会时间流逝

的担忧，也体现出其加速要求。 

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研一学生，被访者万意仔所说：“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做不完的任务，

赶不完的 ddl，加速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了，刷短视频的时间少之又少，为了提高效率只能开倍速看，其

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刷短视频要开倍速，但不开确实感觉太慢了，感觉自己在虚度光阴。”由此可

见，加速已经渗透进了年轻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带货主播泡芙也表示：“我每天在直播间卖货的节奏就

很快，因为我自己作为观众的时候看见拖沓的节奏都会替他着急，节奏不快是会让人疲劳的，也可能我

习惯了吧，虽然每天节奏很快但好像也没做什么事，反而对很多事情失去耐心了。”由此见得，这种生

活飞轮一旦出现极易养成习惯，难以逆转，并不断加深人对于时间的焦虑。在快节奏的时代和社会中，

人类身处的社会正在由固体阶段的“沉重现代型”社会转向液态阶段的“轻快现代型”社会，加速需求

正在逐渐深入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此一来倍速就不仅仅是一个短视频的功能，而是人对时间的内

化感知逐渐外化到行动的一个窗口，青年人在对时间的焦虑心理驱使下在线上和线下进行全域加速，进

一步推动技术和时代的进步。 

4.1.2. 媒介赋权：倍速依赖下的控制欲望 
“赋权”即“社会民众通过获取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的实践性过程，实现改变自己不利处境，

获得权力和能力，从而获得改变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8]。倍速播放功能，迎合了

社会受众主动控制时间的心理。受众不再是被动的媒体接收者，而是具有了主动性的使用者，因此倍速

播放功能将对叙事逻辑的重构和调节以及影像中时间线的控制权重新赋予了使用者。对用户而言，倍速

播放功能使得对时间空间的掌控权力重新回到了使用者身上，而不同于在传统媒体时期的单向性传输，

播放节奏和进度都被传播者垄断，倍速播放使得受众选择信息内容和信息获取方式更加自由，受众可以

自己选择在某一时间节点开启倍速以及倍速的速率，使得本就碎片化的短视频更好地嵌入受众的时间缝

隙，满足受众的控制欲望。 

然而这虽是作为 APP 的附加功能，但在访谈过程中却发现青年群体已经对倍速播放产生了依赖，成

为了一种接触媒介的习惯。浙江传媒学院的受访者企鹅表示：“倍速已经是我的默认设置了，习惯了这

个速度就感觉原速讲话像《疯狂动物城》的闪电，说话自带波浪号。”飞飞也说“我觉得倍速功能早就

该在抖音上线了，之前我总是拉进度条来快速浏览视频内容，但进度条不好控制，倍速播放就是我的神。”

可以见得倍速播放已经成为了青年用户的习惯性媒介接触方式，倍速播放也逐渐演化成了一种主流的观

看方式。如此一来，倍速功能似乎必须成为视频播放平台的标配，但与此同时，用户行为也不知不觉被

技术所控制。  

“一项技术性操作根据你参与其间的程度来决定你能做些什么。如果操作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说技

术决定了结果……这实际上表明的是通过征服无序状态，以及将形式强加给事物，技术取得了成功”[9]。
短视频的个性化推荐逻辑是根据用户画像抓取用户的浏览习惯，通过期待——失望——期待的模式刺激

用户继续观看下一个视频的欲望。对于用户来说，倍速播放是在提升观看每一个视频的效率，但从商业

逻辑上看，用户观看视频的总体时长被延长才能产生更多的商业价值，所以倍速播放的选择看似是用户

的主动性回归，实则是商业逻辑下技术对用户的一种控制。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是在主动选择要观看的

视频类型以及观看速度，但是也不自觉落入了算法的陷阱，滑到下一个视频的动作其实也为资本提供了

更多的注意力资源，用户的在网时间被不断延长，成为不断努力提升自我效率的“数字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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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即时满足：信息洪流中的单向度危机 
卡兹 1974 年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受众是有特定需求的个

人，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在倍速

参与短视频接触的过程中，用户不仅在参与高效率的生产，同时也把短视频当做非物质产品在进行满足

快感的消费。 

短视频的微制作、微成本、低门槛微用户参与内容创作提供了条件，在“抖音记录美好生活”的标

语下，UGC 创作内容也百花齐放，影视剪辑、产品测评、网络短剧、街头采访、美妆穿搭、数码测评、

知识付费等类型的短视频遍地开花，但与此同时，短视频的抄袭、同质化内容日益严重，也出现了一些

粗制滥造等问题。 

用户棉花糖在访谈中表示：“现在刷抖音之所以开倍速是因为很多网红开始盈利，总是在视频里融

进广告，看起来非常跳戏，如果自己快看完了发现是条广告会很不爽。”用户清爽也表示：“现在抖音

的同质化内容太多了，基本上说的内容都一样，推的产品也都差不多，只是换个背景音乐就当一条新作

品产出实在是审美疲劳，缺乏创新。”这说明作为 UGC 内容的创作者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只是一

味追寻热点去产出内容，获取的是抄袭模仿带来的一时的热度，没想到自己的可持续生产能力。与此同

时受访者砰砰里也表示：“刷短视频开倍速无非是为了节省时间，省去一些废话和广告，但是在看美妆

视频的时候总是非常迫切的想知道这个妆容的呈现，但中间的步骤也不能错过，倍速播放就能迅速浏览

一下判断这是不是我想看的内容，如果结果没有达到我预期的话也就不用花时间看了。”同样作为美妆

类短视频观众的静香也表示“倍速播放可以让我快速判断这是一条单纯的广告还是有我想学的干货，我

不喜欢那种讲话弯弯绕绕，一段内容还分两个视频的，我会直接点不感兴趣。”不同于图片和文字，短

视频的传播形式能够对枯燥内容进行二次解码，且所涵盖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对于短视频信息，用户常

有更高的期待，因此当短视频的呈现形式低于预期或是内容价值密度太低不足以满足用户需求时，部分

用户就会选择倍速来获取更加即时的满足和回馈。然而当下多渠道的信息内容已然形成了信息洪流，受

众一味通过加速来寻求即时满足也很有可能忽略自身的批判思考，变成只接收能够带来感官刺激的信息

的“单向度的人”。 

4.2. 倍速播放带来的内容生产变化 

倍速播放向短视频转向，网络短剧也逐渐成为主流，内容生产向小故事转变。日本学者者大塚英志

在《故事消费论》中提出了“故事消费”的概念，他认为“大叙事”凋零的时代正式到来，消费者已不

再会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大叙事”)买单，其消费动机转向产品内部的特定部分(“小故事”)，如典型的

情节桥段、具有高辨识度的人物形象等，大塚英志将这一新型消费现象称为“故事消费”[10]。这种快节

奏的叙事方式更加符合受众对快节奏的追求，短时间内剧情跌宕起伏，短短几级就能塑造一个完整的故

事，对于长视频的逻辑感和沉浸感并不强调，这种剧集安排和用户倍速播放的习惯更加契合，也获得了

较好的传播效果。2021 年在短视频平台上线的竖屏短剧《这个男主有点冷》一个月内在播放量就突破 6.5
亿，成为开年微体量剧的黑马。快节奏微剧的成功表明，时间短且信息密度高的小故事更能给用户以感

官刺激，且用户对于这样的信息内容更愿意以原速观看。因此，对与短视频平台的倍速播放功能成为青

年群体的伴随状态，也提示了内容生产者内容创新和价值点的重要性，但如此以来也容易造成优质内容

难以持续输出的困境。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尼葛洛庞帝曾在 20 世纪末预言：“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而到如今，当倍速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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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功能已成为视频 APP 的必备功能，已经成为青年群体获取信息的惯性模式，在加速社会下，“数字

化生存”也愈发向“倍速数字化生存”转向，短视频的不倍速播放功能虽然是一项新的技术进步，但与

此同时也隐含着社会加速、技术控制及人的单向度隐忧，也体现出当今的青年群体在这样的“内卷化”

社会中的时间焦虑。倍速功能在短视频领域的应用成为青年群体观看视频的潮流，这背后不仅体现了受

众主动性和主体性的回归，也蕴含着受众对于短视频内容质量的抗争，因此内容创作者需要生产更具互

斥性的优质内容，同时也需要注重当下青年群体在时间压力下寻求内容冲击性的心理。 

然而对于 APP 的功能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判还是要看其带来的后果。对于青年群体来说，倍

速播放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时间，除此之外倍速播放也衍生出了许多用户生产内容，受众可以通过

倍速播放改变原视频的语音语调，从而进行二次创作，鬼畜视频就是如此。然而，倍速播放也存在诸多

问题，短视频本就是碎片化的微视频形式，缺乏长视频的逻辑性，再进行倍速播放容易引发受众观看重

形式轻内容，在快速消费中逐渐麻木，成为平台设计的消费陷阱下的牟利工具。因此作为有主体性的“人”，

青年群体需要加强自己对时间的感知，不只是沉迷在技术带来的虚幻“高效”中，在注意力分散的时代，

保留一点慢下来的能力，从和时间的赛跑中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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