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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沉迷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及破解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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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聚焦于短视频沉迷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深入

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破解策略，研究发现，短视频沉迷会通过多种途径影

响青少年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模式，进而增加其攻击行为的发生概率。基于此，本文从家庭、学校、社会和平台

等多个层面提出了综合性的干预措施，旨在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因短视频沉迷引发的攻击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

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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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 addiction on adolescents'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lated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it thoroughly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cracking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short video addiction 
affects adolescents'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modes through a variety of pathways,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aggressive behavior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from family, 
school, society and platform,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adolescents' aggressive behaviors caused by short video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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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少年短视频沉迷与攻击行为的现状分析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技术进步、社会文化繁荣和移

动网络普及给信息传递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短视频

作为一种新型信息传播手段深度融入社会生活之中。

2024 年《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10.12 亿，其中，使用过短视频

的青少年群体占比 65.6%，活跃用户达 20%[1]。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群体已成为短视频使

用的重要用户群体。随着青少年使用短视频的频率及

时间不断上升，短视频沉迷及其负面影响接踵而至。从

对青少年行为影响的结果来看，在网络飞速发展，家庭、

学校教育缺位的情况下，短视频正塑造着青少年的价

值观并延伸至其行为选择。从传播端改善短视频平台

的现状和问题是多样化、多层级防止青少年短视频沉

迷的必要手段。笔者深度采访了 14 位不同年龄、不同

职业和地区的青少年，其中男性受访者 3 位，女性受

访者 11 位，每人每次受访时间为 45 分钟左右。 
1.1 青少年短视频沉迷现状 
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弱，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容

易被外界诱惑，陷入手机的漩涡之中。《未成年人网络

沉迷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的探究显示，网络游戏在设

计过程中带有诱导玩家沉溺的机制，网络短视频则是

依靠推送算法，这两种网络行为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倾向的直接影响更强[2]。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一些创

作者不惜采用夸张、猎奇甚至违规的手段来制作内容，

这些内容往往缺乏深度，难以促进青少年的深层次思

考和认知发展，从而可能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和未来

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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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信息一览表 

序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地域 
A 女 16 高一 四川 
B 女 17 高二 四川 
C 男 20 大学生 陕西 
D 男 19 大学生 河北 
E 女 23 在职幼儿园教师 青海 
F 女 22 研究生二年级 哈尔滨 
G 女 20 大学生 广东 
H 女 17 高二 广西 
I 女 15 初三 广西 
J 女 19 大一 广西 
K 女 17 高中生 重庆 
L 女 20 大学生 广西 
M 女 20 大学生 广西 
N 男 22 大学生 广西 

 
1.2 青少年攻击行为现状 
过度使用互联网是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有研究表明攻击性与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3]，根据本

次项目发出的问卷和线下访谈，我们发现短视频沉迷

与其攻击行为具有相关性。在采访对话中 80%的受访

者在回答“短视频沉迷是否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这

个问题时，都表示短视频沉迷极其影响心情以及自己

的行动力。受访者 D 表示自己曾经因为沉迷观看短视

频而忘记妈妈给自己的任务，在家里刷手机一直到妈

妈下班以至于妈妈生气将其训斥一顿，影响全家人的

心情；受访者 F、H、G 等都表示，自己会熬夜刷短视

频，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凌晨三四点了，结果就是第二天

无精打采、身体不适，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也无心社

交甚至感觉到内心烦躁，越是这样的状态受访者表示

越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2 短视频沉迷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 
2.1 认知偏差的产生 
短视频内容具有碎片化、娱乐化和虚假信息并存

的显著特点。碎片化体现在内容往往以短时长呈现，信

息被高度压缩和切割，缺乏完整的逻辑体系和深度的

知识建构。青少年在长期接触这种碎片化内容的过程

中，逐渐习惯了浅层次的信息获取方式，难以形成对事

物的全面、深入认知。娱乐化是短视频的核心属性之一，

为了吸引用户注意力，大量内容以搞笑、猎奇、夸张的

形式呈现，甚至不惜扭曲事实、违背常理。 
2.2 情绪调节能力的削弱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2名

14-35 岁青少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7.5%的受访青

少年表示刷短视频会让自己变得焦虑。长时间沉迷短

视频，会打乱青少年正常的作息时间，影响大脑的神经

调节功能从而导致情绪不稳定，出现焦虑、烦躁、易怒

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的积累会增加攻击行为的

发生风险。 
2.3 行为模仿与学习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观察学习在行为习

得中具有重要作用。青少年正处于行为模式和价值观

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会观察短视频中的各种行为，

并在适当的情境下进行模仿。首先，青少年会注意到

短视频中的攻击行为；然后，将这些行为信息存储在

记忆中；当遇到类似的情境时，会尝试再现这些行为；

如果模仿行为得到了某种强化，就会增加他们再次模

仿的动机。 
2.4 社交隔离与人际关系恶化 
《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

告》显示，约 25%的青少年表示因沉迷网络（包括短

视频），与家人、朋友的交流时间明显减少。长期沉迷

短视频，会让青少年减少与现实中他人的面对面交流，

导致社交技能退化。在虚拟社交中，青少年无法完全体

验到真实人际交往中的情感互动、沟通技巧培养等过

程，回到现实生活中，面对人际交往问题时，缺乏有效

的解决方法，容易产生冲突，进而引发攻击行为。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调查法 
采用《Buss-Perry 攻击性问卷》等成熟量表，确保

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3.2 实地访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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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访谈，深入了解青少年短视频沉迷和攻

击行为的实际情况，丰富质性资料。 
3.3 文献研究法 
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

果等。 
4 短视频沉迷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 
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基于理论分析和已有调研成果，本研究假设短视

频沉迷程度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呈正相关。 
4.2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200 名初高中学

生为对象实施问卷调查。剔除不完整问卷和极端数据

后最终获得了 184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2%。其中

男生 87 人，女生 97 人。运用 SPSS27.0 对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等。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带来的潜在影响，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诊断。检验结果显示共有 12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率为

26.90%，小于 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 
（2）各变量总体情况 
由下表 1 可知青少年短视频沉迷程度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攻击行为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3）描述性统计及人口学差异检验 
①青少年短视频沉迷程度和攻击行为水平在性别

上的差异：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可以

看出两者得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②青少年短视频沉迷程度和攻击行为水平在家庭

所在地上的差异：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数据进行处理

后可以看出青少年短视频沉迷程度得分在家庭所在地

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乡村短视频沉迷程度得

分显著高于城镇短视频沉迷程度得分；攻击行为得分

在不同家庭所在地上差异不显著（p>0.05）。 
（4）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为研究青少年短视频沉迷程度和攻击行为水平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由表 4 可以

看出，青少年短视频沉迷程度和攻击行为水平呈显著

正相关（r=0.30，p<0.01）。 

表 1  各变量的总体情况 

变量 N M SD Min Max 

短视频沉迷 184 4.30 1.14 1.00 6.00 

攻击行为 184 3.39 0.58 1.50 5.00 

表 2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 

 性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p 

短视频沉迷 
男 87 3.50 1.30 1.85 0.07 

女 97 3.20 1.04   

攻击行为 
男 87 3.94 0.72 3.18 0.002 

女 97 3.62 0.71   

表 3  各变量在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 

 家庭所在地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p 

短视频沉迷 
城镇 120 3.33 1.15 0.89 0.38 

乡村 64 3.13 1.07   

攻击行为 
城镇 120 3.75 0.75 1.37 0.17 

乡村 64 3.55 0.56   

表 4  各变量的相关关系 

 1 2 

短视频沉迷 1  

攻击行为 0.30** 1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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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短视频沉迷的破解策略 
5.1 家庭层面 
家庭作为青少年社会化和成长的主要场所，应构

成"引导-示范-监督"三位一体的干预机制。研究表明，

父母忽视可能会导致青少年缺乏情感支持，增加其过

度使用短视频的倾向，这些青少年由于缺乏引导，更容

易在短片中寻求情感满足，从而强化其成瘾行为[4]。调

查显示父母共同解读媒体内容可以大大降低青少年的

不良使用率[5]。 
5.2 学校层面 
教育机构应构建“认知-情感-行为”三维培养体系，

将媒介素养纳入校本课程。不仅要在短视频观看活动

中引导青少年在视频内容中辨别正确的媒介价值观，

还需要组织与媒介素养相关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

践体验中体会媒介的魅力和风险，提高个人的自我控

制能力[6]。 
5.3 社会层面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应对青少年沉迷短视频内容问

题，加强对短视频内容的监管和控制。立法层面需修订

《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细则，明确短视频平台的年龄

分级义务，通过对传播不良内容的机构进行流量限制，

实现行业自治。 
5.4 平台层面 
短视频平台应当从技术监管、内容供给两方面着

手优化。在算法推荐机制上，需降低娱乐化、低俗内容

的推送权重，通过人工审核与智能筛选结合的方式，优

先推荐科普知识、生活技能等正向内容[7]。青少年模式

的内容建设需要系统化升级，联合学校、出版社等机构

开发专属资源库。同时完善防沉迷提醒功能，单日使用

超过 1 小时后自动切换为护眼模式并推送户外运动建

议，帮助青少年形成健康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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