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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时代医学类院校大学生价值引领路径探析 
黎小妮  莫梓榆  李星妍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梧州  543199) 

摘要：高校开放包容，是新事物传播生长的温室，是新兴资讯和社会思潮的接收地，也是“正能量”和“大流量”同频共振的

汇合点。短视频作为一种新潮的媒介形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新宠”，对其影响与日俱增。本文着眼于短视频对大学生价值观的

影响，开展网络调查，整理大学生短视频的内容选择、动机需求、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等方面的情况，总结出短视频时代让大学生

价值观受到冲击，产生焦虑、自卑、自我厌恶等负面情绪，甚至引发空心病，医学类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

而新，把握短视频机遇，增强思政育人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大学生价值引领路径的创新突破，夯实立德树人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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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是指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以内的网络视频，其特征包

括创作门槛较低、社交属性较强、拥有便捷的观看时长以及场

景，迎合了快节奏生活下人们碎片化消费的习惯。高校中，“低

头族”、“手机党”群体越来越多，“00 后”是“网生代”，作为

网络“原住民”，短视频满足大学生多元审美需求，缓解现实学

习和生活的压力，成为了大学生获取信息，沟通交流、娱乐身

心的主渠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

模达 10.92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手机网民规模达 10.91

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53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96.4%。各

项数据显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当其时，恰逢其势！所

拥有的“天时”是这个新时代；所拥有的“地利”是底蕴深厚、

而又现代开放的高校；所拥有的“人和”是高校“三支队伍”，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倾力施为，把握时代的脉博,解放思想,

敢于创新，勇于实践，探索短视频时代医学类院校大学生价值

引领路径。 

一、大学生短视频使用现状调研 

大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的网络空间不利于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为了更好地开展

大学生价值观引领工作，通过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短视

频使用的情况，以期为更好地开展网络思政育人提供思路和依

据，发放问卷共 2234 份，回收率 100%，有效问卷 2220 份，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动机需求暴露思绪混乱倾向 

根据图 1 问卷结果分析，大学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的短视频平台，使用抖音所占比重 81.56%，快手 11.1%。大学

生观看短视频的主要动机需求舒缓压力所占比重 66.65%、无聊

打发时间 63.47%、知识技能学习 46.51%。大学生想要在生活

中找到平衡点，尝试通过观看短小精悍的视频学习成长，愉悦

身心，舒缓压力、复刻成功，但往往适得其反，无目的性观看

短视频，不利于心智成长，消遣只是消遣；看到虚拟世界被美

化和包装过的生活，情绪难以平静，思绪喧嚣飞腾，不能自止，

情绪化加深，抗挫折能力减弱，形成“脆皮”心理，短视频中

呈现的多元的价值观，也让大学生思绪混乱，价值观被动摇。 

 

图 1：您常用的短视频平台是?[单选题] 

（二）多样化内容刺激阈值不断增强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短视频兴起，各平台为了获取更大的

流量，通过算法推荐机制，精准捕捉推送内容给用户，不管是

乡村自然的慢生活，还是在大城市打拼的同龄人，我们都能“被

看见”，各类别的内容应有尽有。根据问卷的结果显示，大学生

在丰富的内容中，选择广泛多样，观看的短视频类型包含了娱

乐搞笑类、知识传播类、生活记录类等，其中，娱乐搞笑的占

比 86.93%，其次是生活记录类 59.76%。短视频碎片化的特征，

让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允许大学生轻松无节制地追

求快乐，使其耐受力提高，形成高需求阈值，对短视频愈发期

待，但短视频原来能带给我们的即时满足和神经系统奖励，反

而越来越少，因为刺激阈值已经增强。短视频同质化，商业化、

类型化严重，很多时候大学生需求得不到满足，铩羽而归，个

体跳出原有特定的圈层，寻找猎奇的内容，一些内容低俗、带

有不良导向、低质营销的短视频内容层出不穷，带给个体感官

和精神更强烈的刺激，大量的“丧文化”、“爽文化”、“躺平文

化”，似乎让个体的负面情绪得到排解，实则混淆视听，挑战个

体底线，毁三观，导致其心灵的梗阻，最后在高输出的短视频

中迷失自我，价值观被扭曲。 

（三）期待的视频时长弥漫快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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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结果显示，大学生期待的短视频时长，2 分钟以内占

比为 55.37%，其次是 3 分钟和 10 分钟，分别 21.67 为%和

11.55%。高频次、高刺激，无论怎样下拉也不会到底，短视频

给用户带来错觉，为获得即时快感，让时间跟着短视频在指尖

划走，浮光掠影的画面没有记忆点，用户不知不觉中花更多的

时间成本去寻找无限的亮点和新鲜感。 

 
图 2：您期待的短视频时长？[单选题] 

图 3 结果显示，大学生每天观看短视频的时间，3 个小时

以上所占比重为 25.29%，30-60 分钟占比为 24.93%，短视频控

制着我们的时间，泛娱乐化的视频让用户看不到内容，只看到

表面形式和套路，导致个体产生信息焦虑和认知疲劳，时间规

划不当，思维固化，对“新颖”和“意外”接受无能。追求速

度，看不到内容深度，不求内涵，未能有效获取短视频中“多

层次、多维度、多领域”的知识信息。 

 

图 3：您每天使用短视频的时间是?[单选题] 

二、短视频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动动手指就可以获取海量自己想要

看到短视频，短视频对大学生诱惑力十足，深刻影响着大学生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短视频生产内容门槛低，平台为了“流量”

和金钱，一些质量良莠不齐，低俗、伪科学、无底线的不良短

视频夹杂其间，淡化大学生主流价值认知，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腐朽观念扭曲了大学生尚未稳

固的价值观。通过分析短视频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从而深

入挖掘短视频的积极影响作用，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科学

性，帮助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人的时代新人。 

（一）短视频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大学生接受新兴事物较快，思维敏锐，头脑灵活，由音乐、

图像、语言和文字组合而成的短视频，扩宽了知识传播的边界，

在大学生中盛行。短视频碎片化的特点让大学生获取信息更方

便快捷，足不出户亦能知天下。不管是学习间隙，用餐时间、

还是通勤路上或睡前，不管是知识获取、休闲娱乐、社交互动，

分享记录，都能一键接收最新最直接有效的信息，满足大学生

碎片化知识的需求，用最低成本的娱乐方式获取最大化的快乐。

话题，热搜和热榜也能让学生第一时间精准了解社会热点信息

和最新时事，加强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增强学生责任与

担当意识。 

各平台发布的正面、积极的短视频内容，不仅为大学生的

全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供给，也为大学生提供了情绪

价值：欢笑、感动还有震撼……大学生观看视频后，在短时间

内进入到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充满情感的世界，短视频为其讲

述真实的故事，关注社会道德提升，让大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和

心灵触动。大学生在短视频中确定自身情感体验，找到自己想

要的情感元素，短视频调动积极情绪，通过情绪价值疏导负面

情绪，治愈现实受挫情感和伤痛，让大学生看到，发现和挖掘

生活中的真善美，遇见“身边的小美好”。 

短视频为学生赋能。短视频生产内容和呈现形式接地气，

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成风化人，也不是干瘪的宣传，一味地说

教，而是看到你，鼓励你。短视频去中心化的特点，丰富大学

生课余生活，让大学生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是文化的接收者，

也是短视频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高

认知。短视频制作迎合了大学生的情感需求，大学生更积极，

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用短视频记录生活，展现才艺才华，重构

距离。拍摄 1 分钟的视频即可投放平台，激发大学生创造动力

和活力，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与社会参与感。根据马斯洛需

要层次理论，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00 后”大

学生个性鲜明张扬，表达欲强，他们愿意自我表达，展现自我，

渴望被看见被肯定，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短视频拍摄，激

发了大学生的个人潜能，满足学生表达欲，让大学生充分自我

表达，自我设计和自我创造，激励大学生成长成才，促进大学

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短视频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网络让大学生获取知识，放松娱乐的唾手可得，廉价的快

感，让其忽视高品质的快乐，影响身心健康。一些大学生沉迷

虚妄的精神愉悦，被手机控制，不能独立思考，缺乏思辨能力，

荣辱不辨，容易被带节奏，成为键盘侠。放下手机后，大学生

难以集中精力完成一项任务，注意力难以集中，专注度下降，

无所适从，迷茫麻木又空虚，甚至兴趣减退，找不到价值感，

快感缺乏，自我缺失，产生强烈的无意义感，引发空心病。 

短视频 App 不断迭代，大学生沉迷网络，导致社交降级。

大学生为逃避现实，与他人建立情感链接，在网上凹人设，执

着于网络上的角色扮演，夸大其词搞噱头，低俗标题博眼球，

无底线引流量，导致虚实不分，加重大学生心理负担，加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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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社交恐惧，甚至产生社会认同危机。大学生分享视频形成圈

层，但交往对象单一，网络社交说错的话可以撤回，现实中无

法肆意随性社交，所以大学生现实社交意愿衰减，即使两人面

对面也要进行线上社交，主动削弱自身与生活的现实感，把自

己束缚于网络虚拟空间，回避现实社交，缺失边界感，产生线

下社交退缩行为。 

短视频陷入价值困境，导致大学生价值观混乱。诚实好不

好，信守承诺对不对，乐于助人应不应该？各色的短视频都在

传递着创作者的价值观，大学生陷入多元价值观中，无法进行

正确的判断和抉择。短视频内容狗血也有翻转，导致大学生信

息过载，形成审美心理障碍；制造炫富视频，营造错误的金钱

观，误导大学生，形成唯金钱主义，也让大学生产生自卑感，

进而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大学生在自己铸就的信息茧房中，

网络为其“量身打造”的封闭空间中，自我定位不清，形成偏

执的价值观，思维管窥，产生自我割裂感，与社会认知脱节。 

三、短视频时代对医学类院校大学生价值引领策略 

大学生尚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作为我国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群体承担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高校要发挥短视频对大学生正向价值

引导作用。 

（一）家长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有效陪伴 

因大学生自控力不强，过度依赖短视频，短视频成因，缺

乏网络自律意识。家庭是培育大学生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家长

和大学生在学生都要提高网络素养，防范自身抵御不良短视频

的能力意识。家长在孩子成长中进行充分有效陪伴与网络引导，

如共同观看视频，感兴趣的视频互相转发或分享，线下开展亲

子活动；登山，玩游戏，诵读活动，阅读分享……家长线上观

看或动手录制短视频提升育人能力，利用短视频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的方式，引导学生回归校园，回归梦想，为大学生减少

内耗、缓解压力、传递正能量，借助身边榜样的力量对大学生

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正确价值观教育，培

育大学生文化自信价值自信，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全人格，培养

大学生“家国同构”意识，以优秀传统家训，优良家风涵养大

学生价值观。 

（二）专任教师深耕数字化教学，提升短视频实践育人成

效 

短视频速成式的知识学习，让大学生释放压力，缓解专业

学习的焦虑情绪，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低头族”、“手

机党”也在 45 分钟的课堂偶有出现，任教师线上线下相结合，

利用数字化教学突破“标准格式”，转变话语方式，用学生喜闻

乐见的方式，让学生实训室操，老师或同学动手拍摄短视频，

从而更好地呈现知识给学生，知识有趣味，学习有复盘，成长

有记录，让大学生更全面、更快捷、更主动地丰富自身知识储

备，主动学习，开拓视野。通过短视频变“玩”为学，通过实

操实训，把学转化为“玩”，以“玩”促学，让学生感受到专业

知识的本质和魅力。 

（三）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大学生信息甄别能力不强，自身价值观冲突，主流价值观

被弱化。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高校

应选拔政治敏锐性，领悟力强、专业知识扎实、懂网言网语的

人才，一方面，加强和思政教师对大学生网络生活的教育引导，

提升自身网络媒介素养，加大对网络教育的力度，另一方面，

寻求与校级专业的运营管理队伍的支持，打造教育类网红，如

徐川、杨众望等网红辅导员，避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失语，带

学生拍视频，推荐和拍摄优质短视频，展现大学生精神风貌，

为学生提供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定期和其交流互动，引导大

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短视频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利弊共存，高校要引导大学

生知网懂网用网，练就“火眼金睛”，抵制庸俗，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全面认识自我，发挥无限潜能，成为在网

络传播弘扬正气，弘扬主旋律的骨干。高校努力提升医学类大

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专业践行使命，把个人理想

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积极实现个人价值，创新担当，实干

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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