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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短视频平台以视频播放功能进入大众视野，但是近年来，众多用户逐渐开始使用短视频平台的社交功能

与熟人进行交流互动。其中，抖音平台的“@好友”功能就引起了众多用户的使用与关注。笔者借用哈

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通过对使用抖音平台“@好友”社交功能的青年用户进行访谈，发现“@好友”

功能使用户体验到了基于主体间性的社交尊重，各类符号的言语有效性凸显了社交行为的真诚感，提供

的理性交往条件为用户搭建了社交边界。本文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当前人们在社交媒体中真正的社交

需求，讨论了当今人们渴望被关注、被真诚对待的社交需求，并期盼人与人之间建立适当的“社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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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rt video platforms enter the public’s horizon with video playback functions, but in recent year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129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129
https://www.hanspub.org/


闫炳 
 

 

DOI: 10.12677/jc.2024.123129 830 新闻传播科学 
 

many users gradually begin to use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to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acquaintances. Among them, the “@friends” function of TikTok platform has at-
tracted the use and attention of many users. By borrowing Habermas J.’s the Theory of Commu-
nicative Action,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young users who use the “@friends” social function of 
TikTok platform,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friends” function enables users to experience social 
respect based on intersubjectivity, the speech validity of various symbols highlights the sincerity 
of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r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user build a social 
boundar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people’s real social needs in social media, dis-
cusses people’s social needs to be cared for and treated sincerely, and hopes to establish appro-
priate “social boundaries” betwee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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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社交媒体铺天盖地充斥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改变了个体之间的交流

相处模式。但是随之发展，由微信产生的用户社交倦怠行为也越来越明显[1]。人们对社交有了新的要求，

逐渐逃离微信等社交媒体对生活的过度渗透，开始开辟新的熟人社交方式。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频繁

交流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短视频平台以视频播放功能进入大众视野，其社交功能虽然一直很丰富，却

并未引起用户的广大关注。其中，“@好友”功能自短视频平台上线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是在 2022 年，

抖音平台的“@好友”功能才引起青年用户较高的关注。截止到 2023 年 10 月 24 日，抖音平台如“#艾
特朋友”，“#艾特好友”等相关话题的短视频均有超过千万的播放量。众多创作者会在短视频中或者评

论区提到与“@好友”相关的内容，短视频用户也纷纷加入到“@好友”的行动中来。在短视频平台中，

“@好友”已经成为青年群体一种新型的熟人社交方式。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对短视频平台用户社交行为的研究还是较为丰富的，但是极少有研究

将视角集聚于“@好友”功能，以此分析用户进行该社交行为的原因，窥探社交媒体如此发展的今天，

用户真正的社交需求是什么。因此，本研究以期借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通过访谈的研究方法来

深入挖掘青年用户选择这一社交功能的原因，探索当下时代用户真正的社交需求，丰富对短视频平台社

交行为研究的角度。 

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概述 

哈贝马斯在反思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批判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交

往理性思想。交往行为理论不仅是当代德国哲学，而且是当代欧洲哲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哈贝马斯首先区分了四类社会行为，分别为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

与交往行为[3]。并将交往行为置于非常重要的作用，认为交往行为中蕴含的交往合理性构成交往行为的

中心，这种交往合理性是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语言性的、互主体性、程序性的合理性[3]。哈贝马斯

还提出自己的“普通语用学思想”，在这个思想上，他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的本

质并不在于符号与句子之间的独立语法关系，而在于其根植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与语言对应的是为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12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闫炳 
 

 

DOI: 10.12677/jc.2024.123129 831 新闻传播科学 
 

达形式建构起来的规范系统，言语则是指语言的使用行为本身。后者才真正涉及到真实的语言问题。他

还进一步认为，言语的有效性要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4]。由

此，从哈贝马斯搭筑的交往行为理论框架可以窥见当下青年用户短视频平台社交的主体间性，为认识他

们使用“@好友”功能背后的原因提供了思考路径。  

3. 研究方法 

目前，各大主要的短视频平台均具有“@好友”的功能，但考虑到用户体量，且近年来抖音平台针

对用户的需求对“@好友”的功能作了多次改进的现状，本研究还是将主要视角聚焦于抖音平台。另外，

抖音平台“@好友”功能的使用者主要集中于青年用户，所以本研究将选取使用抖音平台“@好友”功

能的青年用户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者本人也是抖音平台“@好友”功能的“重度”使用用户，秉持

“就近原则”，最终在身边选择了 8 位频繁使用该功能的青年用户，年龄在 18~25 岁之间，以线上访谈(微
信电话或微信对话)的方式进行访谈。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下(表 1)： 

 
Table 1. Respondent information table 
表 1. 受访者信息表 

访谈对象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S1 女 22 岁 电商运营 

S2 女 20 岁 考研二战生 

S3 女 23 岁 待业 

S4 男 22 岁 海外研究生 

S5 女 25 岁 高中教师 

S6 男 18 岁 高中生 

S7 女 23 岁 在校研究生 

S8 女 21 岁 在校大学生 

4.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短视频社交行为原因分析 

4.1. 主体间性：正向反馈提供社交尊重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目的性行为，是对他人意图的推测和判断而进行的行为。通过观察抖音

平台“#快艾特你的姐妹”“#快艾特你想艾特的人”等相关话题下的短视频发现，短视频创作者通常引

导用户去通过“@好友”的行为来猜测好友的想法或者做法。因此，众多用户该行为的发起，大都出于

期待自己的好友看到同样的视频内容时会有怎样的心理活动、语言表达亦或是后续在日常生活中有所行

动的期待心理，是一种目的性行为。 
我会“@好友”是因为希望她看过后也觉得有意思，我会感到我对她是有帮助，我的“@”行为是

有意义的，期待对于视频中的事情，“@”对象的回复、反映和看法，也是期待获得认同。(S1) 
此外，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置于重要的地位，并且认为交往行为存在一种“主体间性”。短视频“@

好友”的行为亦是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主体间性”，推翻了以往传

播关系中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假设，是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新假设，即相互为主体

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双方可以通过交往理性达成共识[5]。通过访谈发现，频繁使用“@好友”功能

的用户除了对自己的“@”对象抱有心理期待外，大部分还基于在此前的“@好友”行为中，得到了好

友的正向反馈，感受到了好友与自己产生了同样的感情、想法，或者今后会进行同样的行为。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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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被“@好友”的对象也会处于主体地位进行社交，在一来一回的交流中，行为双方感受到了社

交过程中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这种相互尊重会促进他们下一次“@好友”行为的发出。这正符合哈贝

马斯认为的在“主体间性”的关系下，人的自主性得到尊重的条件[5]。在这样的交往活动中，“@好友”

行为的发出者与其好友互为交往行为的主体，在相互交流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并逐渐形成相互之间的默

认的规则意识，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用户的社交行为越来越趋于心灵自主，而

这种相互尊重、和谐的关系更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社交行为能够持续下去的保障。 
我一般“@好友”就是分享有意思的事情和有相同经历有关联的内容，比如搞笑视频和情感视频。

搞笑视频分享出去后朋友就会跟我一块开心一起笑，情感视频因为相同的经历，需求感情联系，分享即

快乐，抖音“@”分享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加强好朋友的联系，日常距离的拉进。(S3) 
我感觉“@好友”也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你看别人“@”了我，我会觉得，她看到这个东西的时

候，她会想到我，我会觉得这种感觉很棒，像我这种朋友宝，我就时时刻刻需要朋友爱着我。这就是体

现朋友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护的一种方式。(S2) 

4.2. 言语有效：“@好友”共享社交真诚 

语言理解在社交行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也将建立平等合理的言语交往模式置于重要

的地位，并将其称为“理想的言语情境”[6]。其中“言语有效性原则”是其认为的社交双方在社交行动

中必须遵守的普遍规范。具体而言，“言语有效性四原则”是指在一个主体与其他主体通过语言进行思

想交往，并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过程中，参与交往的主体必须满足若干假定可实现的普遍有效性要求[7]。
这四项原则分别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将视角切到短视频平台，其基于文字、表情、视

频等多样言语符号，使短视频用户的社交行为可以为双方构建“理想的言语情境”。短视频用户在使用

“@好友”功能时，无疑也是基于言语有效性四原则判断的基础上的。首先，短视频的视听符号可以在

最大程度上调动观看者的感官，用户在“@好友”之后，所呈现的短视频内容可以直观体现行为发出者

当时的心理活动，便于被发起者的理解，满足了理解性原则。其次，这种行为的发起往往是用户基于短

视频中所叙述的故事，所表达的语言，亦或是所包含的音乐等等短视频所包含的要素，这些要素是行为

双方共同的回忆或者双方共同经历过的事情，行为的发出是建立在真实的事情之上，满足了真实性原则。 
我通常会在刷到内容与好友相关的视频时，比如说秋天来了要加衣服，希望对方开心快乐呀这类关

心对方的视频，或者是视频的内容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那个短视频的创作者也发生了同样的

事情，想要和朋友回忆往事的时候，想去“@”对方。(S8) 
我一般“@”我的好友都是觉得这个视频很有意思，或者这个视频里所包含的事情是我们之前一起

经历的，可以唤起我们共同记忆的。(S7) 
再次，短视频的“@好友”功能使短视频成为一种交流媒介，连接“@好友”行为双方之间的感情，

而且短视频的音画渲染可以全面调动用户的情感，基于此媒介发起的社交行为，往往更能激起行为双方

的情绪，引起内心的共鸣，使双方共同触摸内心的情感，达到了真诚的原则。最后，短视频“@好友”

功能不仅仅可以将短视频分享出去，在分享短视频的同时，行为发出者还可以配以相关文字、表情符号

表达自己的感想。文字、表情符号与短视频的相结合，使行为发出者得以正确传达自己想要传达的意义，

达到了正确性的原则。在短视频“@好友”功能满足四项原则加持之下，进行“@好友”社交行为的双

方能够搭建起属于他们之间的言语有效性，使社交行为持续下去。 
“@好友”之后，等她下一次再回复我的时候，我会打开，我会看到，关于这个东西原来大家还是

有共鸣的，或者是他跟我有一样不同的想法啥的，反正是挺有意思的。(S2) 
我认为社交类的短视频平台，“@好友”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在短视频中找到共情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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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表达的需求，苍白的表达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好友”功能可以很好的把视频内容和个人感受融

合，并且让熟悉的人知道。(S1) 

4.3. 交往理性：平台搭建社交边界 

对早在 1997 年，我国就有学者总结了哈贝马斯所论述的技术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工具合理性”贯

穿于劳动，其过度发达导致主体间合理之交往行动被吞没，使得交往行动趋向“不合理化”[8]。以微信

为代表的由熟人圈子聚集起来的社交媒体，最初起着简单的通讯作用，并沟通着人们之间的情感，逐渐

成为人们进行社交行为最主要的平台。但是，近年来随着微信功能的进一步开发，众多功能令人眼花缭

乱，注意力被频繁分散，且受制于工作、学习、生活需要，人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微信好友列表中添加一

些不太熟悉的人。微信已经深入“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中，人们无时无刻都要处理来自微信的消息。例

如，现如今有许多人在网上纷纷吐槽，作为“打工人”时常需要在休息时间还要处理工作消息。微信逐

渐开始强调社交的效率，每个社交行为都会被行动者赋予一定的目的或意义，趋向于追逐一种“工具理

性”，让人更多感到一种社交倦怠。 
对打工人来说，微信真的要 24 小时随时为工作待命，下班时间我只想关闭微信，逃离工作，娱乐一

下，或者和好朋友聊天。(S5)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

需要的五层需求[9]。其中，归属和爱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需求，其主要是通过与他人建立关系得以满足。

因此，在面对微信会给人带来倦怠心理的情况下，人们亟需寻找新的社交平台满足自身内心的社交需求，

寻找新的“发泄口”。另一方面，相对于微信社交平台来说，短视频平台为人们提供了合理范围内的社

交条件，构筑了可以进行合理性社交的平台，搭建了令人舒适的社交边界。首先，短视频平台本质上是

基于“弱关系”的社交平台，人们在抖音平台上所接触到的人大部分是陌生人，相互之间并不会有社交

逾距。其次，短视频平台有较为成熟的大数据模型，每一位用户在长久使用下，平台会根据算法推荐技

术，为其推荐符合“口味”的短视频。因此，用户会对平台所推荐的视频产生欢愉的心理。最后，基于

用户自身的选择，平台上大部分相互关注的对象为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家人或好友，会让自己在平台上的

社交娱乐活动更加纯粹。基于此，大部分用户“@好友”的行为基本上是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针对

熟人发出的。 
现实生活中社交得到的反映是很迅速的，当下就可以得到反馈，言语动作神态。在沉浸在网络世界

的时候人也会有社交需求，但是每个人可能由于工作生活，无法和亲朋好友见面或直接沟通，也会苦于

没有话题可聊，对于不能实时沟通的人，非常需要这种“@好友”的行为来获取联系寻找共同话题。(S1) 
我抖音一般都关注我身边亲近的人，就我之前的“@好友”情况来说，我也只会“@”我周围玩儿

的非常好的人，我会看到一些比较搞笑的温馨的东西，都会“@”他们，或者是我们之间有共同点的那

种东西，会相互“@”。(S2) 
抖音的宣传语是“记录美好生活”，而我“@”则是分享美好生活。由于我们都身处大数据时代，

大家的推荐一般都是投其所好，我的推荐里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音乐，美食，风景，机车，偶尔会有

科普类和正能量还有实时新闻。一般遇到我和好友都喜欢的类型，我就会“@”他们。(S6) 

5. 当今社交媒体中用户社交需求反思 

5.1. 信息爆炸下的被关注需求：“事事有回应” 

在信息爆炸时代，我们不仅接受到的知识信息是爆炸的，甚至接受到的社交信息亦是爆炸性的。当

爆炸的社交信息“袭击”生活时，社交媒体用户面临众多的社交信息，时而会忘记回复，甚至为了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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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故意直接采取不理睬、不回复的态度，营造了一种当代社会中特殊的“社交壁垒”。用户出于渴

盼正向回馈的心理来进行短视频“@好友”功能的使用亦向我们展示，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愈是

期盼他人的关注，期盼可以与他人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社交关系，期盼自己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事事

有回应”，甚至形成了一种当代人认为的在社交关系中值得珍惜的“情绪价值”。因此为用户提供便捷

的，能够相互交流的功能，激起用户的分享欲，在用户与好友的社交关系中建设共同情绪价值，是当今

社交媒体功能进展的真谛。 

5.2. 快节奏下的符号泛滥：“真诚才是必杀技” 

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类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意义不是来自于事物本身，而

是来自与他人的互动[10]。这种符号既包括语言符号，又包括非语言符号。在社交媒体盛行的当下，非语

言符号更加泛滥，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要接受数不清的表情包、视频等非语言符号，逐渐处于一种符号

泛滥的处境。而短视频的“@好友”功能，将用户的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视频符号中，使行为双方在这

种特定的短视频符号的互动中交流情感，从视频符号中蕴含着的社交双方共同的回忆等元素，放大内存

于双方情感中的真诚感。从近年来抖音短视频平台对“@功能”的一次又一次更新，我们亦可窥探出其

背后隐藏的用户对社交中真诚感的需求。起初，抖音平台“@好友”功能仅仅只能让好友点击相关视频

观看，随后，抖音平台根据用户对“@好友”功能的“视频在聊天框如果能上下滑动”的需求对此功能

进行了变革。新功能不仅可以使用户在此功能下一次性上下滑动查看好友“@”自己的全部视频，而且

在视频下方增加了“朕已阅”“针不戳”等可以直接反馈的表情标志，让被“@”的好友可以便捷回复

每一条视频。而这种功能的变化，也透露出用户对该功能背后符号代表的真诚友谊的渴望。 

5.3. 即时交流下的空间挤压：呼唤“社交边界” 

在当今时代，社交媒体的发展缩短了人们之间社交心理的空间距离，但是随着社交消息随时随地充

斥在生活中，大家越来越渴望拥有一种社交边界。社交边界指的是人们所能感知察觉到的社会人际交往

界限，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身体边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界限[8]。本质上来说，社交媒体中的

用户渴望在线上与其他人进行社交，但又不能时时刻刻处于社交的状态，长久的社交状态会加强用户的

社交倦怠。而短视频所提供的“@好友”功能给予了人们社交机会，用户可以通过此功能与自己的好友

达到分享、沟通、联系情感的目的。同时又提供了一种社交边界。在此行为发出之后，并不要求对方可

以及时回复，而是在看到的时候再回复相关感受，从而形成一种合理的社交“延迟回复”。这种“延迟

回复”为社交双方留有足够的空间，还可以获得被回复的满足感。因此，面对当代即时的社交，如何提

供给人们社交机会的同时又能够构建一种适宜的社交边界，是社交媒体需要“进化”的方向。 

6. 结语 

正如保罗·莱文森提到的“补偿性媒介”理念一般[11]，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弥补了以往线下社交的

不足，丰富了人们的社交方式。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交平台的泛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交现

象。无论如何，社交行为的发生与持续还应扎根于人们内心的情感，注重主体间的心灵沟通。正如本文

聚焦的“@好友”功能背后的社交行为一般，该功能亦是唤醒了大家被线上复杂的社交功能所遮蔽的内

存于社交双方的情感，所以才会引起用户的关注。因此，未来社交媒体的发展方向，还是应该扎根于用

户的情感需求，从满足用户各项情感需求开发出更为丰富的社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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