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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短视频已深度嵌入现代生活，利用文本、图像等多模态表达方式迅速占领

市场。同时，许多网络短视频夸张、虚构、丑化倾向也日益显著，已经严重污染网络生态环境，给民众

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文章旨在通过选取相关视频并结合国内外研究论述，对其进行多模态生态批评话

语分析，从而促进网络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文章通过短视频观众留言分析与问卷、访谈调查，得出消

极网络短视频在内容质量和社会影响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未来可以通过提高视频制作门槛，完善内容审

核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来改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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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hort videos have been deeply embedded in 
modern life, utilizing text, images and other multi-modal expressions to rapidly capture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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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 the tendency of many online short videos to exaggerate, fictionalize, and scandal-
ize is also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which has seriously polluted the network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brought many negative impacts to the public.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
lyze the multi-modal eco-criticism discourse of the relevant videos by selecting them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discuss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the online video indust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hort video viewers' messages, question-
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the content quality 
and social impact of negative online short videos, which can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by raising 
the threshold of video production, perfecting the content auditing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ng a 
multivaria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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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抖音、快手、微视等网络短视频平台，凭借制作与传播门槛低、趣味性

强等优势，迎来了井喷式发展。观看短视频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在碎片化时间进行娱乐的主要方式。

然而，在短视频平台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违背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内容悄然滋生。许多网络短

视频通过多模态或多模态组合表意，向受众传递虚假、夸张的信息，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这些

不良内容即消极短视频，给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对他们心理健康造成的

损害难以估量。而国内外学者的网络短视频研究方向，多集中于民商法，高等教育等学科，侧重研究

著作侵权，高校思政教育等问题。现有研究关于网络短视频多模态与生态环境并不多见。本文即从此

角度，搜寻相关网络短视频，对其进行消极网络短视频多模态生态分析，以期分析与对策能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 

2. 消极短视频对受众生态观影响调查与分析 

2.1. 问卷调查与分析 

随着短视频的普及，用户接触到的内容种类繁多，其中消极和负面信息的传播引发了广泛关注。为

深入了解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使用行为及其对消极内容的感知与反应，特设计本次问卷调查。通过本

次调查，我们收集了用户的真实反馈，从而为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管理和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参与者主要使用抖音作为短视频软件，并且使用频率较高，每天观看 1~3 小

时或超过 3 小时的受众占据多数。与此同时，如图 1，有大部分参与者表示“总是”观看到消极、负面内

容，且消极短视频对情绪的影响显著，大半数的人感到情绪低落或沮丧，还有小部分感到焦虑或不安。 
参与者普遍认为消极短视频的主要问题在于内容失真或虚假和负面信息过多。在对待消极内容的态

度上，大部分人遇到消极短视频时选择立即停止观看，少部分人会举报给平台且认为应严格监管和过滤。 
对于短视频平台的改进建议，大部分参与者建议加强用户教育和引导，加强内容审核且希望提供更

多积极向上的内容。这表明，参与者对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管理和用户体验有着较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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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atistic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udience after watching negative short videos 
图 1. 受众观看消极短视频后表现统计 

2.2. 访谈调查与分析 

此次调查还邀请了经常观看网络短视频的大学生蔡某进行了访谈。 
蔡某几乎每天都会观看网络短视频，且每次观看时长可达半小时至一个小时，但其中大部分为消极

网络短视频。对于消极短视频产生的社会影响，蔡某认为它们传递失真信息，会加剧社会焦虑等。蔡某

也提出了建议，她认为平台应加强内容审核和监管，避免过于消极或有害的视频传播。同时，个人应致

力于增强对媒体信息的理解力和分析判断力，学会筛选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 

2.3. 整合与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受众对消极网络短视频的内容质量和传播效果普遍持负面态度，但仍然对平台管理

消极内容和用户体验方面抱有较高期待，并明确提出了改进建议，主要包括加强用户教育、优化内容审

核机制以及提供更多积极向上的内容。同时，消极短视频的长期观看可能对个人心理和社会认知产生深

层次影响，平台和个人在应对这一问题时承担着双重责任。 
总体而言，调查结果揭示了消极网络短视频在内容质量和社会影响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平台改

进和个人能力提升的双重路径。未来，平台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和制度建设加强内容管理，而个人则需通

过教育和自我提升增强信息辨别能力，共同构建更加健康、积极的网络短视频生态。 

3. 多模态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3.1. 多模态话语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中，多模态是指文本以外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是任何由一种以上的

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1]。多模态话语是指运用多种感官，借助多种符号系统实现交际传递的一种话

语现象。一直以来，多模态表意屡见不鲜，在短视频迅猛发展的当下更是如此。基于多模态理论与现实

网络平台案例，可以发现短视频平台的多模态表意主要涵盖语言表意、图像表意、音乐表意、人物表情

表意、身体语言表意、语音语调表意以及模态间的组合表意。 

3.2. 生态批评理论 

广义生态学指的是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群体与周围环境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科学，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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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生态批评联结了当代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与社会意义[3]。
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则主要研究自然中各种物种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为

自然界物种的人与其他物种(包括动物、植物)之间的关系[4]。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短视频的创作与传播

同样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并受其限制，容易存在多种弊病。短视频平台为保持竞争优势，通常深度链接用

户网络生态，通过精准构建用户画像和行为分析实现分类管理，逐步构建以用户为核心的互动空间。用

户的喜好很大程度决定了网络短视频业态的发展，而为占据有力生态位，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平台往

往借助多模态手段渲染视频，构建虚拟世界让受众失去自我，深陷消极视频。长此以往，短视频作为重

要传输媒介却难以向大众传输更优质和多样的文化，行业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健康生态与活力机制。 

4. 网络消极短视频多方主体生态观分析 

4.1. 消极短视频多方主体生态观 

短视频构建者即内容创作者，其目的是创作有吸引力的短视频来吸引观众，分享观点、才艺或生活

片段，借此与观众建立联系，提升自身影响力和知名度。还有的创作者会把短视频作为商业变现手段，

通过广告合作、直播带货等盈利，会根据观众需求和反馈调整创作方向，追求平台曝光和商业价值提升。 
短视频平台作为潜在构建者，其目的是吸引和留住用户，通过提供多样化短视频满足用户需求和兴

趣，构建健康、稳定且有吸引力的内容生态，推动创作者创作和短视频平台繁荣。平台通过短视频推广

和销售拓展营销渠道和变现方式，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平台注重内容多样性、高产和高质量，用算法推

荐等提升用户体验，并不断深化与创作者合作，为其提供创作支持和流量扶持。 
用户是短视频的消费者和传播者，短视频也是用户获取新闻和知识的重要渠道，其丰富的内容和分

发机制能满足用户多样化信息需求。用户观看时注重与创作者互动和反馈，通过点赞、评论表达喜好，

追求良好的平台体验。 

4.2. 消极短视频多方主体生态观互动分析 

在当前网络环境中，消极短视频广泛传播，严重影响网络生态。其背后是受众、平台、监管等多方

主体生态观的失衡。 

4.2.1. 内容创作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发展与多重压力，让许多受众习惯在短视频中寻求多模态感官刺激和发泄心理压

力，即兴娱乐带来的快感逐渐促使受众的生态观意识淡薄。短视频构建者则根据受众的需求和兴趣创作

内容，在实际创作中偏向产生夸张失真内容来吸引受众。为留住受众与最大程度获取流量，平台往往疏

于监管，甚至通过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将内容精准推送给目标受众。 

4.2.2. 商业变现 
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平台实现商业变现获得收益，如广告合作、直播带货等，平台则通过广告、与创

作者的合作等方式实现商业变现。平台的核心目标是获取流量和经济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态

观被边缘化。为留住用户，平台在内容筛选和推荐上过度商业化，忽视了自身在内容生态建设中的责任。 

4.2.3. 监管与合规 
面对海量的短视频内容，监管部门缺乏完善的生态观和有效的监管机制。相关法律法规和审核标准

不够细化，难以适应短视频快速发展的变化，监管存在漏洞和滞后性。这使得部分创作者和平台无视规

则，传播不良内容，破坏了网络生态环境。相关平台需加强对网络环境以及内容的监管和审核，确保内

容的合规性和健康性。创作者和受众也需要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遵守平台规则和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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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多模态短视频涉及的多方主体在生态观上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短视频创作者通过产出优质内

容，吸引受众关注和平台支持；平台通过提供技术支撑与流量扶持，助力内容生态走向繁荣；受众则通

过消费和互动为创作者和平台带来价值。只有这三方实现良性互动，才能共同推动短视频行业持续稳健

发展。反之，任何一方角色的缺失，都可能致使消极短视频泛滥。 

5. 消极网络短视频多模态生态批评 

我们在短视频平台选取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荒野活动视频、违背道德伦理的网络短剧、三观不正的网

络直播这三类典型消极网络短视频作为分析对象，每组 5 个，对内容与受众留言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

上述调查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5.1. 留言分类与共性分析 

5.1.1. 视觉冲击与生态伦理失衡 
调查发现，短视频创作者为博取流量往往选用夸张的妆容、服饰、场景等视觉元素，营造戏剧冲突，

吸引眼球。例如，网络短剧常以婆媳矛盾、婚外情等为主题，通过夸张的表演和场景设置，放大矛盾，刺

激受众情绪。部分网络主播利用奇装异服、夸张妆容、低俗表演等视觉元素，甚至以打色情擦边球、展

示危险行为等方式博取眼球。这种视觉呈现方式通过多模态符号的运用，传播了错误生态价值观，误导

公众对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的认知，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5.1.2. 听觉刺激与消费主义 
当下流行的短剧通过夸张的音效、背景音乐渲染情绪，例如使用紧张刺激的音乐烘托矛盾冲突，舒

缓悲伤的音乐表达负面情绪，引导受众情绪走向，往往让人深陷其中，难以回归现实世界进而刺激短剧

消费。平台主播通过大声喊叫、使用低俗语言、播放劲爆音乐等方式刺激受众听觉，部分主播甚至通过

制造噪音、模仿动物叫声等方式吸引关注。这种听觉呈现方式不断诱导观众进行打赏、消费以获取利益，

将直播内容与商品销售捆绑，传播消费主义观念，加剧资源浪费，阻碍了可持续发展。 

5.1.3. 语言诱导与生态价值观扭曲 
短视频营销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新的动力也随之涌现，推动短视频平台上的商业营销手段不断

创新。一些内容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诱导用户进行消费，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内容：标注着“天降好事”

的图像和文字，以“好运”、“中奖”的旗号进行诱导，激情澎湃的音乐辅之以不断劝服购买的声音。这

些骗局诱导他们跳进陷阱，给老年人带来巨大财产损失和心理伤害。此外，还有视频常使用“挑战自我”、

“征服自然”等话语，话术诱导观众去砍伐树木，猎捕珍贵动物，将破坏行为美化为勇敢、冒险的象征，

误导受众价值观。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忽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传播

了错误的生态价值观。 

6. 应对消极网络短视频的对策 

6.1. 提高视频制作门槛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视频制作的门槛不断被降低，公众有了更多参与的可能性。人人都是创作

者，人人都是发言者，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用户利用多模态话语分享生活，输出不同观点。而在内容

多元化的当下，各大短视频平台充斥着大量低智、媚俗且缺乏深度的视频内容，已占据行业主流。基于

此，提高短视频行业门槛显得尤为必要。平台应着重培养优质创作者来引领行业，对于消极内容创作者

应予以限制与警告。针对同一主题短视频内容相似、用户难以辨别的情况，平台可对头部创作者流量推

送，分流重复内容，引导大众创作优质内容，打击博流量、空谈的行为，形成健康生态。同时，建立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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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吸引和培养优质创作者，通过奖励吸引高质量 IP 入驻，实现多模态高效传播，提升受众审美，

形成良好互动。 

6.2. 完善内容审核机制 

因网络短视频“年龄小”“成长快”的特点，平台如何治理，如何审核监管逐渐成为难题。内容审核

的时效性与跨平台监管的协同性成为迫切需要实现的目标，而元数据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应对数据治理难

题。元数据管理可以通过建立全生命周期信息图谱，包含采集、存储、处理及呈现环节，全面描述了数

据资产的属性信息及其关联性。它可以了解数据资产分布及产生过程，尤其在提供元数据分类和建模、

血缘关系和影响分析，方便数据的跟踪和回溯方面有着重要作用[5]。在短视频平台的应用场景中，可通

过构建元数据注册分类账，管理存储信息，追踪搜索访问记录。这种构架设计不仅能强化数字内容的集

约化管理效能，更为版权追溯、内容审核等关键业务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6.3. 创作关注群众需求 

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今天，丰富精神生活的创作是主要潮流。创作者需关注真实

生活，通过构建日常生活的本真情境，来打破技术与资本营造的消极幻境[6]。在制作短视频时要兼顾考

虑传播文化，引发受众思考的目标，能够利用多模态手段言之有物，在采用多模态表意策略时，需避免

不和谐的夸张的语言及音乐图像等，做到传递真实信息，凸显主流价值观，助力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传

播优质文化，形成良好生态环境。借助于真实且有正向价值的内容产出，可利于扭转当今网络短视频发

展困境，重塑大众视听观念，避免泛娱乐化与自我迷失的加剧，为观众提供符合需求的更为丰富的审美

层次与娱乐体验。 

6.4. 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 

网络短视频发展需多元协同治理。首先，创作者要重审内容生产机制，以服务民众、满足精神文化

需求为目标创作优质作品。其次，平台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在追求商业利益同时，承担社会责任，关

注国家大事和青年成长，完善青少年防沉迷机制，关注用户需求，畅通反馈渠道，支持外部监督，实现

行业自律和社会共治。最后，政府层面要加强监管，把控视频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树立行业警戒线，

并引入第三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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