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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已成为高职学生获取信息、娱乐和社交的重

要渠道。然而，高职学生在享受短视频带来的乐趣与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自控力下降、沉溺其中及价

值观受冲击等问题。因此，本文旨在探讨高职院校学生在互联网+背景下抖音短视频的使用倾向，并提出

相应的引导策略，以促进学生健康、合理地使用抖音短视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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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hort video platforms such 
as Tiktok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o obtai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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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ment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while enjoying the fun and convenience brought 
by short videos,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re also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declining self-con-
trol, addiction and the impact of valu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endency of voca-
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o use the Tiktok short video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guid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students’ healthy and reasonable use of the Tiktok 
short video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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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凭借其便捷性、即时性和互动性，迅速占

领了年轻人的市场。高职学生作为互联网用户的重要群体，其使用短视频的习惯和倾向，不仅反映了当

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对教育管理和网络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高职学生

抖音短视频使用倾向，并制定相应的引导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伴随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学

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信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特别是短视频的兴起，迎合了现代年轻人

的生活品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1]。加强短视频在大学生价值观塑造过程中的合理运

用，探索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并应用短视频，将短视频作为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弘扬正能量的新载体，成为提升网络育人能力的新课题。 

2. 高职院校学生抖音短视频使用现状 

本文以 2024 年 8 月 13 日在抖音平台以“高职学生”为搜索关键词，对抖音自带分类“用户”下的

内容进行归纳整理，按照顺序选择前 100 个用户账号进行分析，形成对高职学生抖音短视频使用现状的

初步认识[2]。 

2.1. 高职院校学生抖音使用概括 

通过分析高职院校学生在抖音平台上的内容偏好、观看习惯、互动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高

职院校学生在抖音平台上主要偏好搞笑娱乐、明星综艺及影视作品等内容，且存在娱乐化倾向明显、视

频创作热情不足、注重内容质量等特点。高职院校学生在抖音平台上的内容偏好主要集中在“搞笑娱

乐”“明星综艺”和“影视作品”等方面，占比分别为 67.2%、45.7%和 42.2%。相比之下，“时事政

治”“常识科普”和“学习教育”类内容的偏好度较低，分别为 37.9%、33.6%和 12.8%。这表明高职院

校学生在抖音平台上的使用具有较强的娱乐化倾向；高职院校学生倾向于利用碎片化时间观看抖音短视

频，且观看时长较短。他们通常会在睡前、课间休息、通勤等时间段浏览抖音，每次观看时间多为几分

钟至十几分钟；在互动模式上，高职院校学生主要通过点赞、评论和分享等方式与视频内容进行互动。

部分学生会参与平台上的挑战、话题等活动，但整体创作热情不高。抖音评论区自带笑点、脑洞和看点，

成为学生观看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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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职院校学生抖音短视频发布内容 

本文通过对 100 名用户近期发布的前 20 个作品，共 2000 个作品进行归类，整理出高职院校学生在

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涵盖了校园生活、专业展示、才艺表演、正能量传播等多个方面。 
校园生活记录，主要包含日常学习，拍摄在图书馆、教室、实训室的学习场景，展示勤奋学习的态

度；展示校园美景、建筑特色、文化景观，增加观众对学校的了解和兴趣。记录各类社团活动，如文艺演

出、体育比赛、志愿服务等，展现学生的多才多艺和团队合作精神。 
专业技能展示，拍摄实训室的实训过程，展示专业技能和动手能力。以短视频形式介绍所学专业，

包括课程设置、就业前景、行业现状等，增加观众对专业的认知。展示学生完成的项目作品，如设计图、

模型、编程作品等，体现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才艺表演，在操场上或校园内举办小型的歌舞会，展示学生的才艺和活力。分享学生的乐器演奏视

频，如吉他、钢琴、古筝等，展现音乐才华。创作并表演短剧，结合校园生活、社会热点等元素，展现创

意和表演能力。 
正能量传播，结合国家重大事件、纪念日等，制作相关主题的短视频，传播正能量。分享个人成长

经历、奋斗故事，激励观众勇往直前、不懈奋斗。记录参与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的过程，展现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3. 高职院校学生抖音短视频使用引导策略研究 

3.1. 抖音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抖音短视频为高职学生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在使用过程中自控力下降，

部分学生容易沉溺于短视频，无法合理控制使用时间，影响学业和休息[3]；价值观受到冲击，短视频中

可能存在不良信息，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学生注意力分散，频繁地刷视频导致学生难以集中

注意力，影响学习效果。所以要对大学生对于抖音短视频的使用进行合理地引导，确保学生能够甄别抖

音短视频的利弊，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4]。 

3.2. 引导高职院校学生利用抖音短视频发展自身优势 

短视频的传播特点首先在于其社交平台的互动化，受众与视频创作者可以进行讨论互动，不同受众

之间也可以进行互动，便于视频创作者及时接收受众反馈。其次在于其内容表达的日常生活化，可以拉

近用户的情感认同，提升用户对内容的接受度[5]。短视频的传播过程中，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地标风景或

建筑，搭配与其相契合的音乐，使这些地点带有强烈的符号化，在无形中拉近用户的认可与体验，在增

加了文化凝聚力的同时，使当地的文化精神得到传播，其文旅资源得到进一步推广。 
高职院校学生应把握短视频平台的广阔舞台，积极利用这一媒介发展自身优势。通过创意策划与精

心制作，将专业知识、实践技能、才艺特长以及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融入短视频中，不仅能够展示个人风

采与成果，还能吸引更多同龄人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认可[6]。利用短视频，学生们可以拓宽视野、增强

自信，为未来的职业发展与人生规划奠定坚实基础，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双重提升。 

3.3. 高职院校学生抖音短视频使用引导策略研究 

1. 加强心理素质教育[7]：提升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帮助他们合理表达心理诉求，是预防沉迷短视

频的有效措施。学校可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引导学生运用多样化的方式方法来适应社会，形成健

康健全的人格，提高自身的承压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 
2. 优化校园文化环境：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如校园文化节、才艺展示、社团活动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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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学生对虚拟世界的注意力，丰富其现实生活体验。同时，学校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打造具有特色的校园品牌，增强师生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8]。 
3. 建立科学的引导机制：学校和家庭应共同监督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提高高职学生的自律水平。一

方面，学校可以制定相关规定，限制学生在特定时间、地点使用短视频；另一方面，家长也应关注孩子

的使用情况，合理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此外，抖音平台运营商也应加强内容审核，提供更多

具有良好引导和教育意义的作品，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9]。 
4. 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高职院校应积极深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和创业平台。例如，可以通过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多方联动，组织学生参与“短视频 + 直播”创业

项目，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实践经验。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热情，还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学生对短视频的过度依赖。 
5. 提升内容质量与互动性：为了增强高职学生对抖音平台的黏性和喜好，平台运营商应不断提升内

容质量和互动性。通过优化推荐算法、增加高质量的视频内容、强化社交互动功能等措施，提高用户体

验和满意度。同时，高职院校可以利用抖音平台创作与校园文化相关的短视频内容，展现校园风光、特

色专业、社团活动等独特魅力，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6. 强化网络素养教育：高职院校应加强对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使用短视频平

台。通过开设网络素养课程、举办专题讲座等形式，普及网络知识、提高网络技能、培养网络道德观念，

使学生具备辨别网络信息真伪、抵制不良信息的能力。 
7.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学校应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生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转移

学生对虚拟世界的注意力。通过举办文艺晚会、体育比赛、社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现实生

活，增强集体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减少对短视频的依赖。 
8. 建立家校共育机制：家庭和社会应共同参与高职学生短视频使用的引导工作。家长应关注孩子的

网络行为，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引导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正确使用网络。同时，社会应加强对短视频

平台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平台运营行为，为高职学生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10]。 
9. 拓展短视频教育功能：短视频平台本身也可以成为教育的重要载体。高职院校可以与短视频平台

合作，开发具有教育意义的短视频内容，如学科知识讲解、技能操作演示、心理健康教育等。通过平台

推荐、话题设置等方式，引导学生关注有益内容，发挥短视频的育人功能。 

4. 结语 

在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抖音短视频的使用倾向与引导策略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

题。通过加强心理素质教育、优化校园文化环境、建立科学的引导机制、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以及

提升内容质量与互动性等措施，可以有效引导高职学生健康、合理地使用抖音短视频平台，促进其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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