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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短视频对年轻人在现实中人际关系的影响

高煜凡

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上海 200000

摘要：在新媒体与信息时代的世界里，年轻人不仅在现实里生活而且还受到短视频的熏陶，

渐渐迷失在自我沉醉的空虚中。人和人的交流变得没有实际发展意义而只是单方面的诠释，每个

人的心理性格也在潜移默化形成收敛的对话和自以为是。以“我”开展社交活动不是深入理解获

得稳固的关系。受到认知落差和信息获取的影响，每个人不再具有普遍性从而会使个性占据主导，

年轻人开始对内认知不再向外渴望，生活状态会有低迷的倾向。人们逐渐与现实社会脱节，自身

情绪主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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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年轻人沉迷于抖

音。每天花费 10 多个小时在观看短视频。 
“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8.18 亿，占网民整体的

87.0%”。短视频的泛娱乐化让年轻人失去独

立思考能力，消融主流意识形态导致人变成彼

此孤立的个体从而“无法形成全景式的视野开

阔和完整的知识更新，不利于个人的全面发

展”。因为受到短视频的影响，年轻人的社交

模式从此发生改变，主观臆断让交流变得肤浅

无效而不是虚心聆听。甚至还会让人有厌倦心

理。每个人活着自己的虚拟世界里导致人际关

系不再引起重视并且忽略沟通的重要性。现代

人的生活节奏和线下朋友相处模式因为受新媒

体的影响变得不再具有流通性和开放性。年轻

人不再拥有唯一的标准而是以当下的状态去评

判和选择。人际关系变得随机而且不稳定。“社

交媒体仅是人际交往的场景存在，而非一个新

型社交关系建设”。每个人都陷入了自我矛盾

与自我怀疑的状态中因为获取到多元化且没有

基于现实的信息。

当今社会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社交因为受

性格，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抖音手机软件的

过度使用，会使大学生沉迷网络，与现实脱节，

与亲朋好友缺乏互动与联系”。一旦有了空余

时间，就开始刷手机、聊天、看视频，时间就

因此而被浪费。抖音短视频从某种程度上让人

产生错觉了解到更多的生活和看到更远的世

界，但是实际上没有实际性的用途，反而让人

变成被动的接受者，慢慢的被“催眠”导致自

我为中心而且不认可别人的看法，抖音短视频

影响正常的交际关系会使人变得越来越封闭死

板和尖酸刻薄。

由于短视频的播放量和粉丝群体，年轻人

只和自己和他们所热爱或者相信的人有联系，

这会形成一种迷恋性。但是网上的资料难以得

到官方认证，人变成一个“商品”形成所谓的

人设。在有限的时间里可以进行替换，每个人

都刻意打造一个理想化的身份和讲话模式，在

现实中根本没有办法能做到，这样会让人分不

清现实和虚拟，人的意识是模糊而且没有逻辑。

每个人逐渐变得透明化，即使人们都可以“被

看见”但是根据福柯“全景敞视监狱”的权力

模型这样会让每个人既害怕被看见又担心被无

视。“将少数人置于多数人眼前，转变少数人

对多数人进行权利的“可见性”管理”。隐私

是现在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平台的设计让

表现方式变得更加容易和简单，这样会让人难

以找到真实的自己，由于受到“比较”心理的

影响，年轻人不再热衷于现实更加痴迷在“自

我认知”的相互比较幻觉里。

因为“人无完人，天外有天”年轻人失去

了价值感和存在的意义，每个人变得又自负又

自卑，陷入了一种畸形的关系形态，“很多在

社交媒介中聊得热热朝天的人，在现实中却可

能羞于表达”。双重人格的人很容易会自我否

定。一旦现实和媒体上的信息出现不一致的时

候，这会让人变得害怕、顾虑、怀疑。在某些

极端情况下会有抑郁症的产生。抖音短视频在

一方面能让人发现更多有意思的事情但同时会

对人的判断造成不良影响，年轻人应该要更加

理性和清醒从而不受到抖音对人的负面伤害。

抖音视频上的互动方式有点赞、收藏、评

论，这些看似具有互动意义的功能实际上停留

于表面的情绪表达，尤其是主播直播打赏行为，

在滤镜和美颜的影响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实的

样子，反而是一种为了实现自己欲望状态下得

到内心低级本能的满足，尤其是女主播和榜一

大哥的例子，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

这些没有见面的网友却能说出这些暧昧的语

言，实际情况是为了能获得粉丝，礼物，并不

是真心实意，但是由于在现实中缺乏被人认可

或者重视，才会在直播间找到存在感。在现实

中的他们根本不认识对方并且较大的落差会让

他们在现实里做出一些危险的行为。“交往主

体的复杂性、交往形式的间接性等问题，导致

人际信任度并不高”。很多线下奔赴见女网友

的男孩就会受到伤害并且毫不知情，非常脆弱

的人际关系难以让人得到真正的寄托真心于托

付到那个特别的人，每个人的警惕性非常的高。

年轻人都活在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形态的社会状

态里，流程化和程序化让人丢失了理性判断能

力从而更加痴迷于社交媒体无意识地给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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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感情的软化的理解。“绝大多数调查者认为

没有社交媒体时，他们会不习惯、生活不便甚

至无法忍受”。抖音短视频已经变成了人们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很大程度掌控了

年轻人的生活，年轻人很难活出自己。人和人

的关系变得既陌生又熟悉，每个人很难在社会

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社会中应该以何种方式

的存在会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也会扩散到个人。

年轻人到底要保持怎样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观

念是抖音带给我们的思考，抖音平台要如何确

保积极向上的观念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年轻人不再奢求去与朋友交际寻找感情依

靠而是通过短视频来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情

感的改变导致年轻人心理状态发生不可逆转的

影响。抖音自媒体日益演化为“电子器官”。

由于抖音能让年轻人获得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

满足感和优越感，人们需要靠“幻想”获得虚

荣心。这会导致“虚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易引

发大学生角色混乱，误将在虚拟空间的影响力

和社会关系与现实生活混淆”。在信息时代的

影响下，每个人会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动态，

为了潮流的追逐，不良的模仿有些时候会引起

更多的舆论让人失去了自我而是盲目地跟从而

忘记了自己的目标。因为抖音允许每个人都发

布自己的一些想法，无法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和

安全性，所以年轻人很容易上当受骗，财产会

因此而受到损失。抖音要确保“网络平台更加

规范化，提升平台自身的安全度和行业自律”。

因为媒体已经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所

以要保持清醒的意识和塑造正确的价值和人生

观，平台的设计理念以及政策的影响需要极大

地制止危险行为的发生和预防。各种相关的奖

罚政策也要确保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年轻人对媒体的依赖已经让很多人不愿意

说话，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多时候对自己的疑

惑而不解而不是询问他人的意见和看法，因为

短视频呈现出的视频都过于美观不符合现实。

“社交媒介中过度美化形象则使得自我形象‘景

观化’，反而出现人际关系的异化”。为了有

完美形象，每个人渐渐地不再为自己的内心渴

望而是满足他人对“美”“流量”的期待，有

些博眼球的行为和低俗的作风会影响社会积极

向上的状态，“过度的形象塑造会形成一种高

于现实的自我认同感。部分学生塑造自身网络

形象的时候过分夸大信息，想以此引起更多人

的关注”。这种不健康的生活会导致年轻人无

法活在现实当中从而获得真实有意义的人际关

系，年轻人很容易陷入无助的精神状态之中。

“若过度强调线上人际关系，则容易造成现实

情感的缺失和对虚拟空间的过分依赖”。人的

思想被毫无价值的信息影响，使年轻人丧失判

断是非的能力。尤其是流量为王的现代社会里，

人不再是人，而是一种为流量支配的“机器人”。

是否抖音真的掌控了年轻人的生活，很大

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由于在现

实里难以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以及不断的挫

败感打击年轻人的自信心，在人性的影响下，

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容易选择放弃和远

离，这就让过媒体中的某些用户利用，利用新

兴的 PUA 技术让女生上当，更加隐蔽的犯罪

会通过设计媒体而发生但是难以寻找。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面对面情境”已经愈发奢侈，

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社会化过程，但在

社交媒体上，我们对自己的形象有更多的掌控

力。面具效应因此而得到应用，心对心的沟通

不再有任何的说服力而是表象的“动物欲望”

会让人更加吸引。

“58.7% 的大学生观看抖音的主要原因是

习惯性打开抖音，消磨时间”。但是随着习惯

的养成，新的生活模式得到不断强化，从无形

的行为渐渐发展成习以为常从而让现实不再收

让年轻人喜爱。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短视频中所

宣扬的内容而忘记自己当下的处境。当然由于

短视频的存在可以让孤独的个体得丰富自己的

生活，收获更多的资源，短视频也可以发现更

多的机会有助于个人对自己人生方向有更好的

认识从而不局限于当下的困难和挑战。

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会让年轻人脱离

社会主流意识并且导致年轻人活在一种海市蜃

楼的状态里，这样会导致年轻人的心理疾病发

生以及社交能力下降。尤其会对年轻人的生活

习性发生重大改变影响实体经济的运作，“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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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增量关系策略正是基于人对“弱关系”的

心理需求，为用户提供一个拓展具有“新鲜

感”的陌生人社交环境”。这种平台黏度让人

脱离现实，沉浸在一种“迷幻美好”的黑洞里，

渐渐地变成一个丧失自理能力，随波逐流的边

缘型人格。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得到发展但是很

多时候不太符合主流的三观。不利于整体的社

会流动性以及个人的正确引导从而使得平台掌

控生活这种颠三倒四的行为。大多数年轻人和

抖音的关系都有迹可循，从而形成了一种群体

性孤独的现象，“人们较少在现实中表达自

己的想法 , 社交软件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

地位”。

而且由于年轻人的思想尚未成熟，“整日

研究拍摄手法、明星同款穿搭，虚度了美好的

大学生活”。这样会让年轻人丧失了和同学之

间的关系的建立，年轻人不再关注社会里发生

的事情并且很难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短视频

让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孤僻。年轻人会形成扭曲

的价值观，“奢侈消费、过度消费和盲目攀比

的消极影响，认为依靠走捷径就可以发财致

富”。短视频中的算法也会让年轻人信息闭塞，

固化了自身意识从而不去学习其他人身上的长

处和看到他们身上的价值，“打卡”现象让年

轻人心思不再学习而是为了获得他人认同，这

样的行为会导致越来越多“僵尸”现象的发生

并且受到资本的影响导致年轻人形成超出自己

经济能力本身的奢侈，浪费的奢靡行为。

短视频的评论炒作会导致年轻人盲目跟

风，这样会导致人潮拥堵，人和人的交流都是

处在自我评价形势，不再考虑真相和真心，为

了最快的达到目的，伪造和伪装变成当下年轻

人一种新的娱乐模式。

内心的麻木会让年轻人丧失自身价值感从

而会具有一定的连锁反应。社会的凝聚力会因

抖音散布杂乱消息而受到整体影响。

短视频的商业化导致年轻人被抖音控制了

人生，尤其在网红盛行的时代里，年轻人可以

自由地选择自己想成为的人并且可以和网友分

享自己独特性这样可以让拥有相同爱好的年轻

人培养积极的价值观并且发现属于自己的社交

圈。“新青年的拼搏精神与爱国情怀，增强了

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决心与动

力”。怀抱相同理想的年轻人会聚集在一起，

这样能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也会更加地提高自己

的价值。年轻人可以通过抖音认识到更多的人

并且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社交媒体在一定程

度上也开拓了年轻人的世界观，也会发现更多

自己的潜能，抖音平台应该加强“主流内容传

播应借助抖音这一平台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契

机，贯穿一系列正能量的活动和视频，融入很

多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强的视频”。笔者相信

在各方配合下，抖音能为公众更好的服务，并

且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奔向更美好的未

来。我相信大多数年轻人还是积极向上的，把

短视频当作一种消遣和娱乐，是理性的，不

会因为抖音而忘记自己的目标和为之奋斗的

理念。

抖音短视频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生活变得

更加丰富的同时对年轻人潜移默化的改变也需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平台、学校和家长多方

面正确引导，积极监管”。我们的情绪会受到

这些短视频的影响，所以树立良好的三观是对

自己负责的一种表现也是维护社会作出应有的

贡献。虽然在网络时代和当代年轻人对精神追

求的奢望，“技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它永远不

可能超越人的情感、智力和温度”。我们应该

要更加谨慎地面对社交网络对我们的伤害来确

保我们还具有人性和感恩之心而不是在麻木地

变成随时可以被替代的工具人。尤其在当代生

活相对富足的情况下，在使用与满足的理论作

用下，满足了年轻人对生活以及人生的各种需

求。“来考察大众传播带给受众的心理和行为

上的效用”。笔者认为发展固然是正确的，但

是要坚持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确保拥有正确

的思路而不是通过旁门小道的方式满足某些人

的私欲。所以，不仅我们个人要对信息具有一

定的过滤，“政府层面上，应出台相关的法律

法规，让短视频平台在法律的框架中运行，加

大督查力度，严厉打击短视频平台中出现的违

法违规内容”。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同时要

确保人的业余生活多姿多彩是我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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