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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I 应用下短视频对受众情绪体验的影响

（一）情感共鸣与情绪转移

短视频通过讲述真实、感人或具有启发性的故事，能够迅速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AI 技术的应用，如智能推荐算法，能够精

准匹配用户兴趣，使内容更加贴近受众情感需求。同时，短视频

中的视觉和音效元素也是影响情感的重要因素，AI 技术的不断纯

熟能够优化这些元素，增强情感共鸣效果。

（二）负面情绪的传播与放大

心理学中有“情绪感染”理论，即情绪可以在人群中迅速传

播并相互影响 [1]。在短视频中 AI 算法推荐内容时，可能会倾向于

展示用户已经表达过兴趣或情绪反应的内容，从而形成“信息茧

房”，原本的情绪会被逐渐放大。短视频中的情绪容易被唤醒、

扩散及放大。不过心理学研究认为，负面情绪的传播速度通常高

于正面情绪。因为负面情绪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和共鸣性，能够迅

速在人群或社交媒体中传播开来 [2]。同时进化的选择过程使得大脑

对危险和潜在的不确定性容易产生恐惧和担心。因此相比正面情

绪来说，人脑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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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被控制和调节。但是短视频的传播机制和运营模式更易加剧

负面情绪的循环。

二、AI 应用下短视频对受众认知方式的影响

（一）同质化与碎片化信息

AI 技术，特别是 AI 批量剪辑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视频内

容的生产效率。然而，这种高效性也带来了内容上的重复性。AI

系统可能会基于相似的模板、素材和算法逻辑生成大量相似的视

频，导致视频内容同质化严重。这种重复不仅降低了观众的观看

体验，也削弱了内容的独特性和创新性。AI 推荐算法往往基于用

户的历史观看记录和兴趣标签来推荐内容，这导致用户被限制在

一个相对狭窄的内容领域内，难以接触到多样化的信息。此外，

算法可能会过度强化用户的既有兴趣，从而加剧了内容的同质化

现象。

随着时代变迁和生活节奏的变化，受众亦越来越倾向于利用

碎片化的时间来观看短视频。这种观看习惯本身就会导致视频内

容的碎片化。为了迎合这种需求，短视频平台往往会将内容切割

短视频以其短小精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特点，迅速成为互联网用户的新宠。AI 技术的融入，如算法推荐、内容生成等，进一

步提升了短视频的吸引力和传播效率。然而，短视频的普及也引发了对受众心理影响的关注。诸如情绪依赖、信息茧房、社会性行为、

认知方式及价值观等方面，本文结合心理学理论，分析 AI 应用下短视频对受众心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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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短的片段，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长期观看碎片化的短视频

亦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由于短视频内容往往缺乏深度

和连贯性，观众可能习惯于接受零散的信息片段，而缺乏系统性

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这种思维方式的碎片化可能导致人们在面对

复杂问题时难以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

（二）认知失调与认知偏差

认知失调理论由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该理论认

为当个体面临两个或多个相互矛盾的想法、信念或态度时，会产

生心理上的不适感，即认知失调 [3]。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个体会

努力改变其中一个或多个认知元素，以达到认知上的一致。短视

频中的信息往往呈碎片化、同质化，且可能包含相互矛盾的观点

或内容。受众在接收这些信息时，可能会产生认知失调。AI 推荐

算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通过不断推荐与受众已有认知

相符但可能与其他事实相矛盾的内容。为了减轻认知失调，受众

可能会选择性地接受或忽视某些信息，或者通过进一步的搜索和

验证来寻求认知上的一致性。推荐算法等运营策略进一步加剧了

这种碎片化趋势，使受众长期处于浅层次的信息接收状态。这种

状态下，受众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及认知狭隘，难以形成全面系统

的认知框架。

三、AI 应用下短视频对受众社会行为的影响

（一）自我展示与印象管理

短视频为人们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新平台，其低门槛、强链接

等特点满足了受众自我表达的需求。美颜、滤镜等功能技术的纯

熟，进一步增强了短视频的自我展示效果。对受众来讲也是自我

得以展现的重要渠道，亦能实现自我价值。当然，这种过度的自

我展示也可能导致社会行为的“去个性化”。

（二）社交互动与情感共鸣

短视频平台上的社交互动为受众提供了情感支持的新渠道。

心理学上的情感共鸣理论指出，当个体在观看或体验某些内容

时，如果内容与自身经历、情感或价值观产生共鸣，那么个体将

更容易被这些内容所吸引和打动 [4]。算法通过推荐相似兴趣的用

户和内容，更容易达成社群认同，促进了受众之间的社交互动和

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共鸣不仅增强了受众对短视频的粘性和忠诚

度，还可能对受众的价值观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三）注意力分配变化

短视频的短暂性和高刺激性容易在短时间内吸引用户的注意

力，短视频运营有“黄金三秒”的原则，也就是说三秒内若不能

吸引受众注意，该则短视频则很容易被划过。因此大量的创作者

为了留住受众，会把更新奇、刺激、好玩儿、悬疑的内容置于开

篇。虽短时间内能吸引用户注意力，但长此以往易导致用户注意

力分散，且让用户形成无法长时间专注的习惯。同时心理学研究

表明，长期分散注意力可能影响个体的专注力和深度思考能力 [4]。

（四）即时满足驱动下的消费行为

莫佩尔蒂认为人生是由欲望和满足欲望组成，而在欲望和满

足欲望之间有一个间隔，是没有获得满足但在竭力满足欲望的过

程。人们会尽可能地缩短这个过程以实现即时满足 [5]。在心理学

研究领域即时满足是延迟满足的对立范畴，是指个人不考虑日后

可能存在的多倍回报而在意欲求的立刻实现，从而满足自身的快

感 [6]。短视频中的带货、产品展示等内容，通过 AI 技术实现的精

准推送，可能触发用户的冲动购买行为。这是“即时满足”心理

在短视频领域的体现，即用户倾向于追求即时的快感和满足。

（五）短视频依赖与网络成瘾

短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情绪表达和释放的渠道。用户

可以通过观看和参与短视频内容，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然而，

过度依赖短视频也可能导致网络成瘾问题。短视频平台通过快速

切换的视觉刺激和即时反馈机制，不断刺激用户大脑释放多巴

胺，这是一种与奖励和愉悦感紧密相关的神经递质。长期下来，

用户会形成一种对即时满足的依赖，导致无法抗拒不断刷新的冲

动。同时，对于某些人，短视频成为一种逃避现实压力、寻求心

理慰藉的方式。在短视频构建的虚拟世界中，用户可以暂时忘记

生活的烦恼，沉浸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然而，这种逃避行为一

旦成为习惯，就可能削弱个体面对现实问题的能力。网络成瘾可

能增加用户的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风险 [7]。一方面，虚拟世界中

的完美生活和成功故事可能引发用户的自卑和不满；另一方面，

过度沉浸在短视频中也可能导致现实社交能力的退化和孤独感的

增加。

应对依赖和网络成瘾，可以提高自我意识，用户需要增强对

短视频依赖的自我意识，认识到其潜在的负面影响。通过设定使

用时间限制、记录浏览记录等方式，帮助自己监控和管理短视频

的使用行为 [8]。培养多元兴趣，鼓励用户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

减少对短视频的单一依赖。通过参与体育运动、阅读书籍、学习

新技能等方式，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提升自我满足感和幸福

感。加强社交互动，鼓励用户加强现实生活中的社交互动，建立

真实、深入的人际关系。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满足自己的

社交需求和归属感，减少对虚拟社交的依赖。心理干预与支持，

对于已经出现严重短视频依赖症状的用户，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

干预和支持。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情绪调节训练

等方式，帮助用户改变不良的使用习惯，恢复健康的生活方式。

四、AI 应用下短视频对受众价值观的影响

（一）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由塔吉费尔（Tajfel）等人提出，该理论认为

个体通过将自己归类为某一社会群体成员来获得自我认同和归属

感 [4]。个体会倾向于保持与该群体一致的行为和态度。短视频平

台上的社交互动为受众提供了寻求社会认同的新渠道。受众可以

通过发布短视频、点赞、评论等方式与其他用户建立联系和归属

感，同时也增强了受众的社会认同感。然而，也需要注意到，过

度追求社会认同可能导致受众在短视频平台上过度展示自己或盲

目跟风，从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和价值观。

（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

短视频平台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新渠道。通过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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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主流价值观得以以更生动、更直观的方式展现，增强了观众

的参与感和接受度。例如，《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的系列微视频

《这百年》，通过短小精悍的爆款视频，迅速将建党百年的重要历

史时刻和辉煌成就传递给广大网友，增强了公众对党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怀，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同时

短视频平台具备强大的互动性，用户可以在观看视频的同时进行

点赞、评论、分享等操作，这种互动性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提供

了强大的动力。通过互动，用户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

其他用户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加深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抖音作为我国知名的短视频平台，也很注重传统文化、非遗

项目等内容的短视频创作，诸如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

京剧、咏春拳、书法、面塑等文化知识的传播。亦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包括文化普及，通过短视频这一直观、易懂的传播方式，

向广大群众普及了大量文化知识，提升了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民族

自信心。在传播上，短视频平台亦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阵

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深

远影响，一些优质的传统文化短视频还通过海外传播渠道，吸引

了国外友人的关注和喜爱，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贡献。

结论

AI 技术在短视频平台中的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用户体验。从

内容推荐到视频分析，再到视频创作辅助，AI 技术使得短视频平

台能够更精准地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了用户的粘性和活

跃度。这种个性化的推荐机制不仅提高了内容的吸引力，还促进

了用户与平台之间的互动，满足了受众的社交需求和自我表达欲

望。然而，AI 技术在短视频平台中的应用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在

视频内容分析方面，尽管 AI 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准确

度和速度上仍有待提升。此外，用户对于 AI 技术的隐私和透明度

问题也表现出一定的担忧，这要求平台在技术应用的同时，必须

注重用户隐私保护，增强技术的透明度，以建立用户的信任。

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短视频与 AI 技术的结合对受众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短视频的碎片化、直观性和互动性满足

了受众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信息获取和娱乐需求，有助于缓解心理

压力，释放负面情绪。同时，短视频平台也成了大学生等年轻群

体自我展示和印象管理的新舞台，满足了他们的社交需求和自我

实现欲望 [9]。另一方面，短视频的盛行也对受众的认知能力产生了

一定影响。频繁切换和碎片化的内容可能导致受众在信息处理方

面出现困难，降低注意力和集中力，影响对复杂信息的理解和长

期记忆能力。此外，短视频中的泛娱乐化内容也可能导致受众思

维方式的肤浅化，不利于深度思考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AI 应用下的短视频对受众心理产生了复杂而深远

的影响。从情绪体验、认知方式、社会行为到价值观，短视频都

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受众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10]。因此，在享

受短视频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其对受众心理

的潜在影响，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同时，政府、高

校和媒体等多元主体也应共同努力，加强监管和引导，推动短视

频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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