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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平台下的“青少年模式”运行机制和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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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模式”是一种为青少年用户量身定制的功能，旨在保护青少年用户的身心健康，当前的“青

少年模式”虽然从最开始的鼓励支持到现在有法规的强制性要求，但“青少年模式”在具体的实行当中依

然有很多问题。尤其对于当前的短视频已然成为家长的“电子保姆”，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安静，拿电子

产品诱惑他们，最后演化为孩子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而“青少年模式”将是制止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本文将通过对 9 个热门短视频 APP 的“青少年模式”的研究，分别从身份甄别机制、专属内容池、功能设

置三个方面，具体分析该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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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2023年 10月 16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发布，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未

成年人用网安全保护的条例，在该条例中表明要全面升级“青少年模式”为“未成年人模式”，
[1]
回顾 2019年 3月 28 日，短视频平台首次尝试开展青少年防沉迷工作，源于国家网信办

要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同年 6月，全国主要网络

短视频平台全面推广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并形成统一的行业规范。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2023年发布的《第 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 10.26亿人，占网民总体的 95.2%，
[2]
而该机构 2022年发

布的《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上网经常从事的各类

活动中，“看短视频”占比已达 47.6%；其中在未成年网民中设置过“青少年模式”的比例

为 48.2%，给孩子设置过“青少年模式”的家长比例为 47.3%。
[3]
由此可见，青少年群体作

为网络原住民，对新鲜、刺激、富有吸引力的短视频缺乏抵抗力，短视频在青少年用户中的

火爆程度可见一斑。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其中，甚至因忽略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而

出现失范行为，青少年短视频使用频率及时间激增的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短视

频沉迷的担忧。从另一方面来说，“青少年模式”本身也由于防范不严、内容同质化严重等

问题，导致该模式一直无法真正做到广泛普及，未来的发展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从国内研究上来看，现有研究表明，短视频因具有碎片化、便利化及娱乐化等特点，在

青少年群体中热度居高不下。不过，随着短视频在青少年生活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由于青少

年自身心理尚未发育成熟且自制力薄弱，极易陷入短视频营造的虚拟社交满足感，甚至盲目

模仿而引发社会问题。隐私泄露、网络暴力、网络欺诈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青少年沉迷短

视频行为中隐藏的风险和问题令人担忧。为营造有益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媒介环境，管理和

控制青少年的短视频使用行为，“青少年模式”应运而生。 

所有短视频平台制定的“青少年模式”都对青少年使用时间进行了严格限制，绝大多数

短视频平台在“青少年模式”中进行了功能限制和内容精选，也有部分短视频平台声称已经

对核心场景进行优化，后续还将持续优化更多场景。然而通过参与观察发现“青少年模式”

在身份确认、内容把关、传播推送、隐私保护这四个方面存在明显漏洞。以算法和人工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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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法进行内容精选及传播推送，同时充分运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精准识别青少

年身份，是各大短视频平台积极主动承担媒体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举。 

二、短视频平台中的“青少年模式”运行机制的特点 

青少年模式是指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主要在短视频、社交、游戏等平台上试

点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该系统会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浏览内容等方面对未成年

人的上网行为进行规范，以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具体来说，青少年模式通常会限制使用

时长、禁止使用部分功能和浏览不适宜内容，同时还会对浏览的内容进行严格筛选和控制。 

（一）“青少年模式”的运行流程 

青少年模式的运行流程主要包括开启模式、身份验证、使用限制和监控反馈四个环节。

用户首先需要在平台上选择开启青少年模式，然后进行身份验证。这一环节主要是为了确保

使用者为未成年人。通过验证后，平台将根据预设的规则对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限制，如限

制使用时长、禁止访问某些内容等。同时，平台还会对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实时监控，确保

其符合规定。如果用户违反规定，平台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强制退出等。 

（二）“青少年模式”的机制特点 

1、身份甄选机制 

身份甄选是青少年模式的核心环节之一。为了准确判断用户的年龄段，平台采用了多种

甄选方式，如身份证信息核验、面部识别等。这些技术手段能够有效地防止未成年人冒用成

年人账号的情况发生。此外，平台还会根据用户的行为习惯、浏览记录等数据进行分析，进

一步判断其年龄段，为其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 

2、专属内容池 

为了吸引青少年的使用并确保其接触的内容健康向上，平台设立了专属的内容池。这些

内容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核，确保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道德标准。内容池不仅包括教育、知

识类内容，还涵盖了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游戏、动漫等领域。平台还会定期更新和扩充

内容池，以保持内容的时效性和丰富度。 

3、功能设置 

青少年模式的功能设置旨在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保护其身心健康。具体功能包括定时

提醒、使用报告、深夜禁用等。定时提醒可以帮助青少年合理安排时间，防止过度使用；使

用报告则可以让家长了解孩子的使用情况；深夜禁用则可以防止青少年在深夜使用，保证其

充足的休息时间。这些功能相互配合，共同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三、不同短视频平台中的“青少年模式”的特殊设置 

未成年人群体作为网络的原住民，他们的成长与互联网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互

联网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未成年人年龄和心智并不成熟，在刷

短视频期间，难免会有良莠不齐和泛娱乐化的内容，一些含有不良信息的短视频内容很可能

会阻碍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必然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不利

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维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引导各个平台为未成年人的成长赋能。基于环境影响和平台应尽的责任，
[4

]
“青少年模式”在期望中诞生。但各个平台在具体实行“青少年模式”的措施有些许差别，

但从根本上来说，该模式的基本功能无外乎是：内容限制、功能限制、时间限制，以下将通

过这三个方面分析九个不同的短视频平台是如何执行“青少年模式”的。 

（一）内容限制：多种形式筛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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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技术过滤并开展教育课程 

短视频平台通过一系列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起一套严格的过滤机制，使得在打

开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时，会把不适宜对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进行过滤。一部分短

视频平台，比如：抖音、快手、梨视频、皮皮虾等，明确表明了在“青少年模式”下会精选

出科普类和知识类等的有助于青少年成长的短视频内容，一些平台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推出内

容的类型，但所推荐的内容依然是大部分是科普知识或才艺教学等类型。（见表 1-1）还有

一些短视频平台会专门为青少年制作一系列安全课程，比如：微视，旨在通过课程的安排，

来帮助青少年提高用网的安全意识，了解用网知识，提高青少年的网络素养；
[5]
再比如：

快手，专门为青少年及其家长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活动、教育空间等相关视频课程学习。 

表 1-1 

 首次推送 主要内容分类 

抖音 动物 知识、兴趣 

快手 书法 科普 

梨视频 感人事迹 好人好事 

好看视频 搞笑 科普新冠肺炎 

皮皮虾 科普 美食、知识 

微视 搞笑 搞笑、科普 

b站 消防 科普、动物 

美拍 音乐 音乐、手工 

西瓜视频 科普 宠物、动画 

2、根据青少年年龄进行内容分级 

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会通过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甄选出与之年龄相符的内容。其中，

快手是通过不同年龄来进行细分，家长可以通过年龄的选择进入“青少年模式”；而抖音在

内容分级中最细致，它在不同年龄的基础上还加入了出生月份的细分，但也不排除这种月份

的细分形同虚设，同一年龄下分级的内容类型基本无差；梨视频的分级制度则是采用了学龄

的方式，通过分为学龄前、小学、初中、高中四个阶段来完成分级，由于每个阶段之间年龄

差距至少是在三岁以上，所以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内容差别也比较大。（见表 1-2）这种通过

分级使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观看与年龄相符的内容，使得在短视频的内容方面更加适龄，有效

防止视频内容“一刀切”，将青少年用户看作一个动态的整体，满足青少年对内容需求的差

异。 

表 1-2 

 内容是否分级 

抖音 是（年龄按分级） 

快手 是（年龄按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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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视频 是（年级按分级） 

好看视频 否 

皮皮虾 否 

微视 否 

b站 否 

美拍 否 

西瓜视频 否 

总体来看，在设置“青少年模式”后，通过不同方向的设置，筛选出的内容可以有效预

防未成年人在浏览短视频的过程中接触不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短视频中一些消费至

上和娱乐至死的内容，更加多样化的满足未成年人的不同需求，使青少年能在不同年龄层次

了解到不同的内容。 

（二）功能限制：多种功能设置禁止使用 

1、直播打赏功能被屏蔽 

调查发现，大部分短视频平台都明确表示，在“青少年模式”中，直播、打赏、充值、

提现等功能将被关闭，这就意味着在打开“青少年模式”的短视频平台会对有资金流通和不

能及时监查到的直播功能加以限制，同时很多短视频平台还设置了未成年人退款的专项通

道，比如：抖音、快手，这种特殊设置抑制了青少年的不理智消费，并且提供了事后处理的

快捷通道。
[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直播功能在“青少年模式”中不仅不能看，青少年本人

也不能进行直播，基本从根源断绝了直播在青少年用网期间出现的可能。 

2、评论转发功能使用受限 

从研究中的九个短视频平台中，只有抖音平台允许转发，其他八个平台都限制了转发功

能，而所有研究的平台里，均不可评论且不能看到他人的评论。（见表 1-3）这种几乎禁止

互动功能的特殊设置，实际上杜绝了未成年人受到陌生人攻击或骚扰性言论时，无法做出正

确回应的强制措施；从另一方面上来看，所有短视频平台都选择屏蔽评论和私信功能，也是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用户的隐私和信息安全，同时也避免未成年人在用网期间接触到不健康、

不适宜的内容和言论，减少对他们的负面影响，以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表 1-3 

 是否可评论、转发 

抖音 不可评论，可转发至抖音好友 

快手 不可评论及转发 

梨视频 不可评论及转发 

好看视频 不可评论及转发 

皮皮虾 不可评论及转发 

微视 不可评论及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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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 不可评论及转发 

美拍 不可评论及转发 

西瓜视频 不可评论及转发 

各大短视频平台会将不适合青少年使用的功能及服务隐藏化处理，从这一方面上来看，

在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健全价值观这一方面，功能上的特殊限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

目的。功能上的禁止使得平台的管理者和内容的把关人能在自己视野范围内控制好内容的选

取，避免有其他不良信息和收费途径进入“青少年模式”中。 

（三）时间限制：时长及使用时间要求严格执行 

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下，所有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均已形成统一规范，对于青少

年在短视频使用的时长和时段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每天使用时长最多为 40分钟，超过时长

后，系统会进行自动锁定；晚上 10点至次日 6点将无法使用。
[7]

对于时长上的限制，不同短视频平台所做出的具体措施也有些不同：一些短视频平台的

限制是强制性的，也就说在打开“青少年模式”后默认就是不得超过 40分钟的限制，如快

手、好看视频、皮皮虾、微视等；还有些平台是将具体的时间限制的权力交给家长，例如抖

音将 40分钟上限的时间分成 15分钟、30分钟、40分钟三个档进行选择，并且划分开工作

日和周末的时间锁设置，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给予家长更多选择的空间。 

在时段上的限制，所有短视频平台都明确表明了会在晚 10点至次日早 6 点禁止时间，

在这一时段打开短视频都将会锁屏，禁止使用，以引导青少年在合理的时间控制使用，避免

青少年沉迷其中。另外，无论是时长还是时间段的限制，都并不是完全意义的禁止，也就是

说，可以通过解锁的方式延长时间或在禁止时间段内进行继续使用。因此，时间限制对于家

长的选择控制权有直接关系。 

四、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对九个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的汇总中可以看到，所有研究的短视频平台

对“青少年模式”的基本限制功能都是符合标准的，“青少年模式”的确可以规范未成年人

在观看短视频时的一些行为和思想，“青少年模式”的出现意味着短视频平台在监管未成年

人用网安全上实现了“从无到有”，而“能用和好用”是考验“青少年模式”在具体应用时

的重要标准。但从实际应用的效果上来看，作为阻断未成年人沉迷于短视频的“防火墙”，

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8]
因此，“青少年模式”从价值上考量是值得肯定的，但从其发挥

的效果和具体实施路径上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以下将通过对“青少年模式”的具体研究分析

其问题所在。 

（一）身份甄选以及密码设置未能有效防范 

从研究调查中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中进入“青少年模式”的步骤并不复杂，大部分平台

在打开之后都会有“使用青少年模式”的弹窗提醒，但由于身份甄选不严密，单一密码的设

置并不能完全保障“青少年模式”的正常运行，也就是说这时未成年人观看短视频是不受限

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3）》中显示：未成年人对互联网

的使用情况中有 47.5%会选择“看视频”，在具体的应用中，短视频类 App和其他视频网站

最受未成年人欢迎；未成年人网民中大部分都拥有自己的电子设备，其中手机拥有的比例最

高，其次是平板。
[9]
由此可见，在打开短视频时，由于并没有充分利用指纹、面部识别等

技术手段监测青少年用网，不能及时进行青少年的身份甄选，
[5]
打开“青少年模式”需要家

长手动打开，这也就使得未成年人有了“可乘之机”。 

在多次实验中发现，即使在家长打开“青少年模式”的情况下，只要退出账号或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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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后再进行重新下载，也就是使用游客身份，未成年人都是可以直接观看短视频的，相当

于跳出了“青少年模式”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青少年模式”几乎是要全靠自觉了。

另外，在实验中注意到，当以游客身份打开短视频平台时，首推的内容大部分是猎奇类型的

视频，尽管这可以理解为是平台通过猎奇类视频吸引用户的方式，但这对于从“青少年模式”

漏洞观看视频，好奇心强大的未成年人们来说，无异于是强化了他们对于这类视频的好奇，

从而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害了未成年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二）时间限制漏洞较大，禁止条令并没有完全禁止 

调查发现，虽然所有短视频平台都严格执行了“每天使用时长最多为 40 分钟；晚上 10

点至次日 6点将无法使用”，但几乎所有短视频平台对时间的控制仅限于在“青少年模式”

下设置的独立密码，也就说通过密码解锁，任何时间都可以继续观看短视频。（表 2-1）更

有甚，一些短视频平台会由于系统原因，在个别情况下，点击忘记密码后退出就可以继续观

看短视频，轻易就可以打破监管的时间限制。 

表 2-1 

单次使用时长不超过 40分钟 100% 

超过 40 分钟可通过输入密码继续使用 77.77% 

晚 10点到次日早 6点不可使用 100% 

晚 10点到次日早 6点可通过输入密码继续使用 100% 

设置时间限制的原因，究其根本是为了防止未成年人长时间沉迷于短视频，在夜晚本该

休息的时间依然观看短视频，因此实现这一目的的条件是家长本身有督促孩子用网安全的自

觉和较高的网络素养。但考虑到很多家长是年龄较大的爷爷奶奶，或一些家长并不具备合理

监管青少年用网的要求，这就很难满足上述要求来达到时间限制的目的。 

（三）内容不能自主选择，分级不够精细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实际上大多数短视频平台并不具备分级内容的功能，这种将

所有内容一股脑地输入给青少年，难免会出现低龄化或高龄化内容，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年

龄段的青少年，因此当没有分级的内容同时出现时，短视频内容依然存在参差不齐和同质化

严重等情况。另外，经多次实验发现，打开“青少年模式”后推送的内容大多较低龄化，比

如会推送一些少儿故事、识字书法等，显然，对平台的管理来说，“青少年模式”推送的内

容，低龄化的风险远远小于高龄化。但“青少年模式”并不等于“幼儿模式”，
[4]
青少年

的成长路径是多变的，兴趣方向也应该是多元的，因此内容筛选的过程应该充分考虑青少年

年龄的差异，重视他们对不同内容的需求。 

同样，“青少年模式”也不应完全是“学习模式”，
[4]
“青少年模式”在推出时标榜

会以推送科普类、文化类的内容为主，但这其中平台推出的内容很多仅仅是与课堂相关内容

有关，忽视了短视频对青少年的娱乐性，实际上娱乐与学习并不是完全分开的，短视频推出

的内容如果仅仅是知识科普，然而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青少年对不同类型的内容

是多元化的诉求，在刷短视频放松期间，一味地推送课堂延展的知识内容，容易导致未成年

人形成抵触心理。 

而对于有分级内容的抖音、快手、梨视频，系统会自动分配好内容，推送看似与年龄相

符的短视频。这里之所以是说“看似”，是由于他们的分级制度有一套基本逻辑，且只是简

单归类，分级过于笼统：较低龄的用户主要会推送动画、亲子、动物等内容；5-10岁的用

户会在此基础上加一些手工、兴趣等内容；10岁以上的用户则主要推送科普、体育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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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起来合理，但实际上是对于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一种刻板印象，系统只是会推送“它

认为这个年龄段青少年应该会感兴趣的内容”，而不考虑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同年龄

段也可能会喜欢别的内容。 

（四）“一刀切”使体验感大打折扣 

几乎所有短视频平台为了规避一些功能的使用，选择将这一功能简单暴力地“一刀切”，

从体验感的层面来说，这种做法使“青少年模式”的体验感大大降低。在调查的九个短视频

平台中，所有平台都直接将直播、评论、弹幕等功能取消，另外，只有抖音还保留有搜索、

转发的功能，其他平台也将其一并取消。但实际上，这些“一刀切”的功能并不见得一定不

好，比如 b站所拦截的这些功能正是它的特色功能的体现，据此前推测，b站用户的年龄构

成有 43.7%的用户是 18岁以下用户，而 b站针对 18岁以下用户打开的“青少年模式”呈现

出来的却是另一个 APP，其体验感落差可想而知，这也使得青少年并不能在网络中进行自我

呈现和自我表达。 

另外，这种将功能隐藏的设置方式缺乏实用性。在新冠肺炎期间，“短视频+线上教学”

进入白热化阶段，由此，短视频在全民教育的方面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直播间会

设有具备陪伴学习意义的“网络自习室”，这种直播方式使很多居家学习的青少年增加了他

们学习的积极性和氛围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监督。类似这种直播方式有很多，但如果

平台仅仅是为了规避责任而选择全部拦截，实际上是平台在在线教育的方面并没有落实自己

的义务，同样也没有真正发挥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的真正价值。 

（五）平台责任意识淡薄，利益驱动凸显 

作为网络文化产品，短视频平台应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就目前来看，很多出现在“青

少年模式”上的问题，意味着短视频平台并没有兼顾青少年的发展规律，只是将“青少年模

式”作为一项需要应付的“作业”，没有考虑青少年的真实需求。现实中，平台运营注重“注

意力经济”，对于高点击率和高播放量欲壑难填，相对于落实“青少年模式”来说，由于可

呈现的内容有限，且能向青少年提供的功能有限，青少年并不能给平台提供更高的活跃度，

尤其是将打赏和充值功能取消之后，青少年能提供给平台的收益将会少之又少，因此在利益

和流量的趋势下，大部分短视频平台对“青少年模式”的应用并不到位，这也就出现了以上

种种问题。 

当平台的运营利益与青少年网络保护发生冲突时，短视频平台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更

要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青少年模式”不能仅仅停留在“及格线”，要以青少年的发展

成长以及家长具体应用的操作规范所服务，发挥平台的主体责任意识。 

五、对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的冷思考 

青少年模式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不良影响而设计的一种特殊模式。然而，在实

际应用中，青少年模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需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改进。 

国家应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青少年模式的漏洞，如内容筛选机制不

够严格、时间限制不够灵活等问题，国家应该加强对平台的监管力度，制定更加严格的审查

标准，同时推动平台不断完善自身的技术手段和内容审核机制，确保青少年模式真正起到保

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作用。 

对于平台，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应用。平台应该不断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来保护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例如，可以引入更加智能的算法和推荐机制，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和需求提供

更加精准的内容和服务；也可以开发更加安全可靠的身份认证系统，防止孩子误操作或冒用

他人账号等行为的发生。 

家长应该去提高对孩子上网行为的关注和管理能力。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家长也应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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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孩子上网行为的关注和管理。例如，可以通过设置密码等方式控制孩子的上网时间和内

容，避免他们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或社交媒体；也可以定期检查孩子的手机或其他设备，及

时发现并纠正不良的上网习惯和行为。 

“青少年模式”的出现是顺应了当前互联网环境下保护未成年人的用网安全，今天的青

少年作为互联网原住民，“青少年模式”应是引导他们合理使用网络，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

价值观。每个短视频平台会首先根据国家网信办要求的标准对设置“青少年模式”，然后再

进行内部加工，细化“青少年模式”的具体内容和特殊设置，通过时间、内容、功能三个方

面分析每个短视频平台在同一类型的测试下会有什么不同，通过实验测试，发现其实每个平

台在对该模式进行操作时，其逻辑都大同小异，虽然有细微差别，但这些差别也可以作为不

同平台可以进行互相借鉴和参考的地方。但还有很多问题是每个短视频平台都应该注意的地

方，这也为日后“青少年模式”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信息化时代里，使用电子设备已是大势所趋，家长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盯着孩子，因此

平台通过强大的技术协助家长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同时履行自己的监管责任，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到：应增强互联网企业的使命

感、责任感。
[10]

科技向善、流量向善并不应只是一句空话，认识到当前“青少年模式”的

问题，并且督促 APP提高模式的体验感，优化“青少年模式”的特殊设置，平台积极承担起

社会责任感，用实际行动助力网络防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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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Issues of the "Youth Mode" 

in Short Video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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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outh Mode, a featu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safeguar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

being of adolescent users, has evolved from voluntary adoption to mandatory regulatory complian

ce. Despite this progression, significant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persist. Notably, the widesprea

d use of short-form video platforms as "digital babysitters" has led parents to pacify children with

 electronic devices, inadvertently fostering excessive dependency. In this context, Youth Mode ser

ves as a critical last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digital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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