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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平台在阅读推广中的实践路径
张蕊

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兰州市，730000；

摘要：随着互联网深度渗透生活，短视频平台凭借庞大用户基数与强大传播力，成为信息流通的关键节点。将

其应用于阅读推广，不仅是对数字时代文化传播趋势的精准把握，更是为全民阅读开辟全新路径的重要契机。

本文将深入探究短视频阅读推广的独特特质与发展现状，敏锐捕捉潜在困境，从内容打磨、策略规划、互动优

化等多维度展开分析。通过剖析成功实践案例，提炼可借鉴的经验方法，致力于突破传统阅读推广的固有框架，

探索一条融合创新与实效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让书香文化在短视频平台焕发蓬勃生机，推动阅读成为全民日常

习惯，为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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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当下，短视频以短小精

悍、视听交融的独特魅力，悄然重塑着大众获取信息与

休闲娱乐的习惯。其背后庞大的用户基数与裂变式传播

效能，恰似一座亟待挖掘的富矿，为阅读推广开辟出全

新可能。反观阅读这一传承千年的精神活动，在快节奏

的现代生活冲击下，正面临着注意力稀释、传播渠道单

一等困境。如何巧妙借力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优势，打破

阅读推广的固有边界，让经典书籍与思想精华以更鲜活

的姿态抵达受众，成为文化传播领域的新命题。本文将

聚焦这一议题，深入探索短视频赋能阅读推广的实践路

径，助力书香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机。

1 短视频平台阅读推广概述

1.1 短视频平台的特点

短视频平台具有诸多独特的特点，使其在信息传播

和推广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1]
。首先，短视频的时长通常

较短，一般在几分钟甚至几十秒以内，这符合现代人快

节奏的生活方式，用户可以在碎片化的时间内轻松观看。

例如，在等公交、坐地铁的间隙，用户可以快速浏览短

视频内容。其次，短视频具有生动直观的表现形式，通

过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元素的结合，能够更加形象

地传达信息。与传统的文字阅读相比，短视频能够吸引

更多用户的注意力，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太喜欢长时间阅

读文字的人群。再者，短视频平台具有强大的社交互动

性。用户可以对视频进行点赞、评论、分享等操作，形

成良好的互动氛围。创作者可以根据用户的反馈及时调

整内容，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和粘性。此外，短视频平台

的传播速度极快，一条优质的短视频可以在短时间内获

得大量的曝光和传播，覆盖广泛的用户群体。

1.2 阅读推广的重要性

阅读推广无论是对个人成长，还是对社会发展，都

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2]
。于个人而言，书籍犹如一扇扇

通向不同世界的窗，翻阅历史典籍能触摸岁月脉络，品

读科技著作可洞察创新前沿，浏览社科读物则助于理解

世间万象，每一次阅读都是对精神世界的充实与滋养。

阅读过程中，专注力在文字间悄然沉淀，想象力随情节

自由驰骋，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锤

炼。特别是对学生群体，持续的阅读积累，不仅是提升

学业成绩的阶梯，更是塑造综合素养的基石。 从社会

视角出发，推广阅读恰似播撒文化的种子，能在社会土

壤中培育出浓厚的书香氛围，让文化素养如春风化雨般

浸润人心。当阅读成为全民风尚，知识得以薪火相传，

创新灵感竞相迸发，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同时，阅读也是跨越群体的桥梁，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

碰撞，消融误解、凝聚共识。在信息繁杂的当下，阅读

推广更像一盏明灯，指引人们在海量信息中去芜存菁，

提升辨别力，不被信息洪流裹挟，在喧嚣中寻得心灵的

宁静与智慧的启迪。

2 短视频平台阅读推广现状分析

2.1 应用现状

当下，短视频平台正成为阅读推广的新兴阵地，以

多元形式打破传统阅读传播边界
[3]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

与文化机构将镜头对准书籍世界，从剖析经典著作的深

刻内涵，到分享个人阅读时的心灵触动，以生动鲜活的

表达激发大众阅读兴趣。知名作家、学者也纷纷入驻，

借由专业视角解读书籍，让文化传播更具深度与影响力。

文化类博主精心打造的“好书推荐”系列短视频，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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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的文本解读和独特的推荐视角，成功为优质书籍搭

建起通往读者的桥梁。 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积极营

造全民阅读氛围，通过举办读书打卡挑战、线上阅读分

享会等互动活动，让阅读成为充满趣味性与参与感的社

交体验。出版行业也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出版社与书

店借助短视频平台，以创意十足的书籍展示、作者访谈

等形式，实现精准营销推广。此外，部分平台创新推出

的有声书功能，让用户在碎片化时间里，既能浏览视觉

画面，又能聆听书籍内容，真正实现“随时随地，开卷

有益”。

2.2 存在的问题

尽管短视频平台在阅读推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4]
。首先，内容质量参差不齐。

由于短视频创作门槛较低，大量的创作者涌入市场，导

致部分阅读推广视频的内容缺乏深度和专业性。一些视

频只是简单地罗列书籍名称，没有深入分析书籍的内涵

和价值，无法真正引导用户进行阅读。其次，推广方式

较为单一。目前大多数阅读推广短视频主要以口播、图

文展示等形式为主，缺乏创新和个性化。难以满足不同

用户群体的需求和喜好。再者，互动效果有待提高。虽

然短视频平台具有社交互动性，但在阅读推广方面，用

户的互动大多局限于表面的点赞和评论，真正深入的讨

论和交流较少。创作者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不够紧密，无

法形成良好的阅读社区氛围。此外，短视频平台的算法

推荐机制可能会导致信息茧房现象。用户往往只能看到

自己感兴趣的阅读推广内容，难以接触到多元化的书籍

推荐，限制了阅读视野的拓展。

3 短视频平台阅读推广的实践案例分析

3.1 成功案例介绍

案例一：某知名文化类博主通过制作精美的短视频，

以故事化的方式推荐书籍。该博主的视频风格独特，语

言幽默风趣，能够将书籍中的精彩内容生动地展现出来。

例如，在推荐一本历史类书籍时，博主会结合历史故事

和人物形象，让用户更好地理解书籍的背景和内容。该

博主还会定期举办粉丝互动活动，如抽奖送书、阅读交

流座谈会等，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和忠诚度。其视频在短

视频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点赞、评论和分享，吸引了众

多用户关注阅读。 案例二：某出版社与短视频平台合

作，推出了“经典名著解读”系列短视频。该系列视频

邀请了专业的学者和专家对经典名著进行深入解读，内

容丰富、权威。视频采用动画、实景拍摄等多种形式，

使解读更加生动有趣。出版社还在视频中设置了购买链

接，方便用户直接购买相关书籍。该系列短视频在平台

上获得了很高的播放量，不仅推广了经典名著，还提高

了出版社的品牌知名度。

3.2 案例经验总结

从这些阅读推广实践中提炼出的宝贵经验，可归纳

为三大核心方向。在内容创作维度，需将品质与新意置

于首位，以妙趣横生的叙事手法解构书籍精髓，巧妙融

合故事场景、实际案例等多元元素，赋予视频鲜活生命

力与丰富层次感。同时，针对学术性强的书目，邀请专

业人士深度解读，确保内容兼具专业性与权威性。在推

广策略层面，应深度挖掘短视频平台特性，借助互动活

动激发用户热情，以打卡挑战、话题讨论等形式提升参

与感与用户粘性，同步塑造品牌影响力；携手出版社、

书店等机构，整合资源优势，实现推广效能的最大化。

在互动机制构建上，注重与用户的真诚对话，及时回应

评论与私信，主动收集反馈需求，悉心培育活跃且友好

的互动氛围，推动用户自发分享阅读感悟，逐步搭建起

充满活力的阅读交流社群。

4 短视频平台阅读推广的实践路径

4.1 内容创作优化

为了提高短视频平台阅读推广的效果，需要对内容

创作进行优化
[5]
。首先，要明确目标受众。不同的受众

群体对书籍的喜好和需求不同，创作者需要根据目标受

众的特点来选择书籍和创作内容。例如，对于青少年群

体，可以推荐一些青春文学、科普读物等；对于职场人

士，可以推荐一些管理、营销、励志类书籍。其次，要

注重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推荐书籍时，不仅要介绍书

籍的基本信息，还要深入分析书籍的主题、思想、艺术

价值等方面。可以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进行

解读，让用户对书籍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要拓展内

容的广度，推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书籍，满足用户

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再者，要创新内容表现形式。除了

传统的口播、图文展示外，可以尝试采用动画、漫画、

短剧等形式来呈现书籍内容。例如，将一些经典的文学

作品改编成动画短视频，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吸引用

户。还可以邀请作者、读者进行访谈，分享创作过程和

阅读体验，增加内容的趣味性和真实性。

4.2 推广策略制定

在短视频平台进行阅读推广，策略的精准制定与落

地执行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创作者需化身“算法解

读者”，深入洞悉平台推荐机制的底层逻辑，像雕琢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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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品般反复打磨视频标题、标签和描述，让内容能精准

锚定目标受众；巧妙捕捉时下热点趋势，将契合大众兴

趣的关键词自然融入，使优质阅读内容从信息洪流中脱

颖而出，获得更多曝光机会。 独木难成林，推广还需

广结良缘。与文化领域的知名博主、深耕出版的出版社、

承载书香的实体书店展开深度合作，通过好书互荐、联

合创作视频，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拓宽阅读

传播边界；与品牌开展跨界联动，借助赞助活动为阅读

推广注入商业动能，探索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共生路

径。 此外，定期举办读书比赛、阅读挑战等趣味活动，

以丰厚奖品为引，充分调动用户参与热情，让阅读从个

人行为升华为群体互动。活动全程通过多渠道、多形式

宣传造势，实时跟进与反馈，持续提升活动吸引力与影

响力，逐步构建起多元、活力、可持续的阅读推广生态，

让书香在短视频平台上馥郁流淌。

4.3 互动机制建立

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和粘

性
[6]
。首先，要鼓励用户进行评论和分享。创作者可以

在视频结尾处引导用户进行评论和分享，对于用户的评

论要及时回复，与用户进行互动交流。可以设置一些互

动话题，如“你最喜欢的书籍是哪一本”“读完这本书

你有什么感悟”等，激发用户的讨论热情。其次，要建

立用户社区。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的粉丝群、专属社区

等方式，为用户提供一个交流和分享的平台。在社区中，

用户可以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推荐书籍、交流阅读经

验等。创作者可以定期在社区中举办线上活动，如读书

分享会、问答环节等，增强用户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再

者，要根据用户的反馈及时调整内容和策略。通过分析

用户的评论、点赞、分享等数据，了解用户的需求和喜

好，对视频内容和推广策略进行优化。例如，如果用户

对某类书籍的推荐比较感兴趣，可以增加相关内容的创

作和推广。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成果总结

本文通过对短视频平台阅读推广的研究，分析了短

视频平台的特点和阅读推广的重要性，探讨了短视频平

台阅读推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成功实践案例

的分析，总结了内容创作、推广策略和互动机制等方面

的经验。提出了短视频平台阅读推广的实践路径，包括

内容创作优化、推广策略制定和互动机制建立等。研究

表明，短视频平台在阅读推广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

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相关策略和方法，以提高阅读推广

的效果。

5.2 未来发展展望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

短视频平台在阅读推广方面将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在

内容创作方面，将会出现更多创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类

型，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在阅读推广中的应用，

使读者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书籍内容。推广策略将

更加多元化和精准化，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为不同用

户群体提供个性化的书籍推荐。互动机制将更加完善，

用户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将更加频繁和深入，形成更加活

跃的阅读社区。同时，短视频平台与出版行业、文化机

构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共同推动阅读推广事业的发展，

为全民阅读的普及和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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