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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开始播出的《小伶玩具》，由三个在韩国留学

的中国女生创办，是有真人演员玩游戏的玩具类少儿短视频

节目。触网第一个月的累计播放量就达到 300 万，随后继续呈

爆发式增长。到 2016 年 10 月累计播放次数达到 1.3 亿，截至

2017 年 9月 30 日，全网粉丝 726.1 万，累计播放量 68.9 亿次，

被称为短视频里中国第一少儿频道。①

恰逢其时：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移动智能端的普及、网络的提速、资费的降低、移动应用

技术的演进为视频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环境。移动互联网用户规

模的扩大增加了用户需求，美国知名视频分析服务商Ooyala

发布的报告《2017Q1 全球视频指数》显示，2017 年第一季度

移动端视频播放已达 56.74%，其中智能手机播放占 46.9%，

平板电脑播放占 9.57%，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用户更青睐于在

移动端观看视频。②相比于电视等播放视频的传统媒体，移动

端不受节目播出时间的影响可以随时观看，内容的选择也比传

统媒体多，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电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

说不再是生活必需品。相比于传统的视频网站，移动端更便捷

更及时，正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特征和用户需求的提升促进了

视频的快速发展。

按时间来分，通常超过半小时的视频为长视频，具有比较

独立的商业模式，内容丰富，制作要求高，大部分由专业团队

完成制作，如影视剧、纪录片、电视节目等；短视频具有内容

短小精悍、制作门槛低、节目时长短、传播速度快、收看方便

的优势，丰富了受众进行社交互动的方式，符合移动互联网用

户娱乐化、碎片化、浅层化的需求，在内容消费升级时期跻身

主要信息载体之一。短视频顺势而为，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传播

优势快速成长。综上所述，长视频与短视频各有千秋、相辅相

成，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短视频会渐成主流。

《小伶玩具》是顺应了这个时代特点而成功的。《小伶玩具》

每期节目十分钟左右，节目播出时间自由，观众收看的时间、

地点都不受限制。《小伶玩具》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推出600多集，

成为少儿短视频的头部内容，在保证内容优质的情况下借助移

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迅速成长。

陪伴与指导：内容消费升级满足用户需求升级

短视频节目具有消费社会中符号消费的特征，是一种特殊

形式的文化消费产品，内容消费升级基于消费者的需求升级，

美国著名风投约翰·杜尔提出的 SOLOMO概念认为：成功的

移动互联网产品要以战略的高度重视用户的需求，体验移动互

联网的发展伴随着消费的升级，即提升对用户尊重需求和自我

实现需求的满足，更加注重精神的追求和对体验的关注。现在

短视频内容选择增多，竞争激烈，受众观看短视频不再只是为

了娱乐，也希望有其他的体验和收获。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德

弗勒和桑德拉·鲍尔·洛基奇提出的媒介依赖理论认为，媒介

效果的产生不是因为全能的媒介和信息，而是由于媒介在特定

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满足了特定受众的需求。其实，受众对

媒体的需求无外乎精神需求和实用需求。在传统媒体时期，人

们使用媒介的时间集中于某个时间段，媒介以满足受众的精神

需求为主，尤其是娱乐需求；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生活各个

方面都离不开移动端，媒介甚至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转变

为现实生活的必需品，亲近而真实，受众不仅通过移动媒介满

足精神需求，还需要通过移动媒介来满足生活和教育等实用性

需求。

深耕少儿短视频的《小伶玩具》除了童趣幽默的优质内容，

陪伴与指导需求的实现成为其有效的竞争力。《小伶玩具》善

于抓住儿童受众对玩具的追求和依赖，还有猎奇、好胜、求知

的心理特征，借助超级 IP如小猪佩奇、芭比、汪汪队立大功、

巴拉拉小魔仙等进行多种类型视频内容创作，有试玩类、故事

类、游戏综艺类等内容，富有挑战性、竞技性，再加入小知识

的科普，内容充实而寓教于乐。这样的内容和形式不仅讲解并

指导了玩具的使用方法、满足了儿童对玩具和知识的实用性需

求，也起到了陪伴的作用。

网生代父母：不一样的育儿理念和消费观念

儿童使用媒介的主要场所是家里，父母的媒介使用习惯对

儿童使用媒介的选择起到干预的作用，儿童在移动媒介上对于

内容的选择和时间的消费也受到父母的影响，因此了解父母的媒

介使用习惯、消费观念和育儿理念是节目收获儿童粉丝的关键。

笔者根据腾讯视频后台提供的《小伶玩具》的用户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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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受众分析，分别从家长的年龄、家长学历、用户所处城市进

行统计，数据显示：小于 35 周岁的家长用户占比 89%，其中

30-34 岁的家长占 31%、25-29 岁家长是总用户数的 35%。③

收看《小伶玩具》的儿童的家长以 80 后、90 后为大多数，这

些家长从小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对网络传播熟悉甚至依赖，

他们就是网生代。互联网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环节，互联网

媒介对他们而言不仅是获取信息的工具，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

生活。随互联网一起成长的他们有着与其他代际家长不一样的

育儿观，媒介使用习惯的改变颠覆了传统的育儿观念，移动互

联网也是他们学习育儿知识、分享育儿经验、陪伴孩子成长、

参与儿童教育互动的必备工具。

《0-6 岁儿童接触视频媒介的现状调查》中提到，每天接

触视频媒介的儿童超过半数，90%的时长在半小时以上，50%

的家长对儿童接触视频媒介持中立的态度，31%的家长持支持

态度。④玩具是孩子的必需品，但是家长并不能了解并有效利

用所有玩具，不一定有大量的时间和耐心来研究玩具或者陪伴

孩子，所以儿童受众在看《小伶玩具》时，有人陪伴玩游戏还

能提供专业讲解，这不仅能够适度减轻家长照看孩子的压力，

还能够以儿童乐于接受的方式向儿童传播知识，符合现代年轻

家长的教育观念。

除了年龄外，后台数据还可以分析出地域信息，《小伶玩具》

用户中处于三线城市的占比最高达 71%、二线城市占 20%，一

线城市占比最少，而且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上的占

比 61%，超过半数用户。⑤非一线城市的用户是《小伶玩具》

的主要用户，占比高达 91%。正如《2017 内容消费升级报告》

中提到“内容消费升级”是基于内容消费者对身份、价值观乃

至情感认同需求的升级，互联网内容的消费不仅指传统消费中

的支付金钱，还包括了时间的使用。相比给孩子报兴趣班或者

其他形式的陪伴，利用移动端短视频“帮他们照看孩子”有意

思地学知识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专注与专业：优质内容必要的态度

在内容消费升级时代，消费者对品质的追求从“将就”变

为“讲究”，国内首份《短视频达人发展趋势报告》显示，垂

直细分领域成为 2017 年短视频行业的全新内容发力点，相比

过去的两年，短视频的垂直内容进一步丰富，出现了更小众专

业的垂直品类，例如游戏、穿搭、购物分享、美食等。垂直领

域因内容价值明确而成为内容生产的热点，网络短视频已从娱

乐、搞笑内容为主导发展为呈现细分的趋势，内容在形式、主

题、品质上持续丰富和提升。在垂直领域专注的态度和专业化

的素质，成为生产优质内容的必要条件和核心竞争力。

专注于玩具领域深耕，做细、做透，这是《小伶玩具》的

特点。专注的态度是《小伶玩具》竞争力的核心，能够促进产

品质量的提高，保证优质内容的持续输出。在传播学中，传播

者在发出信息时，必须选择有意义的语言、文字以吸引受传者

注意，并使其继续保持注意。⑥《小伶玩具》是内容信息的载

体，节目中主持人传递的信息就是符号的传播，在传播过程

中，小伶团队发自内心的兴趣和与生俱来的天赋奠定了他们成

为优质内容传播者的基础。主持人小伶声音多变，她很会讲故

事，Summer 爱玩玩具又很机智，马树哥哥呆头呆脑亲切自然。

虽然主持人是成年人，但是语言亲切通俗，风格幽默活泼，内

容贴近小朋友生活关注点，相比有距离感的明星，《小伶玩具》

的成员个性鲜明，能够吸引儿童注意力，也拉近了与粉丝的距

离，增强了儿童陪伴的体验。

有学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把关人的角色弱化，但是笔者认

为，现在也是内容为王的时代，做好把关人仍很有必要。《小

伶玩具》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离不开对内

容的严格把关。《小伶玩具》每期节目都富有创意，形式多变，

节目类型多种多样，试玩、故事、综艺、竞技丰富多彩足够吸

引小朋友，突出陪伴性，增强了用户黏性。

结  语

互联网内容消费升级的时代已经来临，在内容创业的风口，

大平台和众多资本开始关注扶持短视频，其模式已从UGC转

变为PGC，短视频生产也开始学习美国Youtube的MCN模式，

从泛娱乐化向垂直内容细分发展，不少自媒体开始网络媒体资

源置换，短视频已经开始产业化发展。

《小伶玩具》的成功，一部分原因是抢占了国内的先机，

但节目要获得长远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美国的《Ryan

玩具开箱》、韩国《凯利和他的玩具朋友们》等节目已经多年

占据短视频榜首且不仅局限在短视频领域，已经形成产业化发

展趋势。《小伶玩具》上线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节目的内

容和形式愈发丰富多样，但节目的营销和经营方式依然有所局

限。小伶团队依然处在自力更生的阶段，变现的方式只有与平

台分成，没有规模化形成产业链，没有吸引融资。

作为少儿短视频的优质头部内容，面对国内短视频领域的

激烈竞争，《小伶玩具》也要居安思危，不断借鉴国内外成功

经验提升自我，节目仍需不断提升，不断前行，探索适宜自己

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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