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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三”的狂欢

扭胯、花手，加一串酷炫的锁舞动

作，让人直呼：“世界冠军的科目三，

就是不一样！”

“我想试试能不能将年轻人喜

欢的、流行的舞蹈动作和专业街舞

动作结合，花了一天时间创编，结

果证明挺棒的。”在肖杰看来，“科

目三”有火爆特质，背景音乐节奏

感很强，带着京剧唱腔等中国风元

素，动作简单易学，又有鲜明律动

感。他还笑称，自己 60 多岁的岳母，

刷到视频时也会不由自主摇动身体，

“大俗大雅、深入浅出，这就是群

众创作的文化艺术的魅力”。

随着“科目三”成为流量入口，

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到创编队伍，

有的可爱，有的性感，有的搞笑，

也有的帅气。其版本花样更是层出

不穷，有配上电影背景音乐和精美

运镜的优雅版，有跟练减肥版，甚

至有加入学科知识的版本。

由此，网络老梗“科目三”成

为全民爆款，在这个冬天成了一道

不得不说的文化奇景。

年轻人的力量

事实上，分析“科目三”舞蹈

动作，其中包含了鲜明的“社会摇”

元素。而后者，此前常被贴上“非

主流”“土味”等标签。

早在 10 年前，互联网上就已

经出现过类似的舞蹈形式。其中，

2014 年短视频平台美拍曾建立“全

民社会摇”专区，申请并获得了“最

大规模的线上自创舞蹈视频集”。

据其官方微博显示，当时约 102 万

人参与了 # 全民社会摇 # 活动，其

视频合集在各大视频门户网站及美

拍站内总播放量约 2 亿。

之后，“社会摇”不断经历调整、

发展，与此同时，抖音、快手等平

台上也发展出了更多类型的舞蹈形

式。近年，各地衍生出“青海摇”“西

安摇”等类型，变化的是动作风格，

不变的是电子音乐与编舞带来的动

感。

“当年，魔性的《江南 style》

都能风靡全球，谁都能哼上几句，‘科

目三’走红也就不难理解了。”上

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瑛在接受

《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科目三”

带来的热潮是过去其他“社会摇”

所未曾达到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有

了如今短视频流量红利的加持和赋

能，“科目三”才得以迅速传播并

扩大影响力。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 10.79 亿，其中短视频用

户规模达 10.26 亿。短视频不仅是一

种网生内容形态，还是一种传播方

式，它以强大的搭载能力和审美张

力成为当下文化艺术发展中的基础

设施。在文艺领域，短视频已成为

网生文艺内容的催化剂、播种机、

放大器。

“短视频 +”使很多文艺样式

在传播上搭上了互联网快车，比如

李子柒传统文化类短视频风靡一时，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早安隆回》《孤

勇者》《错位时空》等歌曲借助短

视频火爆全网……如今，“科目三”

的流行也彰显着类似的传播逻辑，

即短视频让全民传播成为可能，在

一次次的围观和转发中，任何“冷门”

都可能成为“热点”。

不仅如此，短视频还激发了人

们创作的积极性，让“科目三”衍

生出众多版本，这又反过来刺激了

“科目三”的进一步传播。

有人说，曾经的“社会摇”，

重在“社会”；现在的“社会摇”，

重在“摇”。不难发现，最受欢迎

的“科目三”视频，几乎都拍摄于

人流密集的公共场合。在配乐特征

上，其电音曲风简单、奔放，具有

强烈的律动感；在舞姿形态上，伴

随着鲜明的音乐节奏，摇花手、扭腰、

摆胯等动作颇具喜感。

吴瑛认为，“科目三”的走红

背后，还蕴含着青年亚文化的趣味

密码，它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上图：短视频上到处

都是海底捞版“科目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