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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究自拍相关行为和外貌评价对医学院女生客体化意识的影响，探讨医学院女生对自身的
外貌评价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在山东省某医学院内随机选取３９９名女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施测
自拍相关行为量表、客体化意识量表及外貌评价量表，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及 Ｐｒｏｃｅｓｓ插件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结
果　不同来源地的医学院女大学生在一般外貌积极评价和体重外貌积极评价两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ｔ＝３．
６１２，Ｐ＜０．０５；ｔ＝２．３２６，Ｐ＜０．０５）；自拍强度相关行为、外貌评价各维度及客体化意识维度间显著正相关；体重和
外貌的消极评价在浏览好友自拍和身体羞耻感间存在中介作用，体重外貌积极评价在发布自拍强度和身体羞耻

感间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０．１４６，－０．０３８，占总效应的３６．９６％，９．２１％。结论　在医学院女大学生
群体中，自拍强度相关行为对客体化意识有一定影响，且外貌评价在自拍相关行为及客体化意识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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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体化意识是指女性从一个观察者的视角来
看待自己，只关注本人的体型和相貌，将本身当作

一个基于外表被观看和评价的客体的意识倾

向［１］。客体化会导致女性焦虑抑郁、认知能力损

害以及情绪问题等［２４］，长期客体化会使女性反复、

不自觉的对自身外表进行监察，过度关注身体外貌

或某些特定部位，影响女性的外貌评价。

就目前研究来讲，媒体涵盖的女性客体化信息

多于男性，女性更容易受各种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影

响，使得自我客体化程度和身体羞耻感水平升

高［５］，同时社交网站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

低人的孤独感，并使自尊、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

水平得到提升［６７］。在社交网站中，最常见的自我

呈现方式就是发布自己的自拍［８］。自拍频次越

高，积极情绪就会越高［９１０］。自我呈现越多，自我

客体化程度就会越深［１１］。因此，可以假设自拍相

关行为频率越高，自我客体化意识越强烈，在一定

程度上能折射出个体对自身外貌的满意度。

他人对女性外貌的评论对女性身心造成影响，

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重要心理机制［１２］。因此本研

究将自拍行为、客体化意识及外貌评价相结合，希

望借此研究能发现女大学生客体化的影响机制。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月，在山东省某医学院校采

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４１５名医学院女生进行问卷
调查，筛选后获得有效数据 ３９９份，其中城市 １０８
人，农村２９１人，独生９２人，非独生３０７人，平均年
龄为（２０．６９±１．６２）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社交网站中与自拍相关问
卷。采用Ｆｒｉｓｏｎ［１３］的消极社交网站和积极社交网
站量表，以及 Ｍｅｉｅｒ［１４］的照片相关行为量表，该量
表经由罗一君进行修订及使用［４］，用以测量社交

网站中的自拍相关行为。量表共分为两个维度，浏

览好友自拍强度及自己发布自拍的强度。表示浏

览好友自拍强度的共 ３个项目，采用 ５点计分（１
表示从不，５表示总是），总分越高表示浏览好友自
拍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
为０．６４２。表示自己发布自拍强度的共３个项目，

采用５点计分（１表示从不，５表示总是），总分越
高表示自己发布自拍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７０４。
２）女性状态客体化意识问卷［１５］。采用 Ｍｃ

Ｋｉｎｌｅｙ和Ｈｙｄｅ编制的状态客体化意识问卷，中文
版由罗一君修订及使用［４］，该问卷分为身体监控

与身体羞耻感两维度。两个分量表各有８个项目，
采用５点计分（１表示非常不同意，５表示非常同
意），得分越高，表明身体监控和身体羞耻感越强。

本研究中，此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分别为０．３７７
和０．５７０。

３）外貌评价问卷（Ｖｅｒｂ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ＶＣＯＰＡＳ）。采用 Ｈｅｒｂｏｚｏ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编制的外貌评论量表［１６］。该量表经杜

红芹等［１７］对原始问卷翻译及验证分析后使用，该

量表共２１个项目，分为３个维度：体重和外貌的消
极评价、体重和外貌的积极评价、一般外貌积极评

价。量表采用 ５点计分（１代表从不，５代表总
是），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外貌相

关评论的频率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７９７。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采用两种方式：１）在
山东省某医学院校随机选取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２）将问卷题目做成问卷星的形式，利用社交网
站中微信 ＡＰＰ广泛收集医学院女性大学生的数
据，共收集 ４１５份，其中有效数据 ３９９份，有效率
９６．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导入ＳＰＳＳ２１．０，对状态客体化意识、外
貌评价及自拍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采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插件探究外貌评价在自拍及客体化意识
间的中介作用。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由问卷法获得，所以要进行共

同方法偏差检验［１８］。对所得数据使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
因素检验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设定所有变量的公

因子为１，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１的共１２个，其中
最大方差百分比为 １４．１４５％，低于 ４０％的临界标
准，表明变异不能由单一因素解释，研究不存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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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２．２　医学院女生的客体化意识、外貌评价现状
为了解不同人口学变量下，医学院女生客体化

意识及对自身外貌评价的现状，进行以下分析，发

现外貌评价及客体化意识在是否独生及是否有男

友方面无显著差异；来源地方面，在外貌评价量表

的一般外貌积极评价和体重外貌积极评价两因子

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来自于城市的女生外貌的积

极评价程度显著高于农村的学生。见表１。

表１　不同人口学变量下医学院女生
在外貌评价方面的差异

因子 来源地 ｎ 珋ｘ±ｓ ｔ Ｐ

一般外貌积极评价 城市

农村

１０８

２９１

２２．００±４．１３８

２０．２９±４．２２９
３．６１２０．０００

体重和外貌的积极评价
城市

农村

１０８

２９１

１２．８１±４．１０４

１１．８４±３．５５８
２．３２６０．０２１

２．３　 医学院女生的自拍相关行为、客体化意识、
外貌评价的相关分析

浏览好友自拍、身体羞耻感和体重外貌消极评

价间显著正相关，发布自拍强度与体重外貌积极评

价、一般外貌积极评价、身体羞耻感间显著正相关，

见表２。
２．４　自拍相关行为对医学院女生客体化意识的影
响：外貌评价的中介作用

按照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Ｈａｙｅｓ２０１３年提
出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检验，样本
量选择 ５００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
非参数百分位法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在 ９５％置信区间
下，中介路径１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 ０（ＬＬＣＩ＝０．
０６８，ＵＬＣＩ＝０．２４８），表明体重和外貌的消极评价在
浏览好友自拍和身体羞耻感间中介作用显著，且中

介效应大小为 ０．１４６，占总效应的 ３６．９６％。中介
路径２检验结果包含 ０（ＬＬＣＩ＝－０．０３３，ＵＬＣＩ＝０．
０３６），表明体重和外貌的消极评价在浏览好友自
拍和身体监控间中介作用不显著。中介路径３检
验结果包含０（ＬＬＣＩ＝－０．０６８，ＵＬＣＩ＝０．４０２），表明
一般外貌积极评价在发布自拍强度和身体羞耻感

间中介作用不显著；中介路径４检验结果不包含０
（ＬＬＣＩ＝－０．０９８，ＵＬＣＩ＝－０．００５），表明体重外貌积
极评价在发布自拍强度和身体羞耻感间中介作用

显著，中介效应值约为０．０３８，占总效应的９．２１％，
因此中介作用显著的有路径１和路径４。见图１、
图２和表３。

表２　医学院女生自拍相关行为、客体化意识、外貌评价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ｒ值）

珋ｘ±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浏览好友自拍 ８．４３９±２．０６６ １

２发布自拍强度 ５．８０５±１．９８９ ０．３７６ １

３身体监控 ２３．８０±３．３１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２ １

４身体羞耻感 ２２．２０±４．２６８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１ ０．１１８ １

５体重外貌消极评价 ２４．１４±５．９７３ ０．２０２ ０．２４３ －０．００６ ０．３７５ １

６一般外貌积极评价 ２０．７５±４．２６８ ０．０３５ ０．１７６ ０．１９０ ０．０１２ ０．１８０ １

７体重和外貌积极评价 １２．１１±３．７３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６３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４ －０．１３０ ０．４３７ １

　　注：Ｐ
"

０．０５，Ｐ
"

０．０１

图１　路径１中介作用图 图２　路径４中介作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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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医学院女生外貌评价在自拍相关行为及客体化意识间的中介作用

中介路径 总效应值 直接效应值 间接效应值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１浏览好友自拍→体重外貌消极评价→身体羞耻感 ０．３９５ ０．２４９ ０．１４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８ ０．２４８

２浏览好友自拍→体重外貌消极评价→身体监控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６

３发布自拍强度→一般外貌积极评价→身体羞耻感 ０．４１１ ０．４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８ ０．４０２

４发布自拍强度→体重外貌积极评价→身体羞耻感 ０．４１１ ０．４４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医学院女生群体自我客体化

机制，发现自拍行为及外貌评价在其中的作用。在

医学院女生群体中，来自于城市的女生更注重他人

对自身外貌体重的积极评价，客体化意识较强，常

以观察者的视角审视自身外貌。这可能与成长环

境有关，城市的生活条件及基础设施均好于农村，

获取社交信息更为容易，其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较

多，更加了解社会对“美”的定义，其对自身容貌也

更在意，更多的表现出自拍等相关行为，更多注重

他人对自己外貌的积极评价。

鉴于客体化水平对女性的认知、情绪等方面的

危害，本研究探讨了客体化意识与自拍相关行为、

外貌评价的关系，表明自拍相关行为以及外貌评价

因素会影响医学院女生的客体化意识水平，这与研

究假设是一致的，且外貌评论在自拍对女性自我客

体化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这与杜红芹等［１７］研究

结果一致，通过中介路径１的结果可以发现当个体
对自身外貌评价呈消极状态时，易产生外貌焦

虑［１９］，身体羞耻感也会增强。根据社会比较理论，

自拍会增强与他人的社会比较［２０２１］，从而增强身

体羞耻感，研究结果支持了该理论，提示对体重外

貌的消极评价会加重女生的客体化水平，也可能激

发其嫉妒、攀比等不良心理［２２］。中介路径 ４表明
发布自拍强度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身体羞耻感，还通

过体重外貌的积极评价间接降低身体羞耻感。可

见，自拍相关行为，不管是自己发布自拍强度还是

浏览他人自拍频次均会加重客体化程度，这与杜红

芹［１７］的研究是一致的，但是崔倩倩的研究显示自

拍行为仅影响身体监视，不会影响身体的满意

度［２３］，出现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研究方法差异。

发布自拍强度、浏览好友自拍强度、对自己外

貌的评价均会增强个体的客体化意识，与罗一君研

究结果一致［４］，所以客体化意识水平较高的人群

是要着重关注的对象。客体化与心理安全感存在

密切的关系，它通过影响心理安全感的获得而使个

体出现外貌焦虑的程度加深［２４］，可以依靠增加个

体的心理安全感来抵消外表焦虑带来的伤害，或是

通过自悯信的书写来减少身体羞耻感［２５］，使身体

羞耻感的影响不足以妨碍个体的生活。医学生必

须要培养严谨、准确、自信，所以作为医学高校要注

重客体化水平对医学生的负面影响，关注医学生身

心发展，给予积极指导或干预，引导她们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持正确的审美观，合理使用社交网络，甄

别有益信息，积极看待她人及自身的体貌，注重全

面提升而不只关注外貌，成为新时代独立自强的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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