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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身体自我与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性

胡雨葳　王尧尧　黄列玉△

（贵州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身体自我与人际关系困扰的现状与关系。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法，使用青少年
身体自我问卷、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通过网络对７２９名被试进行调查。结果　女大学生的身体自我得分比男
大学生低（Ｐ＜０．００１）；农村大学生身体自我满意度比城市大学生高（Ｐ＜０．０５），人际关系困扰比城市大学生严重
（Ｐ＜０．００１）；被调查大学生身体自我与人际关系困扰呈负相关（Ｐ＜０．００１）；典型相关分析表明，身体自我与人际
关系困扰产生的第一对典型变量相关系数为０．４４５（Ｐ＜０．００１），典型变量主要反映了相貌特征与待人接物困扰
的负相关；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性别、生源地、相貌特征、运动特征、性特征都是人际关系困扰的重要预测因素。

结论　此次调查中大学生身体自我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有一定的人际关系困扰，应重视提升大学生的身体自
我满意度、改善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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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历来是高校心理保健的重 中之重，人际关系质量对大学生的学业适应与成

就［１］、手机成瘾［２］、抑郁情绪［３］都有影响，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质量有着密

切联系［４］。对人际困扰的相关研究已表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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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认知与评价是其人际困扰程度的重要预测

因素［５６］。目前大学生自我评价影响人际关系相关

研究尚不深入。

身体自我（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ｅｌｆ）也称身体意向，指个
体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和评价，包含个体对自我健

康、相貌、身体功能等部分的认知评价，与个体的生

理属性密切相关［７］，是自我概念发展中的核心因

素［８］，对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评价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以身体自我为切入点，调查大学生身体自我与

人际关系困扰的现状，探讨二者之间的典型结构及

相关关系，为改善大学生人际困扰问题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参照已有研究［９］得

到身体自我与人际关系困扰相关为－０．１９８；使用
ＧＰｏｗｅｒ３．１设置α＝０．００１（双侧），１－β＝０．９５，获
得最小样本量６０３。

于２０２１年８月，使用问卷星编辑电子问卷，通
过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对大学生被试群体发放调查

问卷。最终共发放问卷８７６份，收回有效问卷７２９
份，有效回收率 ８３．２％。其中，男生 ２９６人（４０．
６％），女生４３３人（５９．４％）；城市４０９人（５６．１％），
农村３２０人（４３．９％）；独生子女３５５人（４８．７％），
非独生子女 ３７４人（５１．３％）；大一 １０３人（１４．
１％），大二１９３人（２６．５％），大三２０４人（２８％），大
四１７９人（２４．６％），大五５０人（６．９％）。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青少年身体自我问卷［１０］。

该问卷一共有３３道题目，采用 ７级计分法（１～７：
很不满意～很满意），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身体自
我满意度越高。该量表包括相貌特征、身材特征、

性特征、运动特征和负面特征５个维度。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各维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６８～０．８７。

２）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１１］。共有 ２８道题
目，采用“是”与“否”回答，其中“是”计１分，“否”
计０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的人际关系困扰越严
重。该量表共有交谈困扰、待人接物困扰、交际困

扰和与异性朋友交往困扰４个维度。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各维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６７～０．７２。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采取方便取样方法，遵循自愿
原则，利用问卷星发放不记名问卷。在问卷指导语

中，研究者详细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填写要求及注

意事项，并回访部分被试获得填写反馈，确保题目

无歧义。同时，为确保数据可靠性，研究者主要在

高校学生微信、ＱＱ群发放问卷，并限制相同 ＩＰ填
写答卷次数。问卷收回后，剔除规律性应答及应答

时间＜３００ｍｓ的答卷。
１．２．３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次调查数据均
来自学生自主线上测试，为减少系统误差，本次调

查在前期统一指导语，控制题量及题目顺序；数据

分析阶段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第
一个公因子的解释方差比为２３．２９％，小于常用的
临界标准 ４０％，因此，可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分析及典型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身体自我及人际关系困扰得分现状
大学生的身体自我、相貌特征、身材特征、性特

征、运动特征和负面特征的得分分别为（１５２．０６±
３１．８２）分、（５１．１３±１１．１４）分、（４０．９４±１０．１２）分、
（２６．２６±７．５３）分、（１９．２９±４．５７）分、（１４．４３±３．
５６）分；人际关系困扰、交谈困扰、待人接物困扰、
交际困扰和与异性朋友交往困扰得分分别为（１０．
１２±５．８２）分、（２．７８±１．９３）分、（３．２４±２．０３）分、
（１．６６±１．４７）分、（２．４４±１．８２）分。进一步检验发
现，女生身体自我满意程度低于男生（Ｐ＜０．００１），
农村大学生身体自我满意程度高于城市大学生（Ｐ
＜０．０５）；不同性别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困扰程度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农村大学生人际困扰程度较城市

大学生有更严重的人际关系困扰（Ｐ＜０．００１）。见
表１、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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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性别、生源地大学生身体自我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项目 ｎ 身体自我总分 相貌特征 身材特征 性特征 运动特征 负面特征

性别

　　男 ２９６ １６３．１８±３１．０３ ５４．３６±１０．５５ ２８．５５±７．１４ ２０．５５±４．４２ ４４．６９±１０．０６ １５．０３±３．５０
　　女 ４３３ １４４．４６±３０．１０ ４８．９３±１１．０１ ２４．７０±７．３９ １８．４２±４．４７ ３８．３８±９．３５ １４．０３±３．５６
　　ｔ ８．１４５ ６．６５１ ７．０１８ ６．３５４ ８．５５２ ３．７４２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生源地

　　城市 ４０９ １４９．４８±３２．３１ ５０．０４±１１．３４ ２６．１１±７．５４ １８．９６±４．５４ ４０．４１±１０．２８ １３．９５±３．５５
　　农村 ３２０ １５５．３６±３０．９１ ５２．５３±１０．７５ ２６．４５±７．５２ １９．７１±４．５７ ４１．６１±９．９０ １５．０５±３．４９
　　ｔ －２．４８５ －３．０１４ －０．５９６ －２．２２６ －１．５８９ －４．１６８
　　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５５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１

表２　不同性别、生源地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项目 ｎ 人际困扰总分 交谈困扰 待人接物困扰 交际困扰 异性交往困扰

性别

　　男 ２９６ ９．８２±５．９５ ２．６１±１．９５ １．６９±１．４４ ２．９６±２．０３ ２．５６±１．８８
　　女 ４３３ １０．３２±５．７２ ２．８９±１．９１ １．６４±１．４９ ３．４３±２．０１ ２．３６±１．７７
　　ｔ －１．１５３ －１．９０８ ０．４１５ －３．０９８ １．４２２
　　Ｐ ０．２４９ ０．０５７ ０．６７８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５
生源地

　　城市 ４０９ １０．８９±５．４７ ３．００±１．９０ １．７９±１．４９ ３．５１±１．９５ ２．６０±１．７３
　　农村 ３２０ ９．１３±６．１０ ２．５０±１．９５ １．４９±１．４３ ２．９０±２．０８ ２．２４±１．９２
　　ｔ ４．０９４ ３．４８ ２．７３４ ４．０３９ ２．６３２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２．２　身体自我与人际关系困扰及其各维度间的相
关关系

身体自我总分及其各维度与人际关系困扰总

分及其各维度之间均有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０１）。
见表３。

表３　大学生身体自我与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分析（ｒ）

项目 交谈困扰 交际困扰
待人接

物困扰

与异性朋友

交往困扰

人际关

系困扰

相貌特征 －０．３５３ －０．３９０ －０．２４７ －０．１９８ －０．３７８

运动特征 －０．３２８ －０．３８０ －０．２１９ －０．１９４ －０．３５７

身材特征 －０．３１５ －０．３６１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６ －０．３２５

性特征 －０．３２６ －０．３４６ －０．２１６ －０．２２４ －０．３５４

负面特征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４ －０．１３２ －０．２０２ －０．２６５

身体自我 －０．３７７ －０．４２０ －０．２４１ －０．２２５ －０．４０３

　　注：Ｐ＜０．００１

将身体自我的５个维度（ｘ１相貌特征，ｘ２身材
特征，ｘ３性特征，ｘ４运动特征，ｘ５负面特征）组成的
Ｘ组变量与人际关系困扰４个维度（ｙ１交谈困扰，
ｙ２待人接物困扰，ｙ３交际困扰，ｙ４与异性朋友交往
困扰）组成的Ｙ组变量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共得到
两对典型变量，两类指标存在正相关关系（Ｐ＜０．
０５），见表４、表５。由于第二对典型变量的典型负
载系数（除Ｖ２与ｙ２的简单相关系数外）均小于０．
３，就意味着典型变量之间的方差重叠量太小，不再

需要对相应的典型相关做出解释［１２１３］。因此，本

研究只用第一对典型变量进行解释整体关系。使

用标准化典型系数得到第一对典型变量的函数：

Ｕ１＝０．３９ｘ１＋０．２７ｘ２＋０．２２ｘ３＋０．１６ｘ４＋０．１３ｘ５，Ｖ１＝－
０．４１ｙ１－０．７１ｙ２－０．０８ｙ３＋０．１３ｙ４。由第一对典型相
关变量可知，Ｕ１主要由 ｘ１决定，Ｖ１主要由 ｙ２决
定，说明大学生身体自我与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性

主要表现为相貌特征与待人接物困扰的负相关。

表４　大学生身体自我与人际关系
困扰典型相关系数（ｎ＝７２９）

典型变量 典型相关系数 Ｗｉｌｋ’ｓ Ｆ ｄｆ Ｐ
１ ０．４４５ ０．７７７ ９．４３ ２０ ＜０．００１
２ ０．１４０ ０．９６９ １．９０８ １２ ０．０２９

表５　大学生身体自我与人际关系
困扰典型相关分析

ｘ变量
典型变量

Ｕ１ Ｕ２
ｙ变量

典型变量

Ｖ１ Ｖ２
ｘ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６ ｙ１ －０．２１２ －０．１８５
ｘ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３ ｙ２ －０．３５１ ０．３８１
ｘ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４ ｙ３ －０．０５７ ０．１９４
ｘ４ ０．０３５ ０．１７２ ｙ４ ０．０７３ －０．６２６
ｘ５ ０．０３７ ０．２４０

　　以大学生身体自我５个维度得分、性别（男＝
１，女＝２）、生源地（城市＝１，农村＝２）为自变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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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困扰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示性别、生源地、相貌特征、运动特征、性特征

均可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逐步回归分析

项目 Ｂ ＳＥ β ｔ Ｐ ΔＲ２ Ｆ
常量　　 ２４．８５３ １．４２１ １７．４８５ ＜０．００１０．１７３３１．４５９
性别　　 －０．９２３ ０．４１９ －０．０７８ －２．２０２ ０．０２８
生源地　 －１．３３６ ０．３９８ －０．１１４ －３．３５７ ０．００１
相貌特征 －０．０９ ０．０３１ －０．１７２ －２．９１１ ０．００４
运动特征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３ －０．１４６ －２．５２８ ０．０１２
性特征　 －０．１７３ ０．０６６ －０．１３６ －２．６２１ ０．００９

３　讨论

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个体的外貌呈现

较以往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并面临着随时被他人给

以评价的可能性［１４］，这对大学生来说意味着更大

的身体意向失调的风险［１５１６］，也因此面临着更多

人际关系问题的挑战［１７］。

在本次研究中，被调查的大学生身体自我平均

得分为（１５２．０６±３１．８２）分，身体自我满意度处于
“有点满意”程度，满意程度并不高，男大学生身体

自我满意度高于女大学生，农村大学生身体自我满

意度高于城镇大学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

致［１８１９］。目前，社会文化普遍对女性有更为严苛

的外貌要求，女性普遍拥有更高的外貌压力，已成

为一种社会现象［２０］。

相关分析表明，反映身体自我的典型变量主要

由相貌特征决定，反映人际关系困扰的典型变量主

要由待人接物困扰决定，大学生对其相貌特征满意

度越低，其待人接物困扰越严重。面孔吸引力是人

类交往初期最先获得的社会信息，对人际关系中的

初始信任判断有着重要影响［２１］。个体对于自身相

貌特征的认知评价，会使个体产生他人对自己相貌

特征的主观想象评价［１５］，产生自卑等负面情绪，引

发待人接物困扰。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性别、生源地、相貌特征、

运动特征、性特征都是人际关系困扰的重要预测因

素，均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值得注意的是，身

材特征满意度与人际关系困扰呈负相关，但未见其

具预测作用，这或许说明大学生对自身的身材虽有

在意，但相比于外貌、体能等，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并

不会过多投入对身材的关注。

综上所述，目前大学生身体自我满意程度处于

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人际关系困扰，且二者呈负

相关。在帮助大学生减少其人际关系困扰时，应对

其身体自我满意度有所重视，特别关注女大学生、

城市大学生，关注大学生的容貌焦虑，有针对性地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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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６７（３）：２２２２３５．ＤＯＩ：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０７／
ｓ１１１９９０１２０１７５ｘ．

［２１］郝自新．面孔吸引力和社会身份信息对大学生初始
信任判断的影响研究［Ｄ］．沈阳：沈阳师范大学，
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９２２）
（本文编辑：石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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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３１页）结论：与传统的外科橡皮筋挂线
手术相比，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ｒｉｅｒ６ＡＤＳＣ的移植治疗肛瘘具
有较小的浸润性，对括约肌的无损害，疼痛较小且

愈合速度更快的优点，可以初步确定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ｒｉｅｒ６
能促进ＡＤＳＣ在瘘管创腔内更好的分化，但由于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ｒｉｅｒ６浓度高、吸收慢未达到理想的预期；
如果用这次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ｒｉｅｒ６实验量的 ２０％～５０％或
用自体脂肪制作３Ｄ支架会明显缩短愈合时间，这
是下一步课题研究目标。随着生物降解材料的快

速发展，ＡＤＳＣ可以与生物材料结合使用，以促进
ＡＤＳＣ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有望为患者开发更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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