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规划课题（２０２０Ｂ１８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基金项目（ｇｚｗｋｊ２０２３４７７）
△［通信作者］张宛筑，Ｅｍａｉｌ：２６９３９６１３９＠ｑｑ．ｃｏｍ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第４５卷第５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５，Ｎｏ．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１

大学生身体满意度、自我和谐、外貌焦虑的关系
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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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目的　探讨自我和谐在大学生身体满意度与外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以
期为大学生外貌焦虑干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外貌焦虑量表、外表满意度量表、自我和谐量表，对
１００７名大学生进行问卷测试。结果　不同性别大学生外貌焦虑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０７，Ｐ＜
０００１）；身体满意度、自我和谐与外貌焦虑两两之间呈相关性；身体满意度负向预测外貌焦虑（β＝－０．６１，Ｐ＜
０００１），自我和谐正向预测外貌焦虑（β＝０．２８，Ｐ＜０．００１），自我和谐在身体满意度与外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具有统计学意义（β＝－０．０８，Ｐ＜０．００１）；性别在身体满意度与自我和谐、外貌焦虑之间具有调节作用（β＝－０．１６，
Ｐ＜０．０５；β＝－０．１２，Ｐ＜０．０５）。结论　身体满意度可以正向预测外貌焦虑，还可以通过自我和谐的中介作用预测
外貌焦虑；性别在身体满意度、外貌焦虑、自我和谐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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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貌焦虑（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ｘｉｅｔｙ）是指个体担心
自己的外貌达不到社会界定美的标准、害怕受到他

人负面评价，处于紧张、烦恼等情绪的非适应性行

为［１］。近年来，国内化妆品行业蓬勃发展［２］，整形

手术已占医美市场的 ５８％，而年轻群体更加关注
外表。然而，由于个体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表和他人

的负面评价，外貌焦虑现象也日益严峻。外貌焦虑

主要表现包括：对外表的强迫性想法、过度检查外

表以及对伪装外表的担忧等，它会给个体带来一系

列的心理行为问题，如抑郁［３］、饮食障碍［４］等。身

体满意度（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是反映个体对自己
身体形象主观体验和评价的主要指标，从生理层面

看，身体满意度会影响外貌焦虑的程度［５］。从内

在特征层面看，自我和谐（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ａｎｄＣｏｎ
ｇｒｕｅｎｃｅ）是指个体自我内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
与经验之间的协调，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与自我和谐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６］，而外貌焦虑又是社交

焦虑的一种类型，因而自我和谐可能是外貌焦虑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当个体对自我形象的看法有差

异时，自我和谐的状态平衡被打破，害怕得到别人

的负面评价进而形成外貌焦虑。从性别角度看，理

想的外表可能因人而异，男女都会对自己的外表感

到不满意［７］，通常情况下，年轻女性可能追求身材

苗条，而男性可能追求肌肉发达。以往研究表明，

女性对身体形象的态度以及身体满意度均差于男

性［８］，因此性别可能会调节个体的身体满意度和

外貌焦虑水平。本研究拟探讨大学生的外貌焦虑

与身体满意度及自我和谐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性别

的调节作用，以期为预防和干预大学生外貌焦虑水

平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２１年３月，面向贵阳市 ３所高校的在校大

学生群体，采用整群抽样进行线上和线下结合问卷

调查，共回收１１０５份，剔除无效问卷９８份，最终获
得有效问卷１００７份，有效率为９１．１３％。其中，男
生３３９人，女生６６８人，平均年龄为（１９．７４±１．２４）
岁；城镇２３１人，农村７７６人；独生子女 １２６人，非
独生子女８８１人。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外貌焦虑量表　采用Ｄｉｏｎ等［９］编制，孙青

青［１０］修订的外貌焦虑量表（简版），共包含１４个题

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评分，从“从不”到“几乎总是”
计１～５分，分数越高表示外貌焦虑程度越高。验
证性因子分析支持了问卷结构，χ２／ｄＦ＝３．３１，ＣＦＩ
＝０．９７，ＴＬＩ＝０．９５３，ＩＦＩ＝０．９７，ＲＭＳＥＡ＜０．０５，模型
拟合度良好。本研究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８０。
１．２．２　外表满意度量表　采用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等［１１］编

制的外表满意度量表，该量表包括身体满意度与感

知社会两个维度，本研究采用其中的身体满意度分

量表。该量表包含８个题目，反映了个体对身体各
部分的满意度。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计分法，得分越
高，表示个体对自我的身体形象越满意。验证性因

子分析支持了问卷结构，χ２／ｄＦ＝３．１７，ＣＦＩ＝０．１０，
ＴＬＩ＝０．９９，ＩＦＩ＝０．１０，ＲＭＳＥＡ＜０．０５，模型拟合度
良好。本研究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３。
１．２．３　自我和谐量表　采用王登峰［１２］编制的自

我和谐量表来检测个体的自我和谐水平。该量表

包含３个维度，分别是“自我的灵活性”“自我与经
验的不和谐”“自我的刻板性”。均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点
计分法。三个维度得分之和为总分（其中“自我的

灵活性”维度需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自

我和谐水平越低。验证性因子分析支持了问卷结

构，χ２／ｄＦ＝２．３０，ＣＦＩ＝０．９３，ＴＬＩ＝０．９１，ＩＦＩ＝０．９３，
ＲＭＳＥＡ＜０．０５，模型拟合度良好。本研究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对人口学变量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ｔ检验，使用偏相关分析身体满意度、自我
和谐、外貌焦虑和性别之间的相关性，运用

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对自我和谐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
在身体满意度、自我和谐以及外貌焦虑之间的调节

效应进行分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５０００，９５％ＣＩ），若置信区
间不包含 ０，则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法，特征根大于１的

因子共有１１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
为１７．９３％，小于临界值 ４０％，表明本研究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２．２　大学生身体满意度、自我和谐和外貌焦虑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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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满意度得分上，不同性别的学生得分存在

明显差异（ｔ＝６．６３，Ｐ＜０．００１）；是否独生子女（ｔ＝
０．９５，Ｐ＞０．０５）、不同生源地的学生（ｔ＝０．８２，Ｐ＞
００５）得分无明显差异。自我和谐得分上，男大学
生的自我和谐得分显著低于女大学生（ｔ＝２．１６，Ｐ＜
０．０５）；来自农村的学生显著高于来自城镇的学生
（ｔ＝－３．０２，Ｐ＜０．０１）；是否独生子女的学生自我和
谐得分无明显差异（ｔ＝－１４７，Ｐ＞０．０５）。外貌焦
虑得分上，男大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女大学生（ｔ＝
－３．７０，Ｐ＜０．００１）；是否独生子女、不同生源地的学
生得分无明显差异（ｔ＝０．０９，Ｐ＞０．０５、ｔ＝－１．１９，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大学生身体满意度、自我和谐和外貌焦虑

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人口学变量 身体满意度 自我和谐 外貌焦虑

性别

　　男 ２７．８９±５．９０ ９３．６６±１２．２７ ３７．６６±６．６８

　　女 ２５．２４±６．０４ ９１．９７±１１．４５ ３９．４５±７．５６

　　ｔ值 ６．６３ ２．１６ －３．７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１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 ２６．６１±５．９６ ９１．１０±１２．４３ ３８．９０±７．７７

　　非独生 ２６．０６±６．１４ ９２．７５±１１．６５ ３８．８４±７．２６

　　ｔ值 ０．９５ －１．４７ ０．０９

　　Ｐ值 ０．３４５ ０．１４１ ０．９３２

生源地

　　城镇 ２６．４２±６．２９ ９０．４９±１２．０４ ３８．３４±７．５１

　　农村 ２６．０４±６．０７ ９３．１４±１１．６０ ３８．９９±７．２７

　　ｔ值 ０．８２ －３．０２ －１．１９

　　Ｐ值 ０．４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２３５

２．３　大学生身体满意度、自我和谐和外貌焦虑的
偏相关分析

以年龄、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作为控制变量

采取偏相关分析，发现性别与身体满意度呈显著负

相关（ｒ＝－０．２０，Ｐ＜０．００１）、与外貌焦虑呈正相关
（ｒ＝０．１２，Ｐ＜０．００１）；身体满意度与外貌焦虑呈显
著负相关（ｒ＝－０．６１，Ｐ＜０．００１），身体满意度与自
我和谐呈显著负相关（ｒ＝－０．２８，Ｐ＜０．００１），自我
和谐与外貌焦虑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４３，Ｐ＜
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身体满意度、自我和谐与外貌焦虑之间的
偏相关分析（ｒ值，ｎ＝１００７）

得分（分，珋ｘ±ｓ） 性别 身体满意度 自我和谐 外貌焦虑

性别 － －

身体满意度 ２６．１３±６．１２ －０．２０ －

自我和谐 ９２．５４±１１．７５ －０．０６ －０．２８ －

外貌焦虑 ３８．８５±７．３２ ０．１２ －０．６１ ０．４３ －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４　身体满意度、自我和谐对外貌焦虑的回归分
析及中介检验

身体满意度显著负向预测外貌焦虑（β＝
－０６１，Ｐ＜０．００１），自我和谐正向预测外貌焦虑的
（β＝０．２８，Ｐ＜０００１）。进一步使用 Ｈａｙｅｓ开发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控制人口学变量的条件下来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自我和谐在身体满意度与外貌焦

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０．０９，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１１，－０．０６］，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１３．１１％。详见表３、表４。

表３　回归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β值，ｎ＝１００７）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Ｒ Ｒ２ Ｆ β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下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上限

ｔ Ｐ

外貌焦虑 ０．６１ ０．３７１１８．８４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７ １．２２ ０．２２３

性别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９７２

生源地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９８ ０．３２９

独生子女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６ －１．２７ ０．２０６

身体满意度 －０．６１ －０．６６ －０．５６ －２３．８２ ＜０．００１

自我和谐 ０．３３ ０．１１ ２４．０１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２ ２．６８ ０．００８

性别 －０．１２ －０．３８ －０．１３ －３．８７ ０．００１

生源地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９ １．７４ ０．０８３

独生子女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２５ ０．５７ ０．５６６

身体满意度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２４ －９．８８ ＜０．００１

外貌焦虑 ０．６７ ０．４４１３２．９８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３４ ０．７３７

性别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７ １．３４ ０．１８１

生源地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４２ ０．６７８

独生子女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３ －１．５５ ０．１２２

身体满意度 －０．５２ －０．５７ －０．４８ －２０．７６ ＜０．００１

自我和谐 ０．２８ ０．２３ ０．３３ １１．３２ ＜０．００１

　　注：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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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介效应分解表

中介变量 效应 效应值 ＳＥ ＢｏｏｔＣＩ
下限

ＢｏｏｔＣＩ
上限

效应占比
／％

直接效应 －０．５２ ０．０３ －０．５８ －０．４８ ８５．２５

自我和谐 间接效应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６ １４．７５

总效应 －０．６１ ０．０３ －０．６６ －０．５６ １００

２．５　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性别的调节作用，采用 Ｈａｙｅｓ开发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中Ｍｏｄｅｌ８，在控制其他人口学变量
的条件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

明，身体满意度与性别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自我

和谐、外貌焦虑（β＝－０．１６，Ｐ＜０．０５；β＝－０．１２，Ｐ＜
０．０５），见表５。不同性别下，身体满意度对外貌焦
虑的直接效应以及自我和谐的中介效应值及９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置信区间如表６所示。

表５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β值，ｎ＝１００７）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Ｒ Ｒ２ Ｆ β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下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上限

ｔ Ｐ

自我和谐 ０．３４ ０．１２ ２１．０５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２ ２．８０ ０．００５

生源地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２９ １．７８ ０．０７５

独生子女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２５ ０．６２ ０．５３３

性别 －０．２３ －０．３６ －０．１０ －３．４９ ＜０．００１

身体满意度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２４ －９．８５ ＜０．００１

身体满意度性别 －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０３ －２．３９ ０．０１７

外貌焦虑 ０．６７ ０．４５１０１．２２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４７ ０．６３６

生源地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４６ ０．６３９

独生子女 －０．１２ －０．２６ ０．０４ －１．４９ ０．１３４

性别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９ １．６７ ０．０９６

身体满意度 －０．５２ －０．５７ －０．４８ －２０．８１ ＜０．００１

自我和谐 ０．２８ ０．２３ ０．３３ １１．１３ ＜０．００１

身体满意度性别 －０．１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２．４１ ０．０１５

表６　不同性别下身体满意度对外貌焦虑的直接效应
以及自我和谐的中介效应

性别 路径 效应值 ＳＥ ＢｏｏｔＣＩ下限 ＢｏｏｔＣＩ上限
男 直接效应 －０．４４ ０．０４ －０．５２ －０．３６

中介效应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女 直接效应 －０．５６ ０．０３ －０．６２ －０．５０

中介效应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７

采用简单斜率图进一步考察性别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无论男生（β＝－０．２０，Ｐ＜０．００１）还是女
生（β＝－０．３６，Ｐ＜０．００１），身体满意度对自我和谐

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自我和谐得分随着身

体满意度水平的增加而显著下降，说明自我和谐水

平随之增高；且与男生相比，女生下降趋势更为明

显（见图１）。在男生（β＝－０．４４，Ｐ＜０．００１）、女生
（β＝－０．５６，Ｐ＜０．００１）群体中，身体满意度对外貌
焦虑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即随着身体满意度的

增加，外貌焦虑水平显著下降，且与男生相比，女生

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见图２）。

图１　性别在身体满意度与自我和谐之间关系的
调节作用

图２　性别在身体满意度与外貌焦虑之间关系的
调节作用

３　讨论

外貌焦虑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

题［１３］。本研究探讨了身体满意度对大学生外貌焦

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了自我和谐的中介作

用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身体满意度

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外貌焦虑，当个体对身体越

不满意时，外貌焦虑的水平越高，本研究结果与

Ｒｏｄｇｅｒｓ等［１４］研究一致。大学生正处于自我概念

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自我意识、人际关系等的发

展，个体会以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来对自己的身体

各个方面进行评价［１５］。当个体对自己的要求变高

时，负面评价就越来越多，对自己身体不满意也成

了一个普遍现象［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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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自我和谐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个体的身体满意度显著负向预测

自我和谐，即当个体对自己的外表相貌越满意，自

我和谐水平就越高。根据罗杰斯人格理论［１７］，自

我分为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理想自我指的是个

体希望变成谁，代表个体最希望拥有的特征；真实

自我是指个体认为自己是谁，是个体通过对自己经

验的客观反映以及对自我的客观评价。当个体觉

知到的自我与实际经验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就会体

验到内心的紧张和纷扰，即自我不和谐状态。社会

比较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ｙ）认为，当发现
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时，个体会努力的拉近理

想与现实的距离［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自我和谐

显著正向预测外貌焦虑，并且还在身体满意度与外

貌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当个体对身体外貌不满

意，出现自我不和谐状态时，即个体发现自己的真

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存在一定差异时，为了保持自我

和谐状态的平衡，其就会采取多种防御措施［１７］，这

将使个体更容易产生外貌焦虑。

３．２　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身体满意度对大学生自我和谐和

外貌焦虑的影响受到性别的调节。相比男生，身体

满意度对外貌焦虑的直接影响以及自我和谐的中

介作用在女生中更强。换言之，女生要比男生有更

严重的外貌焦虑水平，更低的自我和谐水平，这与

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１９２０］。Ｖｏｇｔ［２１］发现女性比男性
更容易受到与外表相关的信息的影响，且更可能内

化“瘦即是美”的观点。这意味着女性在评价自己

时更倾向于强调外表而非身体属性。因此，女性会

比男性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外表以及与外表相关的

信息，也更担心和不满意自己的身体形象。外表吸

引力刻板印象（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认为，当我们认识一个新朋友时，我们首先注意到

的是他／她外表有多吸引人，虽然印象可能会随着
时间而改变，但是对美的最初的判断会促使我们决

定是否继续关注他／她［２２］。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有

吸引力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更有能力和更聪明，有吸

引力的人更容易交朋友，具有更高的人际吸引力。

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关注自己外表相关的信息，当女

性对自己身体不满意时，会误认为自己缺乏吸引

力，这影响了他们对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的看

法，打破了自我和谐的平衡状态，从而导致外貌焦

虑水平的增加。

３．３　研究意义及不足之处
本研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身体满

意度对大学生外貌焦虑的影响，进一步揭示自我和

谐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既

表明了身体满意度是如何作用于外貌焦虑，也表明

了身体满意度对外貌焦虑的影响的性别差异，尤其

是验证了自我和谐在身体满意度和外貌焦虑之间

的中介作用，扩展了大学生外貌焦虑影响机制的研

究。

首先，身体满意度对外貌焦虑有显著的直接影

响，这提示大学生应正确认识自我，不要盲目追求

大众传媒所宣扬的畸形的审美观。其次，低身体满

意度会破坏自我和谐，使个体产生紧张、担忧的内

心，进而导致外貌焦虑。因此，学校和家长都应该

有意识地去引导学生合理看待他人评价，社会大众

媒体应该提高媒体素养，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针对外貌焦虑还可以通过干预身体不满意的

方式来改善，身体不满意的风险因素是来自社会来

源，包括家庭、同伴、社会的外表压力。为了转变青

少年和青年在身体意象方面的错误观念，Ｓｔｉｃｅ和
Ｐｒｅｓｎｅｌｌ［２３］开发了“身体项目（Ｂｏｄｙｐｒｏｊｅｃｔ）”，参与
者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改变他们的直接外

表环境，以改变同伴外表对话的负面方向，并减少

外表负面评价。也可以通过心理活动、团体辅导、

认知矫正训练等方式让学生认识正确地认识自我，

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一面，不要仅仅只是关注自己的

缺点和失败等消极方面，改变自我的不合理信念，

学会合理看待外界的评价，尊重自己的外表，提升

自我价值感和自我和谐水平，弱化外貌焦虑程度。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的数据

收集方法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被试均是自我报告

其当前的状态，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未来可以考

虑从同伴、父母、学校的角度来进行收集数据。其

次，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设计，尽管是建立

在以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但也难以保证

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效应，未来可以采用

纵向研究核试验结合来进一步考察，深入探讨变量

之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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