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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
与体像烦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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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济宁 ２７２０１３）

　　摘　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与体像烦恼的关系。方法　采取社交网站使用
强度量表、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青少年学生体像

烦恼问卷对３４４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社交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ｒ＝
０．２７０，Ｐ＜０．０１），社交自我效能感与体像烦恼存在显著正相关（ｒ＝０．２６７，Ｐ＜０．０１）；社交自我效能感在变量间起
中介作用（β＝－０．３４，Ｐ＝０．０４），且为遮掩效应（ａ＝１．１５，ｂ＝０．２１，Ｐ＜０．００１；ａｂ＝０．２４，ｃ＇＝－０．３４，Ｐ＝００３５）。
结论　社交自我效能感会对体像烦恼产生呈正向影响关系；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会对体像烦恼呈负向影响关
系；社交自我效能感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体像烦恼间存在中介作用的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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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像烦恼是介于正常体像心理和体像障碍之
间的一种不正常的体像心理状态，主要由体像烦恼

的消极影响引起［１］。国内大学生体像烦恼检出率

为１６．４％～３４．３％，网络使用是影响体像烦恼的因
素之一，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与消极身体意象存在

显著负相关［２３］。长期的社交媒体的使用显著影响

青少年心理健康，例如抑郁症、焦虑症、睡眠质量

等［４］。可能会使个体产生错误的身体认知和评

价，并表现出相应的消极行为，且使用社交网站的

强度越高，对社交网站越有归属感，身体的不满意

度就会越高［５］。然而，社交网站的使用有利于提

高个体的社交自我效能感，社交自我效能感是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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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自身参与社交互动并在其中维持与发展人际

关系的能力的自信心［６７］。同时，自我效能感对体

像困扰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自信去看待自己是怎样应对

生活上的压力的，因此，较为容易产生体像困

扰［８］。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对社交

网站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与体像烦恼之间的关系

进行探究，从社交媒体入手探究社交网站使用对大

学生体像烦恼产生的影响，以找到解决此类心理问

题的办法。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简便取样的方法，对３５１名在校大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３４４份，回收率９８．０％。
其中，男生９６人（２７．９１％），女生２４８人（７２．０９％）；
大一学生 ６２人 （１８．０２％），大二学生 ６６人
（１９２０％），大三学生５７人（１６．５７％），大四学生８８
人（２５．５８％），大五及以上学生７１人（２０６４％）；医
学类学生６６人（１９．１９％），理工类学生１１４人
（３３１４％），文科类学生 １０７人（３１．１０％），艺术类
学生５７人（１６．５７％）；乡镇学生２１９人（６３．６７％），
城市学生 １２５人（３６．３３％）；独生子女 １０３人
（２９９４％），非独生子女２４１人（７０．０６％）。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量表（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ａｌｅ，ＦＩＳ）。该量表由赵伟佳［９］修

订，测量社交网站对个体生活的交互渗入程度，共

８道题，前２道题，分别对个体最常使用的社交网
站上的好友数量，和最常使用的社交网站的平均花

费时间进行统计，１～１０点计分，分数越高则好友数
量和花费时间越多，后６道题，１（非常不符合）～５
（非常符合）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交网

站使用强度越大。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７８４。
２）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ＡｃｔｉｖｅＳＮＳＵｓｅ

Ｓｃａｌｅ，ＡＳＵＳ）。该量表采用 Ｆｒｉｓｏｎ等［１０］编制的主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主要是测量个体主动使用

社交网站情况，共 ５题，１（从不）～５（总是）点计
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就越主动使用社交网站。

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２７。
３）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Ｕｓｅ

Ｓｃａｌｅ，ＳＵＳ）。该量表由刘庆奇等［１１］在修订，用以

测量个体被动使用社交网站的情况。量表共４道

题，１（从不）～７（每天多次）点计分，得分越高，表
明个体越被动性使用社交网站。该量表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４２。

４）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ｃａｌｅ，ＩＥＳ）。该量表由谢晶［１２］编制，包括

亲和、利他、自我印象、情绪控制、沟通和自我价值

感６个维度。量表共３６道题，每个维度包括６道
题。１（完全不符合）～６（完全符合）点计分。设计
正向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大学生人际交往

能力越强。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４１。
５）青少年学生体像烦恼问卷（ＢｏｄｙＩｍａｇｅＡｎ

ｎｏｙａ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ＢＩＡＳ）。该量表由高亚兵［１３］等编

制，并将体像烦恼分为形体烦恼、容貌烦恼、性别烦

恼及性器官烦恼４个维度，共２５道题。１（符合）～
３（不符合）点计分。总分越低，表明青少年体像烦
恼问题越严重。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８９０。
据大学生是否存在体像烦恼的筛选标准，将得分为

２５至４９分的大学生划分为有体像烦恼群体，得分
５０至 ７５分的大学生划分为无体像烦恼群体［１４］。

分数越低，说明体像烦恼问题越严重。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
行匿名问卷调查，调查前告知研究目的、问卷填写

要求，线下问卷现场发放，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条目编码、录

入与统计分析，采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

计分析、独立样本ｔ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
析、逐步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大学生社交网站

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与体像烦恼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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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的有效性，在进行分析数据

之前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法进行统计控制，对
问卷的所有量表的题项进行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
第一个成分的方差解释率为２９．２８４％，小于５０％，
故认为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２．２　大学生体像烦恼情况
具有体像烦恼问题的学生共有７３人，占总人数

的２１．１０％，其中男生共有１９人，占男生总人数的
１９．８％，女生共有５４人，占女生总人数的２１．８％。性
别烦恼、性器官烦恼、容貌烦恼在性别上有差异（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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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１，Ｐ＝０．０１１；ｔ＝－３．６９４，Ｐ＜０．０１；ｔ＝２．１９８，Ｐ
＝０．０３０），且在性器官烦恼上女性高于男性，在性
别烦恼、容貌烦恼上男性高于女性；形体烦恼在性

别上无差异（ｔ＝－１．３５７，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体像烦恼各因子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

性别 珋ｘ ｓ ｔ Ｐ
形体烦恼　 男

女

１５．９０
１６．５８

４．２６
４．２１

－１．３５７ ０．１７６

性别烦恼　 男

女

８．９８
８．３７

１．９４
２．００

２．５５１ ０．０１１

性器官烦恼 男

女

１０．０８
１１．１１

２．５３
１．６６

－３．６９４ ＜０．００１

容貌烦恼　 男

女

２０．７１
１９．２７

５．７１
４．６３

２．１９８ ０．０３０

２．３　社交网站使用各因子、社交自我效能感及体
像烦恼的群体间差异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在性

别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且女性的社交网站
使用强度、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高于男性；而主动

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体像烦恼在性

别上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

自我效能感、体像烦恼在生源地以及是否独生上均

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采用单因素分析法，对社交网站使用各因子、

社交自我效能感、体像烦恼分别进行年级、专业的

差异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３。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在年级、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社交网
站使用强度、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自我效能

感、体像烦恼在年级、专业上均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

表２　不同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社交自我效能感 体像烦恼

性别　　　男 ３０．００±９．１２ １７．７３±７．２１ １１．９０±４．１２ １３６．８２±１６．９９ ５５．６７±１０．９３
　　　　　女 ３３．４６±６．９７ １８．４６±５．２９ １３．２７±２．８９ １３３．４９±１２．８２ ５５．３４±９．４２
　　　　　ｔ －３．３７５ －０．９０４ －２．９９６ １．７４１ ０．２７３
　　　　　Ｐ ０．００１ ０．３６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４ ０．７８５
生源地　　城市 ３３．３４±７．４９ １８．８５±６．３４ １３．００±３．３２ １３５．１１±１５．４２ ５５．４７±９．４２
　　　　　乡镇 ３２．０１±７．９１ １７．９２±５．６０ １２．８２±３．３４ １３４．０２±１３．４２ ５５．４１±１０．１１
　　　　　ｔ １．５２９ １．４１２ ０．４７７ ０．６８５ ０．０５５
　　　　　Ｐ ０．１２７ ０．１５９ ０．６３４ ０．５１０ ０．９５６
是否独生　独生 ３２．９０±７．２９ １８．３６±６．５５ １３．２２±３．６６ １３４．８１±１６．２８ ５５．００±９．６９
　　　　　非独生 ３２．３２±７．９８ １８．２１±５．５９ １２．７４±３．１７ １３４．２５±１３．１９ ５５．６２±９．９３
　　　　　ｔ ０．６３２ ０．２１３ １．２２７ ０．３０４ －０．５３３
　　　　　Ｐ ０．５２８ ０．８３２ ０．２２１ ０．７６１ ０．５９５

表３　不同年级、专业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社交自我效能感 体像烦恼

年级　大一 ３３．１５±６．９７ １８．４４±５．６６ １３．８５±２．８０ １３６．４８±１４．５０ ５６．４０±７．４１
　　　大二 ３３．２４±６．５６ １９．３２±４．９０ １３．１２±２．９７ １３６．００±１３．７９ ５６．０９±８．２２
　　　大三 ３２．４７±７．７１ １７．７０±５．４１ １３．０７±２．６０ １３３．３９±１２．８５ ５６．１８±８．６９
　　　大四 ３１．５９±８．３６ １７．８３±６．２２ １２．７３±３．７７ １３２．０１±１４．３６ ５５．０９±１１．３３
　　　大五及以上 ３２．３８±８．８２ １８．０８±６．８０ １１．８７±３．７７ １３４．９６±１４．８４ ５３．８０±１１．８４
　　　Ｆ ０．５５９ ０．８０７ ３．２１３ １．２７６ ０．８１６
　　　Ｐ ０．６９２ ０．５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２７９ ０．５１６
专业　医学类 ３３．３２±６．９２ １８．５９±５．８２ １４．０３±３．１４ １３５．４２±１３．４９ ５６．７６±９．５９
　　　理工类 ３２．１９±７．９６ １８．０４±５．５８ １２．５９±３．０１ １３４．９６±１４．３４ ５５．４２±８．５９
　　　文科类 ３３．５３±７．４９ １８．５４±４．９５ １３．０５±２．９２ １３４．１９±１３．５８ ５６．２７±９．２７
　　　艺术类 ３０．２１±８．５１ １７．７５±７．９４ １１．８６±４．３８ １３２．６０±１５．７６ ５２．３５±１２．７６
　　　Ｆ ２．６１５ ０．３４１ ４．９６１ ０．４８９ ２．５５１
　　　Ｐ ０．０５１ ０．７９６ ０．００２ ０．６９０ ０．０５６

２．４　社交网站使用各因子、社交自我效能感及体
像烦恼的相关分析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间均存在显著

正相关（Ｐ＜０．０１）；社交自我效能感与体像烦恼存
在显著正相关（ｒ＝０．２７，Ｐ＜００１）。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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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社交网站使用各因子、社交自我效能感
及体像烦恼的相关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１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１
２　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０．４７ １
３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０．５０ ０．５６ １
４　社交自我效能感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２７ １
５　体像烦恼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７

　　注：Ｐ＜０．０１

２．５　社交网站使用各因子、社交自我效能感与体
像烦恼的逐步回归分析

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主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社交自我效能感作为自变

量，将体像烦恼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经

过模型自动识别，最终剩下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社交自我效能感一共２项在模型中，Ｒ２值为０．０８，
可解释体像烦恼 ８．３％的变化原因。本研究模型
公式为：体像烦恼＝３１．９７－０．３４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０．２１社交自我效能感。见表５。

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该模型不存在

着共线性和自相关性，模型较好，其模型如图 １。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３４，对体
像烦恼产生负向影响（ｔ＝－２．１２，Ｐ＜００５）。社交
自我效能感回归系数值为 ０．２１，对体像烦恼产生
正向影响（ｔ＝５．５３，Ｐ＜０．０５）。

表５　各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Ｎ＝３４４）

Ｂｅｔａ值 ｔ Ｐ Ｒ２ Ｒ２调整 Ｆ（２，３４１） Ｐ ９５％ＣＩ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０．３４ －２．１２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８ １５．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６５～－０．０２
社交自我效能感 ０．２１ ５．５３ ＜０．０１ ０．１１～０．２６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１　逐步回归分析模型图

２．６　社交自我效能感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体
像烦恼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自我效能感与体像

烦恼之间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现将被动性社交网

站使用作为自变量，体像烦恼作为因变量，对社交

自我效能感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路径分析如图２、
表６、表７。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２　社交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表６　三模型下中介作用分析结果（Ｎ＝３４４）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Ｂ ＳＥ ｔ Ｐ Ｂ ＳＥ ｔ Ｐ Ｂ ＳＥ ｔ Ｐ
常数 ５６．７２ ２．１３ ２６．６５ ０．５３ １１９．５９ ２．９５ ４０．５６ ０．０１ ３１．９７ ４．９２ ６．５０ ＜０．０１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０．１０ ０．１６ －０．６２ １．１５ ０．２２ ５．１９ －０．３４ ０．１６ －２．１２
社交自我效能感 ０．２１ ０．０４ ５．５３
Ｒ２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２９
调整Ｒ２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８
Ｆ值 Ｆ（１，３４２）＝０．３９ Ｆ（１，３４２）＝２６．９８ Ｆ（２，３４１）＝１５．４８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表７　社交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汇总

项目
ｃ

总效应
ａ ｂ

ａｂ
中介效
应值

ａｂ
（ＳＥ）

ａｂ
（９５％ＣＩ）

ｃ＇
直接
效应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社交自我效能
感→体像烦恼

－０．１０ １．１５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１１～０．４２－０．３４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由表６可知，中介效应分析共涉及３个模型，
分别如下：模型一，体像烦恼＝５６．７２－０．１被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模型二，社交自我效能感＝１１９．５９＋
１．１５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模型三，体像烦恼＝

３１．９７－０．３４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０．２１社交
自我效能感。由表７可知，ａｂ９５％ＣＩ为［０．１１，
０．４２］，不包括０，说明社交自我效能感在被动性社
交网站使用影响体像烦恼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β
＝－０．３４，Ｐ＝０．０４）。对社交自我效能感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为中介效应的遮掩作用（ａ＝１．１５，ｂ
＝０．２１，Ｐ＜０．０１；ａｂ＝０．２４，ｃ＇＝－０．３４，Ｐ＝０．
０３５）。且效应量为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值，
其效应占比为７０．４１％。

·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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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体像烦恼是个体因为觉得自身体像上存在很

大程度的缺点而产生了失望、不满意等情绪的一种

心理烦恼，有体像烦恼的大学生比没有体像烦恼的

大学生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应该引起学校和社会

的重视［２］。本研究发现，有体像烦恼的大学生占

总人数的 ２１．１０％。这与骆伯巍等［１］调查结果一

致，说明当前的大学生确实存在不小的体像烦恼问

题。究其原因，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心理和生理发展

的关键期，他们对自己的外表以及整体身体满意度

等一般都比较重视，加之目前社交网站媒体普遍宣

扬以瘦为美的观念，更容易造成个体对自我体像的

一种认知偏差，对自己的评价普遍偏低，从而可能

出现较多的体像烦恼问题。

对体像烦恼各因子进行性别的差异检验发现，

男性比女性更在意性别和容貌、女性比男性更在意

性器官，在形体上并无差异，而这与叶丽红等［１５］在

对大学生体像烦恼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有部分不

符，其研究中女性更在意容貌、男性更在意性器官，

形体上并无明显差异，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

是，在本研究所收集的男性样本数量还不够有关。

在对各变量进行性别、生源地及是否独生的差异性

检验时，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情况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女性的社交网站使

用强度、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均高于男性。究其原

因可能是女大学生在使用社交网站的时候，不只是

主动地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信息，也会同男大学生一

样被动的使用社交网站并浏览他人信息，甚至浏览

他人信息的频率远大于自己发布信息的频率，即女

大学生在发布信息前会大量的浏览有关自己要发

布信息的当前网络流行形式，如拍照风格、化妆风

格、穿衣风格等，以保证自己能够跟上网络潮流。

在对各变量进行年级、专业的差异性检验时，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情况在年级和专业上有显著

差异。其中在年级上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
及以上，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大一新生由于刚入学对

学校、同学都还不太适应，因此在使用社交网站的

时候，不太敢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看法等，即他们

更倾向于采取默默浏览的方式来使用社交网站，随

着入学年份的增加这种情况在逐渐改善，在专业上

医学类＞文科类＞理工类＞艺术类，可能是因为不同
专业的学生培养方案即课程安排不一样，课程相对

较多的专业学生，使用社交网站的时间也就越少，

因此更倾向于浏览而不是发布，以节省更多的时间

来进行专业课的学习。在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时，对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实际研究与被动性社

交网站使用的实际研究表现为相近结果，这也与王

丹［３］的结果相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大学生在使

用社交网站时，不仅依赖于社交网站，且他们既在

社交平台上进行自我呈现，同时也会对好友的个人

信息动态等进行浏览和查看。

本研究发现，被动性社交网站的使用与社交自

我效能感呈现正相关，这与陈必忠［１６］的研究结果

相反，其原因可能是大学生的线上好友与线下好友

并不是高度重合的关系，其线上好友大多数是与自

己生活无关的陌生人。在社交网站上呈现的内容

是经过符合自身审美加工的或是按照想要获得的

预期结果精心设计的加工，因此不会感到自身条件

不如他人。其在线上发布的内容往往也会得到线

上和线下好友的认可与赞美，而大学生心智尚未成

熟，他人的认同感会帮助他们增加社交的信心。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其体像烦恼呈负相关，其原因

可能是大学生在被动性浏览社交网站时，不是仅仅

会被灌输以身材焦虑的思想，还会有拒绝身材焦

虑、学会与自我和解的倡议，当大学生对后者的涉

猎面大于前者时，进行越多的被动性社交网站的使

用，反而越有利于个体自身体像烦恼的减少。

本研究表明，社交自我效能感会对体像烦恼产

生正向影响关系，即社交自我效能感得分越低的个

体，其体像烦恼的得分就越低，体像烦恼的问题就

越严重，说明个体对自己社交能力的不自信也会影

响个体对自身体像的评价。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作为自变量，体像烦恼作为因变量，对社交自我

效能感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存在遮掩效应。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体像烦恼之间之所以会显示

为无关，是因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只有通过影响

社交自我效能感才可以对体像烦恼起到作用，因

此，我们在这里探讨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

于大学生在被动的浏览信息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自己社交的信心，使得大学生认为其社交不如意的

原因是自己的体像存在不足，因而产生了体像烦恼

的心理问题。

综上，本研究丰富了社交网站使用对体像烦恼

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社交自我效能感在社交网站使

用与体像烦恼之间确实存在着中介作用，这表明了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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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社交网站需要对大众传播正确健康多元的

形象审美价值观，正确引导大学生及各个年龄阶段

的个体，提升广大网络社交媒体的素养，同时各大

高校需格外注意大学生的体像烦恼问题并开展进

行体像教育，加强广大青年学生对自身体像的正确

认识，树立正确健康的身体审美观。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欠缺的地方：第一，本

研究部分采用网络平台来进行问卷的收集与调查，

但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保证被试的答题

是否认真，且被试的男女性样本数量以及其他的人

口学变量在分配上不够合理，存在一定的偏差，未

来研究可在各人口学的变量达到一定的合理分配

的基础上扩大样本容量。第二，本研究在施测过程

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使得搭建的模型出现偏

差，后续应当进一步深入探索其模型与机制，使得

研究结果更合理。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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