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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ocus on weight percep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overweight and obese, and collect data from four aspects of actual body mass index, ideal body 
weight index, body weight social standard, weight perception deviation. This research mainly sets 
the female Photographic Figure Rating Scale as research material, and subject setting involves fe-
male colleg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subjective social standard of weight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others’ weight, using the deviation of these indexes and the actual value as 
the primary data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Before the PERS first uses Negative Physical Self Scale, 
NPSS-F screens those students whose score is greater than 2.5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ose whose score is less than 2.5 are the control group.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whether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weight percep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fat negative physical self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male perspective is 
introduc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at negative physical self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on 
their weight has accurate perception, but due to the heavier actual body weight, they feel larger 
weight social pressure, and due to the unsuitable setting ideal body weight, weight dissatisfaction 
is stronge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ink aesthetic standards of men are harsh, but it is inconsis-
tent with the evaluation of bo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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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重点研究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的体重知觉，从实际体重指数、理想体重指数、体重社会

标准、体重知觉偏差四个方面收集数据。进行测查的主要实验材料为女性身体图形评定量表PFRS (the 
female Photographic Figure Rating Scale)，题目设置分别涉及体重自我知觉(认为哪幅图能准确代表自

己的胖瘦)、主观社会标准(认为在异性眼中哪幅图最有吸引力)以及对其他女大学生的体重估计，用以上

指标衍生出的主要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在进行PERS之前首先用负面身体自我量表-胖分量表

(Negative Physical Self Scale, NPSS-F)筛选出每道题的平均得分大于2.5者，即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

为实验组，得分低于2.5者归入控制组。研究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各项体重知觉指标上是否有明显差异，并

引入男性视角。研究结果表明：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对自己的体重有较准确的知觉，但是由于实际

体重较重，感受到的体重社会压力较大，同时由于理想体重的设定不合适，体重不满也较强烈；男性的

审美标准在女大学生看来呈现严重的以瘦为美的状态，但与男性的实际情况不符。 
 
关键词 

胖负面身体自我，体重知觉，女大学生，体重指数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几年来，认为自己体型偏胖并对自己的体重表示不满的女性越来越多且不断呈上升趋势。这种趋

向立即干扰了女性的减肥行为[1] [2]，更有“A4 腰”“马甲线女神”等热门话题大肆渲染。不难发现，

许多女孩都骨瘦如柴了还在坚持减肥，她们对自己的体重十分苛刻。研究发现，女性对自己体重的主观

看法导致了她们开始减肥，并不等同于想减肥的都是身材胖的[3]。也就是说，女性认为自己胖和真的胖

不是一回事。中国女大学生对体型的判断准确率较低，大部分都会判断值过高[4]，而实际上只有小于 10%
的女生是超重或者肥胖的[5]。本研究从体重自我知觉(认为哪幅图能准确代表自己的胖瘦)、主观社会标

准(认为在异性眼中哪幅图最有吸引力)以及对其他女大学生的体重估计、男性大学生的理想标准四方面收

集数据，重点分析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的情况。 

2. 文献综述 

2.1. 身体自我的概念内涵 

研究自我的先驱詹姆斯在 1890 年首先提到了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至今已经拥有 100 多年的历程。中

国学者陈红(2006)总结出这一概念的定义，认为身体自我是个体对和自己身体信息有关的自我意识，身体

自我是属于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身体自我包括对自己身体的认知评价、满意度和对身体的管理三个方面，

还分成正面和负面两个分类。身体意象有特定的心里词典条目解释，大体思想是，身体意象属于认知水

平，是个体对自己身体从主观上来讲的认知评价。 
身体自我满意度(physical self satisfaction)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各个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比如长相、

运动能力、身材等，是自尊水平的研究。陈红(2006)发现，青少年的负面身体自我包含四个特殊因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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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胖、瘦、容貌、矮。这四个特殊因子同样可以沿用到成年女大学生身上，然而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

代，大学生更关注的是胖这一维度，尤其是女大学生，她们对这一信息更敏感且主要用胖瘦来衡量一个

人的体型。 

2.2. 负面身体自我者的加工偏好 

负面身体自我(negative physical self, NPS)也称身体意象失调(body image disturbance)，是身体自我中

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人对自身身体的负面评价、负情绪体验和行为调节，是一个具有很多维度和层次

的系统[6]。负面身体自我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紧密关系，往往造成很大的心理上的和行为上的障碍，

如抑郁、孤独等，也往往会导致许多病症，如肥胖症、神经性厌食症。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常见的，应该

引起一定的重视。 
对于负面身体自我个体的认知偏好，很多研究都有过发现[7]-[12]，如实验组被试认为胖身体词更

消极且他们比对照组被试对胖词有着更好的再认成绩。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胖身体相关词的认知偏好

[12]。研究者认为这是由图式造成的。由于负面身体自我图式的存在，让负面身体意象者对身体自我信

息发生反应时的阈限变低了，因而呈现出更容易敏感的特性。因此这些信息在受到语义激活时变得更

容易[13]。当体重、体形和食物等信息出现其他的模式信息，或者展示在负面身体自我者所在的环境中

时，就会直接引起该图式的自激活，对图式相关内容的获取和处理就更准确，在不同阶段产生选择性

注意就更快速，也更方便判断和选择信息存储，表现为反应时缩短[7] [8] [9] [10]、情感体验更消极[12] 
[14] [15]。 

2.3. 体重知觉的概念 

在这个研究中，体重知觉(body weight perception)和身体外形的感知有关，即是否能根据身形精确地

感知脂肪。体重知觉偏差(body weight perception deviation)是指人知觉到的和实际的胖瘦的差距。身体意

向这一自我意识成分是完整自我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会对个体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国内相关研究

发现，大学生对自己的身体满意度越高，自我价值感越强[16]。主观身体感受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同等重

要[17]，主观上有着更好身体感受的个体生活满意度较高；在自尊相关的研究中，身体意向对生活满意度

有独特的预测力[18]；负面的身体意向将会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偏好[19]和注意偏向[20]。 

3. 问题提出 

研究背景及意义 

对正常人和饮食失调者的很多研究得出结论，这些研究将身体意象的功用分为两种特性：错误的身

材知觉和认知评价的满意度[21]，而这两个特性在体重知觉的问题上都体现出来了。大部分人对自己的体

重评价的问题主要出现在，能够准确估计自己的身材，但是对自己的外在表现缺乏合理的评价。有标准

才有评价，这个标准就是理想体重，社会标准还涉及到理想的与知觉到的实际体重之间的差别。已有

研究已经发现了女大学生体重自我知觉以及对其他女性体重的知觉特点以及主观社会压力和实际社会

压力之间的关系[22]，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从更多维度的偏差来探讨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的体重

知觉。 
以往研究多是从女大学生主观角度出发，探索女大学生身体自我认知的自身原因。本研究引入了女

大学生对他人体重的知觉，可以分析出胖群体是不是与非胖群体有显著差异。此外，该研究还引入了男

性视角，探索在男性大学生眼中最有吸引力的女性身体图像是什么样的，异性的评价是否会对胖负面身

体自我女大学生产生更多的影响。这两点是以前的研究中很少被提到过的。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7143


于一潇 
 

 

DOI: 10.12677/ass.2018.77143 942 社会科学前沿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在大连市内四所高校的本科学生中随机进行调查：包括辽宁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海洋大

学、东北财经大学。共发放女生问卷 550 份，收回 550 份，回收率 100%，发放男生问卷 250 份，收回

250 份，回收率 100%。经审阅后和逻辑校验后，用于最后统计数据的有效问卷，女生 521 份，男生 218
份。具体情况见表 1。 

4.2. 研究工具 

4.2.1. 女性身体图形评定量表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选取了女性身体图形评定量表 PFRS (the female Photographic Figure Rating Scale) 

[3]。由女性人体图像合成 PFRS 量表(图 1)，图中女性身着紧身衣、不能识别出面部信息、站在特定的位

置、姿势被统一规范被拍摄而成。图片色彩是黑白的，除了体重指数以外，其它所有的变量均被淘汰。

每个图像的具体体重指数见表 2，BMI = 体重(kg)/身高的平方(m2)，量表与实际 BMI 的关联效度为

0.80~0.83，重测信度 0.85~0.90 [2]。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subject (n = 739)     
表 1.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n = 739) 

性别 学校 人数 平均年龄(岁) 

男 本科 218 22.02 

女(胖负面身体自我) 本科 82 21.30 

女(非胖负面身体自我) 本科 439 21.56 

 
Table 2. BMI of each image of the female body figure rating scale 
表 2. 女性身体图形评定量表各图像 BMI 值 

Fig 1 Fig 2 Fig 3 Fig 4 Fig 5 Fig 6 Fig 7 Fig 8 Fig 9 Fig 10 

12.51 14.72 16.65 18.45 20.33 23.09 26.94 29.26 35.92 41.23 

 

 
Figure 1. Female Body Graphic Rating Scale (PFRS) 
图 1. 女性身体图形评定量表(P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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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RS 的测试数据包括：女大学生选出自认为能准确代表自己身材的图片(代表体重自我知觉)；选择

自己认为在异性眼中最有吸引力的图像(代表体重主观社会标准)；假设图像中人物和自己身高相同，估计

PFRS 真人图像的体重(代表对其他女性体重的知觉)，男大学生则选出他们认为最有女性吸引力的图片。

为使结果的误差更小，被试可以选择图像间的数字，如 3.3、4.5、4.6 等，用来表示相邻两个图片之间的

某个过渡值。我将得到的原始数据转变成体重指数的数值用于后续统计。 

4.2.2. 负面身体自我量表 
负面身体自我量表胖分量表(NPSS-F)。本量表有 11 个题项，包括了对认知情感，如“称体重让我很

沮丧”；投射他人的评价，如“我的同龄人认为我很胖”；行为调控，如“我通过节食减肥”三个维度

的测量(详见附录)。按照从“0~4”(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做五点计分。本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0.88)，三周后再测信度为 0.89，九个月后再测信度为 0.70 [12]，本研究中，NPSS-F 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85。 
用该量表筛选被试，11 个题目按照 0~4 评分，平均得分在 2.5 分以上的为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

在 2.5 分以下的为非胖群体。 

4.3. 研究过程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 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女性身体图形评定量表(PFRS)和负面身体自我量表-
胖分量表(NPSS-F)。问卷上的基本人口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身高(m)、体重(kg)和理想体重(kg)，男性

的信息不含理想体重。所有的问卷都打印在 A4 纸上，被试填写。调查的学生包括大学所有本科生，年

龄在 18~25 岁之间。设计好调查方案之后，调查者前往具体高校，利用上下课的人流高峰时间和寝室内

的休息空闲时间分发调查问卷，男女生问卷有各自的指导语和测试要求。 

4.4. 统计分析 

先将原始数据输入 excel 表格中，再使用 SPSS19.0 对数据进行分析。 

5. 研究结果 

体重所在的范围标准来自于 WHO 在 1999 年发布的《对亚太地区肥胖及其治疗的重新定义》(尹小

俭等，2007)：BMI < 18.5，偏瘦；18.5 ≤ BMI < 24，正常；24 ≤ BMI < 27，超重；BMI ≥ 27，肥胖。该

标准依据亚洲人的特点发布。 

5.1. 女大学生实际体重与理想体重的比较 

女大学生的“实际 BMI”采用被试报告的实际体重和身高进行计算；“理想 BMI”采用被试报告的

理想体重和身高进行计算。结果表明，所有女大学生实际体重指数(BMI)的平均数是 20.35、标准差是 2.62、
实际 BMI 值处于体重正常范围内(18.5 ≤ BMI < 23)。女大学生的理想 BMI 平均值为 18.47、标准差为 1.69，
分布集中在偏瘦标准内(BMI < 18.5)。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女大学生理想 BMI 显著低于自己实际的

BMI，t(520) = 23.99，p < 0.001，见表 3，说明女大学生的理想体重明显比实际体重低，女大学生对自己

的体重有强烈不满。 
接下来，我们采用负面身体自我量表中的胖维度分量表(NPSS-F)筛选出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和

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两组。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组实际 BMI 的平均值为 22.56、标准差为 2.85，实际 BMI 值处于体重正常

范围的顶端(18.5 ≤ BMI < 24)，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理想 BMI 显著低于实际 BMI，t(81) = 12.84，p 
< 0.0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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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actual and ideal weigh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表 3. 女大学生的实际与理想体重 

体重类别 
实际(BMI) 理想(BMI) 

体重不满 
M ± SD M ± SD 

所有女大学生(n = 521) 20.35 ± 2.62 18.47 ± 1.69 −1.88*** 

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n = 439) 19.93 ± 2.36 18.37 ± 1.63 −1.56***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n = 82) 22.56 ± 2.85 19.00 ± 1.92 −3.56*** 

注：***表示 p < 0.001。 
 

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组实际 BMI 的平均值为 19.93、标准差为 2.36，实际 BMI 值处于体重正

常范围内(18.5 ≤ BMI < 24)，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理想 BMI 显著低于实际 BMI，t(438) = 23.24，p < 
0.001，见表 3。 

最后，我们比较了两组的实际 BMI，理想 BMI 和体重不满(理想 BMI-实际 BMI)程度。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胖群体女大学生实际 BMI 显著高于非胖组女大学生，t(519) = −8.938，p < 0.001；胖群体

女大学生理想 BMI 显著高于非胖组女大学生，t(519) = −2.781，p < 0.01；胖群体女大学生体重不满程度

显著高于非胖组女大学生，t(519) = 7.006，p < 0.001。根据上面的结果，胖群体女大学生的体重不满可能

是由于自身的实际体重较重导致的，而非对理想体重的过高要求，因此我们将实际 BMI 作为协变量，进

行了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实际 BMI 之后，两组被试的体重不满仍然存在显著差异，F(1, 518) 
= 24.94，p < 0.001，也就是说，胖群体女大学生的体重不满的确与理想体重的设定有关。 

5.2. 女大学生实际体重与体重主观社会标准的比较 

女大学生认为在异性眼中 BMI 值为 15.75 最容易被欣赏、标准差为 2.23，集中分布在偏瘦范围低端。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女大学生知觉的主观社会标准显著低于自己实际的 BMI 值(表 4)，t(520) = 
32.42，p < 0.001。结果表明，女大学生认为自己远未达到异性眼中的理想体重标准，经历着明显的体重

主观社会压力。 
其中，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认为，在异性眼中 BMI 值为 15.74 最容易被欣赏、标准差为 1.76，

集中分布在偏瘦范围低端。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实际的 BMI 值显著高于

知觉的主观社会标准(表 4)，t(81) = 23.35，p < 0.001。 
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认为，在异性眼中 BMI 值为 15.75 最容易被欣赏、标准差为 2.31，集中

分布在偏瘦范围低端。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实际的 BMI 值显著高于知

觉的主观社会标准(表 4)，t(438) = 27.64，p < 0.001。 
接下来，我们比较了胖群体女性和非胖组的体重主观社会标准 BMI 和体重社会压力(体重主观社会

标准 BMI-实际 BMI)。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胖群体女大学生与非胖组女大学生体重主观社会标准

没有显著差异，t(519) = 0.018，p > 0.05；但是胖群体女大学生体重社会压力显著大于非胖组女大学生，

t(519) = 7.07，p < 0.001。根据上面的结果，胖群体女大学生体重社会压力的增大有可能是由于自身的实

际体重较重导致的，而非对体重主观社会标准有过高要求，因此我们将实际 BMI 作为协变量，再次进行

了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实际BMI之后，两组被试的体重社会压力的差异消失，F(1, 518) = 1.18，
p = 0.279，也就是说，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的体重社会压力大主要是自身体重较重导致的，而不是

其体重主观社会标准过高。 

5.3. 女大学生理想体重与体重主观社会标准的比较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女大学生知觉的主观社会标准(M = 18.47)显著低于自己理想的 BMI 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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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actual weight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ndard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表 4. 女大学生的实际体重与主观社会标准 

体重类别 
实际(BMI) 体重主观社会标准(BMI) 

体重社会压力 
M ± SD M ± SD 

所有女大学生(n = 521) 20.35 ± 2.62 15.75 ± 2.23 −4.60*** 

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 19.93 ± 2.36 15.75 ± 2.31 −4.19***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 22.56 ± 2.85 15.74 ± 1.76 −6.82*** 

注：***表示 p < 0.001。 
 
= 15.75)，t(520) = 23.45，p < 0.001。其中，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理想的 BMI 值(M = 19.00)显著高于

知觉的主观社会标准(M = 15.74)，t(81) = 12.50，p < 0.001。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也表现出相似的

数据模式，t(438) = 20.41，p < 0.001。 
接下来，我们比较了胖群体女大学生和非胖组女大学生对理想 BMI 和主观社会标准的偏差是否存在

差异。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胖群体女大学生的偏差值(M = 3.25)显著高于非胖组女大学生(M = 2.62)，
t(519) = −2.176，p < 0.05。 

结果表明，虽然女大学生的理想 BMI 已经显著低于实际 BMI，但是仍显著高于她们的主观社会标准，

即女大学生认为的男性的审美标准呈现严重的以瘦为美的状态。 

5.4. 女大学生体重知觉与偏差 

5.4.1. 女大学生体重自我感知与感知偏差 
将被试在 PFRS 量表中报告的“体重自我知觉”(选择准确代表自己胖瘦的图像)转化为相应的 BMI

值。结果发现，女大学生体重自我知觉 BMI 的平均值为 18.14、标准差为 4.30，分布集中且处于偏瘦标

准(BMI < 18.5)。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女大学生选择的与自己 BMI 对应的真人图片的 BMI 值明显

低于自己的实际 BMI，t(520) = 15.28，p < 0.001，女大学生倾向于高估对应图像的 BMI 值(表 5)。 
其中，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体重自我知觉 BMI 的平均值为 22.18、标准差为 5.66，分布处于体

重正常范围(18.5 ≤ BMI < 23)。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实验组选择与自我 BMI 对应的真人图像的 BMI
值与实际 BMI 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表 5)。 

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体重自我知觉 BMI 的平均值为 17.38、标准差为 3.52，分布集中且处于

偏瘦标准(BMI < 18.5)。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选择与自我 BMI 对应的真

人图像的 BMI 值显著小于自己的实际 BMI，t(438) = 18.62，p < 0.001，即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倾

向于高估对应图像的 BMI 值(表 5)。 
接下来，我们比较了胖群体女大学生和非胖组女大学生的体重自我知觉和体重自我知觉偏差(实际

BMI-体重自我觉知 BMI)。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两组女大学生体重自我知觉存在显著差异，t(519) = 
−7.42，p < 0.001；非胖组女大学生的体重自我知觉偏差显著高于胖群体女大学生，t(519) = 4.11，p < 0.001。
为了排除实际 BMI 的可能影响，我们将其作为协变量，进行了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实际

BMI 之后，两组被试的体重自我知觉偏差仍然存在显著差异，F(1, 518) = 32.18，p < 0.001，也就是说，

胖群体女大学生对自己的体重有较准确的知觉。 

5.4.2. 女大学生对其他女性体重感知与感知偏差 
将被试在 PFRS 量表中报告的“对其他女性体重的知觉”(假定图像中人物和自己有着相同的身高，

估计 PFRS 真人照片图像的体重)转化为相应的 BMI 值。女大学生对其他女生的体重估计，趋势如图 2 所

示，具体数据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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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elf-weight perception and bia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表 5. 女大学生自我体重感知与偏差的统计结果 

体重类别 
实际(BMI) 体重自我知觉(BMI) 

体重自我知觉偏差 
M ± SD M ± SD 

总体 = 521 20.35 ± 2.62 18.14 ± 4.30 2.21 ± 3.30*** 

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 19.93 ± 2.36 17.38 ± 3.52 2.55 ± 2.87***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 22.56 ± 2.85 22.18 ± 5.66 0.38 ± 4.61*** 

注：***表示 p < 0.001。 
 
Table 6. Statistical result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other women’s weight values 
表 6. 女大学生对其他女性体重值感知与感知偏差的统计结果 

统计指标 Fig 1 Fig 2 Fig 3 Fig 4 Fig 5 Fig 6 Fig 7 Fig 8 Fig 9 Fig 10 

估计 BMI 15.73 16.91 18.47 19.74 21.15 22.65 23.98 25.59 27.33 29.27 

图像 BMI 12.51 14.72 16.65 18.45 20.33 23.09 26.94 29.26 35.92 41.23 

差值 3.22 2.19 1.82 1.29 0.82 −0.44 −3.17 −3.91 −8.59 −11.96 

 

 
Figure 2. Estimates of female BMI figures in ten images in PERS 
图 2. 女大学生对 PERS 中十幅图像里人物 BMI 的估计值 

 
如图 2 和表 6 所示，女大学生在 Fig6 之前(BMI < 正常体重范围)，估计值有过高偏向，也就是把较

瘦的真人估计得较胖，前五幅图 t 值分别为 50.60、38.52、31.17、19.60、10.62，p < 0.001。而偏胖以后

的真人图像中，估计值有较低偏向，也就是把较胖的真人估计得较瘦，后五幅图 t 值分别为−4.74、−27.35、
−28.95、−58.51、−68.81，p < 0.001。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图像的估计偏差均达到显著。 

非胖群体女大学生和女大学生整体估计趋势相同(图 3，表 7)。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图像的

估计偏差均达到显著。t 分别为 48.66、37.25、28.92、17.87、9.74、−4.32、−24.98、−26.44、−53.00、−85.58，
p < 0.001。 

而对胖群体女大学生来说，女大学生对其他女生的体重估计，即对 PERS 中十幅图像里人物的 BMI
的估计，趋势如图 4 所示，具体数据见表 8。在 fig6 之前(BMI < 正常体重范围)，估计值有过高倾向，

也就是把较瘦的真人估计得较胖，Fig1：t(81) = 16.21，p < 0.001；Fig2：t(81) = 11.97，p < 0.001；Fig3：
t(81) = 11.64，p < 0.001；Fig4：t(81) = 8.012，p < 0.001；Fig5：t(81) = 4.22，p < 0.001。而偏胖以后的真

人图像，估计值有较低倾向，也就是把较胖的真人估计得较瘦。Fig7：t(81) = −11.33，p < 0.001；Fi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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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erceived and biased weight values of female undergraduates from non-fat 
negative physical self 
图 3. 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对其他女性体重值知觉与偏差 

 

 
Figure 4. Perceived and biased weight values of female undergraduates against other females 
图 4.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对其他女性体重值知觉与偏差 

 
Table 7. Statistical results of female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deviations of other female weights from non-fat negative 
physical self 
表 7. 非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对其他女性体重值知觉与偏差的统计结果 

统计指标 Fig1 Fig2 Fig3 Fig4 Fig5 Fig6 Fig7 Fig8 Fig9 Fig10 

估计 BMI 15.76 16.95 18.47 19.74 21.16 22.65 23.95 25.55 27.28 29.22 

图像 BMI 12.51 14.72 16.65 18.45 20.33 23.09 26.94 29.26 35.92 41.23 

差值 3.25 2.23 1.82 1.29 0.83 −0.44 −2.99 −3.71 −8.64 −12.01 
 
Table 8.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erceptions and deviations of body weight values of female undergraduates from fat females 
表 8.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对其他女性体重值知觉与偏差的统计结果 

统计指标 Fig1 Fig2 Fig3 Fig4 Fig5 Fig6 Fig7 Fig8 Fig9 Fig10 

估计 BMI 15.57 16.74 18.45 19.76 21.11 22.67 24.12 25.83 27.57 29.51 

图像 BMI 12.51 14.72 16.65 18.45 20.33 23.09 26.94 29.26 35.92 41.23 

差值 3.06 2.02 1.8 1.31 0.78 −0.42 −2.82 −3.43 −8.35 −11.72 

 
t(81) = −11.87，p < 0.001；Fig9：t(81) = −25.19，p < 0.001；Fig10：t(81) = −41.21，p < 0.001。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除 Fig6 的估计偏差未显著之外，Fig6：t(81) = −1.95，p > 0.05，其他图像的估计偏差均

达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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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比较了胖群体女大学生和非胖组女大学生对其他女性体重值知觉与偏差。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两组女大学生对所有图像的估计偏差均没有显著差异，ps > 0.05。 

5.5. 女大学生体重社会标准知觉与偏差 

男性大学生的实际 BMI 平均值为 22.65、标准差为 3.41，处于体重正常范围内。男性大学生认为最

有魅力的女性身体图像 BMI 为 16.47，处于偏瘦范围内，标准差为 2.26。 
男性大学生的理想 BMI 值与女大学生总体的体重主观社会标准值(15.75)有显著差异，t(217) = 81.25，

p < 0.001；与胖群体女大学生的体重主观社会标准(15.74)有显著差异，t(81) = 3.89，p < 0.001；与非胖组

女大学生的体重主观社会标准(15.75)也有显著差异，t(217) = 2.74，p < 0.01。结果表明，女大学生体重的

主观社会压力(自己认为在异性眼中最有吸引力的 BMI 值)高于体重的实际社会压力(男性大学生的理想

BMI 值)。 

6. 讨论 

6.1. 结果分析 

两组女大学生对所有图像的估计偏差均没有显著差异。已有研究发现，在 BMI ≤ 正常体重范围，女

大学生显示出高估倾向，即较瘦的真人图像给予较胖的估计值。而偏胖和肥胖 BMI 的真人图像中，女大

学生显示出低估倾向，即较胖的真人图像给予较瘦的估计值[11]。而本研究中，女大学生的体重估计在

Fig6 开始出现转折，且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在 Fig6 估计偏差未达到显著，与已有研究结果相符。此

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Fig6 是胖与瘦视觉上的转折点，也是测试材料中较胖身体图像的第一幅图片，因

此无法排除它对女大学生在认知偏差上的干预作用，但是可以大体反应出胖群体女大学生和非胖组女大

学生在胖与瘦的界限上呈现不明了状态，但对界限两端的估计呈现相反的趋势。对其他女性的体重估计

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比较，社会比较与身体自我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的观点[23] [24]。 
我们将实际 BMI 作为协变量，进行了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实际 BMI 之后，两组被试

的体重不满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胖群体女大学生的体重不满的确与理想体重的设定有关。理

想体重的设定会影响女大学生的体重不满程度，但不能确定是因果关系，具体如何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胖群体女大学生的体重社会压力大主要是自身体重较重导致的，而不是其体重主观社会标准过高。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胖群体女大学生的实际体重变轻，其体重的社会压力就可以直接得到缓解。 
胖群体女大学生对自己的体重有较准确的知觉。对女大学生来说，体重确实是受到关注的问题，胖

群体女大学生确实对自己的体重现状有明确的了解，基本不会存在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的情况。 
女大学生体重的主观社会压力高于体重的实际社会压力。这一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

即女性认为媒体中的形象是不切实际的, 但她们认为其他人，尤其是男孩会把媒体中的身体形象作为一

个基准来判断她们的身材是否符合审美。但此研究结果与周璠，石岩(2014)的结果有差距，他们的调查结

果显示女大学生体重主观社会标准与男生欣赏的 BMI 偏差为 1.49，与本研究相比偏差值更大，但均达到

了显著差异[22]。排除被试和实验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6.2. 误差来源与未来展望 

收集信息时需要女大学生填写身高和体重，这对于女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敏感问题，即使不需要填写

姓名，女大学生仍然可能虚报或者谎报，进而影响一系列后续的数据分析，造成很大误差。此外，考虑

本研究的研究主体为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而不是男性大学生，男性大学生被试的数量与女大学生的

数量有一定差距，也可能对结果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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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用实际体重-理想体重得到的数值其实并不能完全代表女大学生对体重的主观不满，实际体重-
体重主观社会标准得到的数值代表女大学生自己认为感受到的对体重的社会压力，并不能说这种压力就

会导致心理压力，而压力其实来自于对体重的意义的解读，比如有的女生完全符合自己的和社会理想的

BMI 标准，但也同样有压力，因为她们想要维持现在的体重，担心自己变胖。好比考试焦虑症，是对成

绩的重视引起了焦虑，而大部分时候不是考试成绩本身。对体重的知觉和评价应该有更深层的意义。石

岩与周璠(2012)认为女性体重控制认知行为失调，其内容相当复杂，要求以收集到的信息和开放式问卷相

结合来进行分析。 
女大学生能够感受到他人对自我的体重是有要求的，但对这种要求存在着过度解读，就好比厌食症

患者对瘦骨嶙峋的身体有过分的喜好，即使他们知道他人甚至可能讨厌这样。女大学生这种主观上的过

度解读，是来源于主观的不安全感还是环境驱使，是源于体重本身带来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演化而来，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的体重知觉偏差带来的心理压力是更多来源于外界还是自身，这都需要深入探

讨，是很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7. 结论 

1)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的体重不满的确与理想体重的设定有关。 
2)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的体重社会压力大主要是自身体重较重导致的，而不是其体重主观社会

标准过高。 
3) 女大学生认为的男性的审美标准呈现严重的以瘦为美的状态。 
4)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对自己的体重有较准确的知觉。 
5) 两组女大学生对所有图像的估计偏差均没有显著差异。 
6) 女大学生体重的主观社会压力高于体重的实际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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