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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nse of belonging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otally 257 college stu-
dent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And they are respectively surveyed with Objectified Body Con-
sciousness Scale (OBC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Scale and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 
Results: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e positively predictability of self-objectification to mean-
ing in life and sense of belonging. Self-objectification still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ly predictability 
to meaning in life (β value decreased from 0.244 to 0.211, p < 0. 01) on the basis that sense of be-
longing was controlled. Conclus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ense of belonging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Keywords 
Meaning in Life, Self-Objectification, Sense of Belonging 

 
 

大学生自我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归属

感的作用 

樊若雪，姜倩云，蔡环宇，刘亚楠 

郑州大学教育系，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2017年9月1日；录用日期：2017年9月16日；发布日期：2017年9月27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9143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9143
http://www.hanspub.org


樊若雪 等 
 

 

DOI: 10.12677/ap.2017.79143 1145 心理学进展 
 

 
 

摘  要 

目的：研究大学生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随机选取257名大学生，

分别使用大学生身体意识量表、归属感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对其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以及生命意义感

水平进行测量。结果：自我客体化对生命意义、归属感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归属感中介自我客体化对生

命意义的影响；在控制归属感对生命意义感影响的基础上，自我客体化仍然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值从

0.244下降至0.211，p < 0.01)，表明该正向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归属感可能在自我客体化

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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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使学界对幸福感相关变量的研究日趋活跃，而生命意义感就是

一个核心概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弗兰克尔等都对生命意义感做过相关研究，阐述了生命意义

在维持个体积极心理功能中的重要角色。奥地利心理学家 Frankl (1963)最早提出了生命意义感，他认为

人最基本的原始动机是追寻生命意义与目标，当缺乏生命意义感时，人会空虚、无聊、厌烦。目前生命

意义感的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国内外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生命意义感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但一般

认为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生命意义与目的的知觉与感受程度(Crumbaugh, 1973)。 
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因素很多，自尊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大量研究发现，自尊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

正相关(Overholser, Adams, Lehnert, & Brinkman, 1995；李彩妮，2012；谭亚菲，2013)。也有研究发现，

随着身体意象水平升高，其自尊水平也随之增高(李娜，2007)。此外，自我客体化作为一种身体自我的认

知方式，与身体意象当有相通之处，二者可能有着类似的心理机制，例如内化和社会比较(孙青青，2016)。
自我客体化是指生活在性客体化的环境中，会使女性内化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待身体自我，开始重

视身体的外貌特征，而不再是身体的能力属性，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基于外表评价的客体(Stice, Rohde, 
Durant, Shaw, & Wade, 2013)，并表现出习惯性的、持久的监视自己的身体(Hunsley & Meyer, 2003)。在当

今社会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外形，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会使其进一步去塑造体形，重视

衣着，改变外貌。这些做法会使个体的形象更加符合理想美，使其在社会的审美价值观中找到自己的定

位，从而感受到更高水平的自尊和幸福感，进而增强个体的生命意义感。综上所述，我们假设自我客体

化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 
归属感是指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一团体，并对其产生亲切、自豪的情绪体验(时蓉华，1988)。Maslow 

(1954)和 Thoits (1982)都把归属感描述为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归属感是预测个体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变量

之一，Tajfel 和 Turner (1979)认为，当内群体成员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价值以及“我们”与“他们”

的区别时，其自我评价和价值观会受到影响，并感受到更强的自我效能、更高的自尊以及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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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达到更高生命意义感。 
查阅国内外文献，尚未发现自我客体化、生命意义感以及归属感三者关系的相关研究，本文是一次

尝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三点假设：假设一，自我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假设二，自我

客体化与归属感对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假设三，自我客体化通过归属感对生命意义感

有一定的影响。 

2. 方法 

2.1. 对象 

选取河南省某高校大学生 283 人，其中有效问卷 257 份，有效率为 90.8%。男生 85 名，女生 151
名，未注明性别者 21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身体意识量表 
选用 Lindberg，Mckinley 和 Hyde (2006)编制身体意识客体化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OBCS)，陈欣等(2007)将其修订为中文版。修订后的量表包含 20 个项目，由 3 个分量表构成，分

别是身体监视分量表(the Body Surveillance subscale)、身体羞耻感分量表(the Body Shame subscale)、控制

信念分量表(the Control Beliefs subscale)，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在 0.86 以上。每个条目采用 5 点

评分，从 1 分到 5 分，数字越大表示被试越认同该条目的描述。 

2.2.2. 归属感量表 
选用 Lambert (2013)编制的归属感量表，共有 5 个条目，如“我可以去一些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

每个条目采用 7 点评分，从 1 分到 7 分，数字越大表示被试越认同该条目的描述。量表的 Cronbach α系
数为 0.71。 

2.2.3. 生命意义感量表 
使用 Steger et al. (2006)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量表(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刘思斯等

(2010)将其修订为中文版。中文版量表由 9 个条目组成，由两个分量表构成，分别是生命意义感量表与寻

求意义感量表。采用 7 点评分，从 1 分到 7 分，数字越大表示被试越认同该条目的描述。总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2。 

2.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运用 SPSS 21.0 软件对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 T 检验、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运用逐步

回归分析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使用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程序对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 

3. 结果 

3.1. 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现状分析 

由表 1 可知，男女生的身体意识处于较高水平，对男生和女生的身体意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

果表明，男女生在身体监视、身体羞耻、控制信念和身体意识总分上均无差异(p > 0.05)，启示现在男女

大学生的自我客体化水平相当。 

3.2. 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为探索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以 Pearson 积差相关对各量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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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body consciousness 
表 1. 大学生身体意识的描述统计分析 

变量 总体(n = 246) 男生(n = 85) 女生(n = 161) 

身体监视 2.94 ± 0.74 3.02 ± 0.44 2.91 ± 0.49 

身体羞耻 2.84 ± 0.61 2.81 ± 0.56 2.87 ± 0.63 

控制信念 2.86 ± 0.65 2.88 ± 0.64 2.84 ± 0.65 

身体意识总分 2.88 ± 0.47 2.90 ± 0.41 2.87 ± 0.50 

注：*p < 0.05. 
 
结果如表 2 所示，身体意识与归属感、生命意义感均呈显著正相关，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 

3.3. 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的主要假设，即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间起中介作用，构建身体意识、

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三者的中介模型，如图 1、图 2。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侯杰泰等建议的回归分析来进行中介作用检验(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

由表 2 可知，三者两两相关，故可进一步检验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作用，即在将

变量中心化后，将生命意义感作为因变量，身体意识作为自变量，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用强迫进入法

研究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以及生命意义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步，进行自变量身体意识对因变量生命意义感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 c；第二步，进行自变

量身体意识对中介变量归属感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 a；第三部，进行归属感、身体意识对生命意义

感的回归分析，分别得到路径系数 b，c’。结果见表 3，由第一步可知身体意识对生命意义感有正向预测

作用；由第二步可知身体意识对归属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第三步将中介变量归属感纳入方程，控制了归

属感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身体意识仍然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而身体意识对生命意义感的回归系数从

0.244 下降至 0.211，表明归属感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使用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程序对此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陈瑞，2013)。结果显示，身体

意识至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为 0.0201 至 01743，而两者间的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为

0.0154 至 0.095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该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身体意识对生命意义感的直接

效应为 0.0972，间接效应为 0.0501，故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4.01%，说明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与生命以

意义感的因果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现状 

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身体意识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发现：男女生的身体意识处于较高水平；男女生在

身体监视、身体羞耻、控制信念和身体意识总分上均无差异。以前有研究认为，由于女性在当今社会文

化背景下更容易被性客体化，她们对于自己的客体化程度也理应更高(张申菓，2016)，而本研究的结果与

以往的社会观念差异较大，带给了我们新的启示：首先，在现代社会，由于理想美的内化的影响，现代

社会中“理想身体”的标准在人们头脑中趋于固定化，女性身体形象多是面容姣好的、苗条的，男性形

象往往是英俊、帅气、高大的；其次，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接触一些大众媒体，包括网络、电视、

电影在内的一些传播媒介在呈现女性和男性形象时总是以性器官、暴露的衣着为卖点吸引大众的目光。

大学生作为大众传播的易感人群，极易产生不切实际的外表标准与期望，从而产生对自己外表的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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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body consciousnes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meaning in life 
表 2. 身体意识、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项目 身体意识 归属感 生命意义感 

身体意识 1   

归属感 0.394** 1  

生命意义感 0.244** 0.274** 1 

注：*p < 0.01.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s of sense of belonging on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表 3. 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效应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β) R2 t 值 

第一步(c) 生命意义感 身体意识 0.244 0.056 4.019*** 

第二步(a) 归属感 身体意识 0.394 0.152 6.843*** 

第三步(b) 生命意义感 归属感 0.161 0.090 2.483* 

(c’)  身体意识 0.211  3.249*** 

注：*p < 0.05，***p < 0.001. 
 

 
Figure 1. Prediction effects of self-objectification on 
the meaning of life 
图 1. 自我客体化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sense of be-
longing on self objectifica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图 2. 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间的中

介作用 
 
故而性客体化的经历并不仅仅发生在女性身上，在男性身上也有很大程度的体现，所以男性的自我客体

化水平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提高，表示当代男女大学生的自我客体化水平相当。 

4.2. 自我客体化、归属感与生命意义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大学生自我客体化与归属感和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关系。自我客体化与归属感呈显

著正相关；归属感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这与我们的理

论假设一致：自我客体化水平越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外形，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会使其

进一步去塑造体形，重视衣着，改变外貌。这些做法会使个体的形象更加符合理想美，使其在社会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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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价值观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归属感水平越高；归属感水平越高，越会感受到更高水平的自尊和幸

福感，进而增强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而高自我客体化水平也会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通过 Bootstrap 程序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发现：归属感在自我客体化和生命意义感之

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归属感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客体化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能

够通过归属感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这可能是因为自我客体化水平较高的个体在性客体化的环境里受到

理想美内化的影响体验到较强的改变自身形体、外貌的驱力，促使他们做出积极的改变行为，使其更符

合大众审美，因此更容易在主流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另外，按照 Fredrickson 和 Roberts (1997)的客体

化理论，高自我客体化水平往往会带来消极的情绪以及对身体的负面认知。但是该理论提出的背景是 20
世纪的西方社会，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自我客体化的性别差异越来越不显著，而且自我客体化的后果

从普遍认为的消极、负面的逐渐开始发生转变。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的自我认知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社会

主流媒体也开始宣传“健康最美”等理念，所以自我客体化的结果带有较少的消极色彩，而多以积极的

行为来改变自己；同时个体也更趋于让自己符合大众的主流审美，所以会以“理想形体”、“理想外貌”

为标准来塑造自己，这样会让他们更受欢迎，得到更多的赞美，获得更高的归属感。由于较高水平的归

属感，他们更容易获得更强的自我效能和目的感，因此他们的生命意义感水平更高。但是，对于低自我

客体化的个体而言，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的外形是否与主流标准一致，所以很难被大众的审美接纳，感受

到较低的归属感。总的来说，自我客体化水平高的人归属感水平总体较高。所以他们更不易产生无意义

感、孤立感、疏离感等消极的情感，而是能够把握主动权以寻求在主流文化中的定位，并体验到生命的

整合感、价值感以及充满意义的状态。 

4.3. 研究现实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的结果，即自我客体化能够通过归属感来影响生命意义感，该结果对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

增强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低自我客体化水平的大学生，他们较低的生命意

义感可以通过增强归属感水平来进行改善。他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追求理想美，做出积极的改变，在给自

己一种对生活的美好体验的同时加强与他人、自己、社会文化、环境等的联结程度，体验到更多的融入

感，被接受感，主动地去增强自己的归属感水平。由此，自我客体化水平较低的个体可以通过一定的方

式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体验到目的感以及效能感。 
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横断研究，但此类研究并不能提供对因果关系的很

好理解，因而无法确立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且样本量较少，研究结果有待于大样本的纵向研究的

证实。其次，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是一所高校的大学生，样本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缺乏多样性、全面性和

代表性，从而影响了本研究结果的推广和准确性，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选择更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探索。

另外，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虽力求避免误差，但无法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效果的影响，

后续研究有必要采用其他的方法，如观察法或者质性研究方法对本研究中的出的效应进行验证。 

5. 结论 

自我客体化不仅可以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还可以通过归属感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归属感在自我

客体化与生命意义感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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