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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llowing three scales were used in the survey of 450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six univer-
sities in Guangzhou: Social Comparison Questionnaire, Negative Body Image Scale, and Female 
Dress Pressure to collect data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ocial comparison on dress pressure of fe-
male undergraduate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ody image on 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how that only 3.3%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are 
overweight; the average of social comparison scale is 2.87, so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have so-
cial comparison; the average of body image scale is 2.59.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all di-
mensions; the average of dress pressure scale is 3.27,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eel the pressure of 
dress.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ress pressure scores among the BMI groups, 
while the scores of normal group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lean group (p < 0.000). The normal 
group of body image scores i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hin group. The scores of fat group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in group (p < 0.001).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three factor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omparison and body image (r = 
0.498, p < 0.001), and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omparison and dress pres-
sure (r = 0.478, p < 0.001).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image and dress pres-
sure (r = 0.444, p < 0.001). 4)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social comparison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dress pressure (β = 0.455, t = 10.94, p < 0.001), body image (β = 0.537, 
t = 12.58, p < 0.001); Stepwise social comparison (β = 0.340, t = 6.47, p < 0.001) and body image (β 
= −0.213, t = 4.07, p < 0.001) had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dress 
pressure. Theref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ody image on social comparison and dress pressure 
is significant.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so-
cial comparison on the body image of teenagers and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dress pressure,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rrect the body imag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reduce the pres-
sure on women’s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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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广州市六所高校450名本科在校女大学生为被试，采用身体社会比较问卷、负面身体意象量表、女性

着装压力调查问卷三个工具收集数据，探讨社会比较对女大学生着装压力的影响以及身体意象在其中的

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 广州市女大学生BMI仅有3.3%为偏胖型；社会比较平均分为2.87分，女大学

生存在社会比较的心理；身体意象平均分为2.59分，但是各维度存在差异；着装压力平均分为3.27分，

女大学生感受到着装压力。2) BMI各组在着装压力评分无显著性差异，而社会比较量表评分正常组得分

高于偏瘦组(p < 0.001)，身体意象量表评分正常组得分高于偏瘦组，偏胖组得分高于偏瘦组(p < 0.001)。
3) 三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比较和身体意象之间呈正相关(r = 0.498, p < 0.001)，社会比较和

着装压力之间呈正相关(r = 0.478, p < 0.001)，身体意象和着装压力呈正相关(r = 0.444, p < 0.001)。4)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比较对着装压力(β = 0.455, t=10.94, p < 0.001)、身体意象(β = 0.537, t = 12.58，
p < 0.001)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第三步社会比较(β = 0.340, t = 6.47, p < 0.001)、身体意象(β = −0.213, t 
= 4.07, p < 0.001)对女大学生着装压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与着装压力中的中

介效应显著。最后，本研究结果有利于了解社会比较对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影响以及女大学生的着装压力

情况，并对端正大学生身体意象以及减缓女性着装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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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比较情境的影响。有研究显示我们倾向于自发地进行

社会比较，并且中国人的社会比较会产生泛化(韩晓燕&迟毓凯，2012)。在如今网红和明星穿搭的“爆款”
销售火爆的背景下，大学生社会比较现象频繁发生，这里的社会比较就是一种关于身体外貌的比较。Lock 
Wood 和 Kunda 研究发现，如果个体在进行向上社会比较时，认为自己可以像榜样一样取得成功，那么

会给个体带来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使个体受到挫折。Burlesson 等人 2005 年发现向上的社会比较存在

风险，因为如果和榜样差距过大，会让个体产生自卑情绪，所社会比较的威胁效应指的是在主动或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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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发觉自己和他人的差距时，个体会感受到巨大的落差，受到打击挫折并可能引发其他不好的后果，

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自我意向。 
身体意象属于自我意向的一部分，其创始人 Schilder (1935)认为，身体意象就是在我们心里形成的关

于自己身体的图画。在“以瘦为美”的审美风气下，人们对于自我的身体意象已经越来越苛刻，在国外的

已有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媒体下的社会比较对女性身体意象有负面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暴

露于大量的媒体信息，女性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意，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媒体中模特那样苗条的完美

身材(Groesz, Levine, & Murnen, 2002; Rühl, Legenbauer, & Hiller, 2011; Smeets, Jansen, Vossen, Ruf, & 
Roefs, 2010)。但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的态度，认为媒体下的社会比较有积极影响(如 Joshi 等)或者是没有影

响(如 Borzekowski 等)。因此社会比较究竟会不会影响女性身体意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负面的身体意象会有一系列消极影响。例如，在青少年中，理想体型模特广告的呈现会增加社会比

较和负性情绪(Hargreaves & Tiggemann, 2004)，媒体身体比较在社会文化和身体不满意之间起到中介作

用。身体意向失调会影响个体的着装，胖人普遍因为对于身体的自卑而不敢穿市面上那些时髦的服装，

存在着装压力。社会中的女性比男性更多的承受公众的目光，也极大的迫使她们追求有一个“好的形

象”，有研究(Kaiser, 2000)指出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团队或共同体，会使个体在着装过程中体验到被限

制的压力。从生活现象观察，对许多女大学生而言，平日里着装带给她们的压力，或许更甚于学业。而

负面身体自我会影响人们对着装的态度：是通过服装或是展示娇好的、理想的身体，或是借机掩盖有缺

陷的部位(齐志家&古怡，2003)，着装动机由此便分成了自我验证动机——为了更符合真实的自我而选择

服装，以及自我增强动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而选择服装(王丽，2006)。存在(胖)负面身体自我的

女性，往往会觉得购物是种令人沮丧的经验，甚至有一种令人焦虑与羞耻的感觉，因为对比理想与现实

中穿衣情况，购物与试穿衣服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提醒着衣者的身体是“不正确”的(Tiggemann & Lacey, 
2009)。因此，无论是社会比较还是负面身体意象都会影响道女性着装，进而发生由于不同原因导致的着

装压力。 
基文献整理，可以推断个体与他人身体外貌的比较会影响到女性的身体意向，同时负面的身体意象

会导致女性的着装压力。但目前并没有研究系统的关注这三者的关系，本研究立足于这三个变量，作出

了以下假设：社会比较可以影响女性着装压力，身体意象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程度越高，则身

体意象越低，女性着装压力越高。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 4 所高校，共抽

取 450 名在校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整理后得有效问卷 393 份(纸质版 291 份，网络版 102 份)，有

效回收率为 87.6%。其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02 人，华南农业大学 90 人，华南师范大学 108 人，暨南大

学 93 人。被试的年龄在 17~27 岁之间(M = 14.23; SD = 1.27)。总体的体重指数(BMI)为 13.7~30.1 kg/m2 (x 
= 19.5, s = 2.1)。 

2.2. 工具 

2.2.1. 身体社会比较问卷 (Physical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 PACS) 
采用陈红(2007)修订的身体社会比较问卷(中文版)和 Thompson (1998)编制的身体比较量表中的 5 个

题目。身体社会比较问卷被用于评估与身体外貌关的社会比较特质，共 5 个题项，采用 5 点计分，如“在

晚会或其它社交场合，我会把自己的身体外貌和他人的作比较”，1 代表“从不”，5 代表“总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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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越高，代表社会比较越频繁。另外，采用 Thompson 等(1999)身体比较量表中的 5 个题目，如“当和其

他人在一起时，我会将自己的体重和他人的体重相比较”，也采用 5 点计分，1 代表“从不”，5 代表“总

是”，分数越高，代表身体比较越频繁。测量社会比较的量表共为 10 个题项。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62。 

2.2.2. 简版负面身体意象量表 
采用刘达青(2009)修订的简版负面身体意象量表，包括整体的身体不满意因子和三个主要的特殊因子

胖、容貌、矮。问卷为五等级自评量表。共 27 个题项，采用 5 点计分，如“我为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

1 代表“从不”，5 代表“总是”，分数越高，代表身体意象越好，对自己的身体越满意。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73。 

2.2.3. 女性着装压力调查问卷 
采用易越(2013)编制的女性着装压力调查问卷，包括社会压力和审美压力两个维度，其中审美压力包

括衣着美感、他人评价和表达自我三个因子；社会压力包括选择困难、潮流时尚、经济负担三个因子。

问卷为五等级自评量表。共 20 个题项，采用 5 点计分，要求被访者按照每项题目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

打分，1 代表“非常不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所有问题均为正向评分，分值越高代表着装压力越

大。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33。此量表可用于女性自我探索着装压力的压力源、以及不同压力源的

影响强弱，从而寻求解决之道，也为其他机构、学者相关的相关研究当做参考。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的问卷和指导语进行线上和线下测试。指导语强调作答真实性以及个人信息保密性。使用

SPSS 22.0 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调查结果之描述性分析 

3.1.1. 女大学生 BMI 总体状况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 BMI 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如表 1，结果表明 393 位女大学生中 BMI 值 34.6% 

(136 人)均为偏瘦型，62.1% (244 人)为正常，3.3% (13 人)为偏胖型。总体的 BMI 均值为 19.5，属于正常

范围内。总体来看女生肥胖的人很少，大多属于正常或偏瘦型的人。 

3.1.2. 女大学生社会比较状况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社会比较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393 位女大学生在社会比较上的平均得分为

2.87 分，比中间数高(5 点量表)，由此可说明女大学生确实存在社会比较的心理。社会比较问题形势比较

严峻，应该得到重视。 

3.1.3. 女大学生身体意向状况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身体意象情况进行了调查，如表 2，结果表明 393 位女大学生在身体意象的四个

维度上平均得分。就问卷总体而言，身体意象总体平均分为 2.59 分，与中间数几乎相同(5 点量表)，由此

可说明女大学生的总体身体意象正常。 
就各个因子而言，身体不满意维度平均分为 3.35，胖维度平均分为 2.46，容貌维度平均分为 2.75，

矮维度平均分为 3.03。其中身体不满意维度、容貌维度和矮维度平均得分均高于中间数，可见在对自己

身体不满意，容貌和矮方面均有较低的评价，但在胖维度的评价上，相对来说较高，也就是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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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able of BMI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表 1. 广州市女大学生 BMI 情况表 

 N M SD 

偏瘦 136 17.4 0.91 

正常 244 20.3 1.27 

偏胖 13 25.6 1.78 

 
Table 2. Body imag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表 2. 广州市女大学生身体意象情况表 

 M SD 

身体不满意 3.35 0.76 

胖 2.46 0.80 

容貌 2.75 0.75 

矮 3.03 0.80 

总体 2.59 0.52 

3.1.4. 女大学生着装压力状况 
本研究对女大学生着装压力情况进行了调查，如表 3，结果显示 393 位女大学生在着装压力各维度

上平均得分。就问卷总体而言，着装压力平均分为 3.27 分，比中间数高(5 点量表)，由此可说明女大学生

感受到了着装压力。比较“审美压力”与“社会压力”维度，可知人们感受到的审美压力(M = 3.12)大于

社会压力(M = 3.40)，并且审美压力维度下的 3 个因子均分都大于 3，而在社会压力维度下，却只有 1 个

因子的均分大于 3，可见人们更加关注穿衣打扮中内在、精神的层面。 

3.2. 不同 BMI 学生身体社会比较、身体意向、着装压力评分比较 

表 4 显示偏瘦(BMI < 18.5)、正常(18.5 < BMI < 23.9)和偏胖(BMI > 23.9)三组女生的社会比较和身体

意象量表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而着装压力评分无显著性差异。社会比较量表评分从偏瘦组到偏胖

组到正常组逐渐增高，多重比较显示正常组得分高于偏瘦组(p < 0.000)。身体意象量表评分从偏瘦组到偏

胖组逐渐增高，多重比较显示正常组得分高于偏瘦组，偏胖组得分高于偏瘦组(p < 0.000)。 

3.3. 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的相关分析 

以 BMI 指数为协变量，对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 3 个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见表 5)。结果

表明，社会比较和身体意象之间呈相关(r = 0.498, p < 0.001)，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之间呈相关(r = 0.478, p 
< 0.001)，身体意象和着装压力呈相关(r = 0.444, p < 0.001)。 

3.4. 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的回归分析 

3.4.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根据相

关研究的建议(周浩&龙立荣，2004)，在程序方面进行了相应控制，如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部分条目

使用反向表述等；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设定公因子数为 1，采用 Amos18.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拟合指数(χ2/df = 14.03, RMSEA = 0.18, 
ARMR = 0.18, CFI = 0.91)不理想，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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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ress pressure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表 3. 广州市女大学生着装压力情况表 

 M SD 

衣着美感 3.22 0.70 

他人评价 3.39 0.91 

表达自我 3.67 0.66 

审美压力 3.12 0.54 

选择困难 2.98 0.66 

潮流时尚 2.88 0.78 

经济负担 3.54 0.72 

社会压力 3.40 0.58 

总体着装压力 3.27 0.50 

 
Table 4. Social comparison, Dressing Pressures, and body image for the three groups of students ( x s± ) 
表 4. 三组学生身体社会比较、着装压力、身体意象量表得分比较( x s± ) 

量表 偏瘦组① 
(N = 136) 

正常组② 
(N = 244) 

偏胖组③ 
(N = 13) F 值 P 值 两两比较 

P < 0.001 

社会比较 26.01 ± 6.09 30.24 ± 6.96 27.85 ± 5.41 17.94 0.000 ② > ① 

着装压力 64.90 ± 10.36 65.75 ± 9.84 62.54 ± 11.33 0.84 0.432 - 

身体意象 63.68 ± 11.79 73.08 ± 14.06 78.38 ± 13.34 24.48 0.000 ② > ①, ③ > ① 

 
Table 5. Correlation Matrix of social comparison, Dressing Pressure, body image 
表 5. 社会比较、着装压力、身体意象的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外貌比较                

2. 着装压力 0.478***               

3. 身体意象 0.498*** 0.444***              

4. 衣着美感 0.297*** 0.735*** 0.264***             

5. 他人评价 0.439*** 0.687*** 0.377*** 0.352***            

6. 表达自我 0.243*** 0.649*** 0.142** 0.486*** 0.292***           

7. 审美压力 0.436*** 0.906*** 0.356*** 0.820*** 0.474*** 0.718***          

8. 社会压力 0.424*** 0.891*** 0.444*** 0.490*** 0.479*** 0.438*** 0.616***         

9. 胖 0.506*** 0.401*** 0.777*** 0.269*** 0.310*** 0.190*** 0.343*** 0.380***        

10. 不满意 0.267*** 0.275*** 0.508*** 0.152** 0.254*** 0.092 0.226*** 0.270*** 0.262***       

11. 相貌 0.462*** 0.318*** 0.782*** 0.158** 0.301*** 0.086 0.249*** 0.325*** 0.517*** 0.369***      

12. 矮 0.145*** 0.242*** 0.679*** 0.140** 0.207*** 0.023 0.175*** 0.265*** 0.222*** 0.214*** 0.336***     

13. 选择困难 0.418*** 0.781*** 0.486*** 0.420*** 0.473*** 0.275*** 0.523*** 0.894*** 0.373*** 0.323*** 0.379*** 0.305***    

14. 潮流时尚 0.312*** 0.519*** 0.314*** 0.248*** 0.242*** 0.143 0.285*** 0.661*** 0.265*** 0.170** 0.254*** 0.180*** 0.508***   

15. 经济负担 0.184*** 0.643*** 0.131** 0.395*** 0.290*** 0.567*** 0.524*** 0.635*** 0.179*** 0.051 0.040 0.059 0.318***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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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Overall goodness of fit analysis of the model 
表 6. 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分析表 

指标 X2/df RMSEA SRMR CFI 

数值 14.03 0.18 0.05 0.91 

3.4.2. 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中的中介作用 
将着装压力看作因变量，将身体意象和着装压力的所有因素放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女大学生的

身体意象会在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中有中介效应。 
表 7 结果可知，根据依次检验，第一步社会比较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455, t = 10.94, p < 0.001)；

第二步身体意象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 537, t = 12.58, p < 0.001)；第三步社会比较对大学生着装压力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340, t = 6.47, p < 0.001)，身体意象对大学生着装压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β = 
−0.213, t = 4.07, p < 0.001)，因此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与着装压力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模型如

图 1。 

4. 讨论 

4.1. 女大学生 BMI 值、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现状 

女大学生 BMI 值仅有 3.3%为偏胖型。总体来看女大学生肥胖的人很少，大多属于正常或偏瘦型的

人。不同于现在社会肥胖率增加的现象，本研究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由于样本选取均为大学生，现在的

女大学生对自己体型的管理更加重视，肥胖的现象较少。 
女大学生社会比较平均分为 2.87 分，得分情况与陈红(2010)的研究一致，可见女大学生存在社会比

较的心理，攀比现象泛滥的情况不仅存在于金钱方面，更体现在外貌方面，在社会审美趋向一致的今天，

女大学生们会将自己和明星或者身边的同学进行比较。这种社会比较问题形势比较严峻，由此引发了整

容现象频繁，大眼睛、高鼻梁、锥子脸的网红成为了女生们追求的外表，但是过度的整容以及由于整容

行业鱼龙混杂导致整容失败的案例频繁发生，这应该得到社会的重视。 
女大学生的身体意象总体正常，但进一步发现，问卷中身体不满意维度(3.35)、容貌维度(2.75)和矮

维度(3.03)平均得分均高于中间数，而胖维度(2.46)略低，可见女大学生在对自己身体不满意，容貌和矮

方面均有较低的评价，但在胖维度的评价上，相对来说较高，也就是更满意。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

例如有 87% BMI 正常乃至偏轻的女大学生认为自己太重(王洪琴，2003)；还有 98.27%尝试过或正在进行

减肥的女学生正常乃至偏轻(范存欣等，2002)。本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女大学生对自己身体、容貌和身高

上均不够满意，所以经过这些题目的对比，在胖维度的评分则较为宽容。女大学生对身体意象各维度的

不满意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对身体的不满意容易导致自卑，进而对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后果，因此社会和

学校应该给大学生们灌输正确的身体意向评价树立身体自信，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独特的美。 
女大学生着装压力平均分为 3.27 分，由此可说明女大学生确实感受到了着装压力。同时，审美压力

大于社会压力，可见人们更加关注穿衣打扮中内在、精神的层面。此结果与易越(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

因为被试均为大学生，还未步入社会，所以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偏低。 
同时，偏瘦、正常和偏胖三组女生着装压力差异不显著，但社会比较量表评分从偏瘦组到偏胖组到

正常组逐渐增高，正常组是社会比较最严重的群体，这可以解释生活中一些并不胖的人反而减肥的意愿

要更高。身体意象量表评分从偏瘦组到偏胖组逐渐增高，也就是说越胖的人对自己的身体意象评价越不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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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Mediating effect of body image on social comparison and Dressing Pressure 
表 7. 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自变量 因变量 β t R2 F 

第一步 社会比较 着装压力 0.455 10.94 0.205 101.89*** 

第二步 社会比较 身体意象 0.537 12.58 0.287 158.33*** 

第三步 
社会比较 

着装压力 
0.340 6.47 

0.235 16.55*** 
身体意象 0.213 4.07 

 

 
Figure 1. A model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Body Image on Social Com-
parison and Dress Pressure 
图 1. 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和着装压力中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4.2. 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影响着装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使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可以看出，身体意象在社会比较对着装压力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这表明身体意

象是影响女性着装压力的最关键因素，这与前人研究也很相似，社会比较对身体意向具有影响，媒体中

有关女孩身体信息比男生多(Gardner, 1997)，而一旦将这些媒体中理想身体形象内化，并相信瘦身与身体

吸引力、社会成功和被接受有关(唐锐等，2006)，女性就很有可能感受到身体不满，出现饮食障碍行为

(Polivy & Herman, 2002)。同时，前人的研究也表明身体意象对着装压力有影响，负面身体自我会影响人

们对着装的态度：是通过服装或是展示娇好的、理想的身体，或是借机掩盖有缺陷的部位(齐志家&古怡，

2003)，着装动机由此便分成了自我验证动机——为了更符合真实的自我而选择服装，以及自我增强动机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而选择服装(王丽，2006)。最后，社会比较会增加女性的着装压力，有研究表

明，女性会为穿上理想的服装而减肥，因为流行服饰的尺码意味着时代的标准体型(韩薇，2002)。所以本

文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脉相承，并证实三因素间存在中介效应。 

4.3.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针对当前明星效应以及攀比现象严重的背景下的女大学生着装压力感知的问题，运用社会学

中的问卷法，探讨社会比较、女性着装压力、身体意象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可

以了解到女大学生通过社会比较是在哪些方面感受到着装压力，如：个人理想化形象、负面的身体自我、

追赶时髦担心被社会遗弃等。同时探究着装压力的心理原因，从而提出建议，去帮助女大学生合理地对

自己有自我期待，减少敏感情绪化以及找到合理有效的应对策略。第二，可以了解到现在女大学生通过

社会比较对于身体意象的情况。了解到其心理原因，从而帮助女大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身体观、价值观。

避免负面的身体意象而引起的低自尊、抑郁、进食障碍等心理问题。 
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对相关变量的考察尽管有理论依据，

但仍是基于横断研究，未来还需要纵向研究这类具有因果推断力的研究设计来进一步考察。其次，社会

身体意象

社会比较

0.213***

0.455***

0.537***

女性着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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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还具有个体差异性，这会影响到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频率和方向(郭淑斌，黄希庭，2010)，未来的研

究应将个体社会比较的个体差异纳入研究中。最后，样本范围有待扩大。本文只关注了女大学生，其年

龄和身份都有较大的限制。以后的研究可以将被试群体扩大。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女大学生社会比较、身体意象、着装压力三者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身体意象在

社会比较影响着装压力之间有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有利于了解社会比较对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影响以及

女大学生的着装压力情况，并对端正大学生身体意象以及减缓女性着装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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