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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社交媒体外貌焦虑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是否符合他人审美标准的担忧，以及对他人评价

的关注和消极预期，会引起担忧、烦恼、紧张、不安等情绪。编制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为研究这一重

要的社会心理概念提供测量工具。本研究旨在编制一份社交媒体外貌焦虑的问卷，并对其信效度进行检

验。方法：首先通过查阅文献、半结构化访谈确认维度及条目，结合专家意见形成一份20条目的问卷；

随后使用该问卷进行初测，并在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修改，最终形成12条目

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并进行重测，检验问卷信效度。结果：经检验，12条目的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

1)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2) 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3)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结论：

本研究所编制的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信效度良好，可以用于相关研究的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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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Social media appearance anxiety refers to individuals’ anxiety about whether their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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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ance on social media is in line with the aesthetical standard of others, as well as the focus and 
negative expectation of other people’s evaluation, resulting in worry, tension, anxiety and other 
negative emotions. Developing social media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provides a measuring tool 
for the study of this important social psychological concept.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social 
media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and test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 First, the research 
broadly collected researches about appearance anxiety and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worked 
out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and some items of the scale. Then a scale of 20 items was formed by 
conduct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combined with the experts’ opinions. Third, the research 
conducted a preliminary test and modified the original scale after project analysis and explorato-
ry factor analysis. Finally, a scale of 12 items was formed. Then participants were retested to 
mea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Results: after inspection, the social media ap-
pearance anxiety scale of 12 items 1) has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and retest reliabili-
ty; 2) has good content validity; 3) has good structure validity. Conclusions: The social media ap-
pearance anxiety scale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testing of relevant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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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貌焦虑(appearance anxiety)是一种指向外表的社会评价性焦虑，包括个体对自己外表是否符合审美

标准的忧虑以及对外表可能受到消极评价的预期，这种焦虑会使个体处于担忧、烦恼、紧张、不安的情

绪中(Dion, Dion, & Keelan, 1990)。在中青校媒的一项社会调查中，国内 2063 名高校学生中有 59.03%的

大学生存在一定容貌焦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外貌投入诸多的关注(孔姗姗，2010)。 
外貌焦虑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国外学者发现，女性报告处于外貌焦虑风险的人数通常多于男性

(Mastro et al., 2016)。大量研究表明，过度的外貌焦虑可能会引发不良的身心结果，高外表焦虑的女性通

常具有更低的自尊水平(Dion, Dion, & Keelan, 1990)。同时，外表焦虑还会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Szymanski 
& Henning, 2007; Tiggemann & Kuring, 2004)。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交媒体在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社交网站中的自拍行

为，会让人收获“美”、“丑”等社会性评价，因此对外貌的自我评价更具有影响力。对外貌的自我评

价可以理解为身体意象的一部分，身体意象(body image)是指个体形成的对自己身体的心理图画，包括对

身体生理心理功能的认知、态度(如情感、评价)以及对行为的影响(陈红，2006)。国外的心理学家就“媒

体对女性身体意象”这一领域展开了大量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比较在其中起着调节或中介作用(McCabe et 
al., 2005; Joshi et al., 2004; Borzekowski et al., 2000)，并且大部分学者认为，媒体对女性身体意象有着负面

影响(McCabe et al., 2005)，但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的态度，认为媒体有积极影响(Joshi et al., 2004)或者是没

有影(Borzekowski et al., 2000)。因此，目前国外对于媒体对身体意象影响的结果并不一致，并且缺乏本土

化的社交媒体对外貌焦虑直接影响的研究。 
在国内外对外貌焦虑的研究中最常用的测评工具包括，社交外貌焦虑量表(SAAS)和外貌焦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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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ance Anxiety Scale)。社交外貌焦虑量表(The 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SAAS)，由 Hart 等人

(2008)编制。该量表测量的是个体的整体性外表焦虑，不是个体对具体身体特征(如鼻子、眼睛等)的焦虑，

在实际的外表焦虑研究工作中被广泛应用。量表共包含 16 个项目，如“我担忧别人会在背后议论我的外

表缺陷”，“我担心人们会因我的外表而认为我没有吸引力”等。该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内部一

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Hart et al., 2008)。外貌焦虑量表(Appearance Anxiety Scale)由 Dion 等人(1990)编制，

包括完整版(30 题)和简版(14 题)，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86 和 0.91。 
社交媒体外貌焦虑作为近几年新兴起的研究方向，相关测量工具还较少。结合外貌焦虑的相关概念，

将社交媒体外貌焦虑定义为：个体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是否符合他人审美标准的担忧、以及对他人评价

的关注和消极预期。目前国外最新的测量工具为 Choukas-Bradley 等人(2020)编制的社交媒体外貌意识量

表(Appearance-Related Social Media Consciousness, ASMC)。该量表共有 13 个项目，如“当有人给我拍照

时，我会想如果这些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我看起来如何”，“在将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之前，我

会对其进行裁剪或加滤镜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好看”，主要测量个体的身体监控、身体比较、抑郁情绪等，

其信效度有待检验。 
目前已有的对于社交媒体外貌焦虑的国内外研究包括以下几点局限：1) 科技的进步以及全球化的发

展态势导致人们暴露在社交媒体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外貌焦虑可能越来越严重，而侧重于

社交媒体背景的外貌焦虑的研究仍较少。2) 已有研究对于“社交媒体外貌焦虑”概念的解释及维度区分

仍不够清晰。3) 对于社交媒体外貌焦虑对个体身心健康的预测作用尚不清晰。 
综上所述，开发社交媒体外貌焦虑测评工具有一定必要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结构良好、

能被运用于新近研究的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 

2. 方法 

2.1. 被试 

2.1.1. 问题调查被试 
在确立问卷维度与项目的过程中，选取南京师范大学的 12 名本科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了解大学

生心目中对社交媒体外貌焦虑的定义与理解。 

2.1.2. 内容效度评估被试 
问卷共经过三轮反复讨论和修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 3 名教授和副教授、5 名研究生参与了

问卷的内容效度评估与问卷修改建议。 

2.1.3. 正式施测被试 
291 名大学生参与了施测，根据问卷中的筛选题目(“这道题请您选择‘非常不符合’”)与其他数据

结果，删除明显不认真填写的无效问卷 34 份，获得有效问卷 257 份。其中，男生 69 人，女生 188 人；

大一至大三 209 人，大四及以上 48 人。其中 58 名被试参与重测。 

2.2. 问卷编制过程 

2.2.1. 确立问卷维度 
首先，结合社交媒体外貌焦虑相关研究和综述，从自我意识、社会比较、身体意象三个心理学概念

出发，与构想出测量社交媒体外貌焦虑可能的三个维度：自我身体感知、他人外貌比较与社交媒体外貌

意识；接下来，对南京师范大学 12 名本科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评估维度的有效性，发现自我身体感知

和社交媒体外貌意识两维度的概念重合程度较高，以此设计出的题目可能不满足排他性的要求，因此将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004


李思颖 等 
 

 

DOI: 10.12677/ap.2022.121004 36 心理学进展 
 

三维度结构修改为社交媒体外貌比较、社交媒体外貌意识两个维度。 

2.2.2. 编制问卷题目 
社交媒体外貌焦虑是一种消极状态，不仅由自己呈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外貌引发，还会被社交媒体上

他人呈现的外貌引发，因此本研究从自我与他人两个角度出发，将社交媒体外貌焦虑分成两个维度：社

交媒体外貌意识、社交媒体外貌比较。社交媒体外貌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的外貌的在

意程度以及对他人对自己外貌评价的持续在意程度，社交媒体外貌比较是指个体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将

他人外貌与自己进行比较的程度以及个体情绪持续受比较结果影响的程度。 
其次，围绕维度的核心要素发展编制相关题目，主要途径如下：1) 搜集国内外既有的社交媒体外貌

焦虑有关量表项目，在其基础上进行借鉴、改编，本研究中主要包括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OBCS)、外貌社交媒体意识量表(Appearance-Related Social Media Consciousness, 
ASMC)。2) 根据大学生社交媒体外貌焦虑的研究和综述，抽取有代表性的内容编成测试项目。3) 基于

半结构化访谈中被试的补充内容补充、修改测试项目。最终，课题组成员选择最符合各维度的操作定义、

维度间交叉较小(满足排他性)的题目 24道，并参考前人研究设置为 7点计分(Choukas-Bradley et al., 2020)。
随后邀请专家进行内容效度评估并提出修改建议，最终形成问卷的 20 个项目。4) 发放初版 20 条目社交

媒体外貌问卷进行初测，回收数据后进行项目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以及结构效度的检验，修改题

目后形成 12 条目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再次发放进行重测，回收数据后进行重测信度分析，形成最终

问卷。 

2.3. 研究工具 

社交媒体外貌焦虑初测问卷：经专家内容效度评估修改后的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该问卷包含社

交媒体外貌比较和社交媒体外貌意识两个维度，共 20 个题目，采用 7 点计分。 
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重测问卷：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修改后形成的 12 条目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该

问卷包含社交媒体外貌比较和社交媒体外貌意识两个维度，共 12 个题目，采用 7 点计分。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Zung 等人(1965)编制，单维度，含有 20 个项目，

采用 4 点计分，分数越高症状越明显。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 

3. 研究结果 

3.1. 项目分析 

采用相关法和差异指数法进行项目分析，检验题目的区分度。对问卷总分进行排序，对高分组和低

分组两组被试在每一题得分的平均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的题目予以删除，删

除外貌比较维度下 1 个题目(“我很少将自己的照片与他人的照片比较”)。计算每一题项与问卷总分的积

差相关，将相关系数小于 0.3 的题目进行删除，分析结果显示，剩余 19 个题目的相关系数均达到了显著

性水平。 

3.2. 内容效度 

本小组综合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5 名教授与副教授、8 名研究生对问卷的评定结果，初版问卷中

各题项内容效度比均在 0.75~1.00，有 19 个题项的 CVR = 1，1 个题项的 CVR = 0.75，内容效度较高。根

据 CVR 以及专家的评定与建议，对原问卷内容做出修改，最终形成的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被一致认为

问卷维度合理，操作定义清晰，各维度的题目内容符合该维度所测查的特质，表述清晰易懂，从而保证

了该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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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探索性因素分析 

根据统计学原理，将样本数据随机分为 a、b 两组，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且

后者被试量大于前者。排除项目分析中不达标准的题目后，对样本 a 数据(n = 128)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

的 19 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FA)。按以下标准解释 KMO 值的大小：0.9
以上，非常好；0.8~0.9，好；0.7~0.8，一般；0.6~0.7，差；0.5~0.6，很差；0.5 以下，不能接受。初步因

素分析的 KMO = 0.92 > 0.9，Barttlet 球形检验 p < 0. 001，该问卷在统计学上可以进行因素分析。本研究

抽取因子采用主成分法(Principle Component)。根据以下统计学指标进行筛选(吴明隆，2003)：1) 考查各

因素包含的题项数目，若某个因素所包含的题项数太少，则无法测出所代表的层面特质，其内容效度会

不够严谨，不适宜单独构成一个因素，每个因素至少有 3 个以上项目。2) 因素负荷大于 0.4。3) 题目只

在一个因素上，不存在严重双高负荷的题项(均>0.4)。4) 共同度。根据 Kavsek Seiffge-Krenke 法则，共

同度需大于等于 0.16。逐步删除不满足要求的题目，每次删除题目后，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分

析结果的基础上再进行删除(伍新春，齐亚静，余蓉蓉，臧伟伟，2016)，累计删除 7 个题目。 
对样本 a剩余的12个题目再次进行因素分析，各因素题目及载荷系数详见表1。1) KMO = 0.92 > 0.9，

Barttlet 球形检验 p < 0.001；2) 选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抽取公共因素，求得

初始负荷矩阵，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有 2 个，抽取出的 2 因子共解释变异量的 58.71%，最低负荷为 0.56，
最高为 0.82，共同度介于 0.46~0.68 之间。得到因素负荷矩阵(请见表 1)。 

 
Table 1. Factors and loadings of the social media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表 1. 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的各因素题目及负荷 

条目 内容 外貌比较 外貌意识 共同度 

1 当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同性)拥有我理想的外貌时，我

会感到嫉妒。 
0.78  0.62 

2 看到身边的人发布他们的照片时，我会习惯于将自己和他

们照片上的外貌对比。 
0.74  0.64 

3 当我看到拥有理想外貌的同性发布的照片时，我会想象如

果发照片的人是我会怎么样。 
0.72  0.57 

4 如果看到别人发布的照片点赞量比我高，我会感到焦虑或

不安。 
0.66  0.46 

5 当有人给我拍照时，我会想如果这些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

上，我看起来怎么样。 
 0.61 0.48 

6 即使没有发布照片，我会想象在社交媒体照片中自己的外

貌看起来可能怎么样。 
 0.67 0.56 

7 我浏览的社交网站信息中，与外貌相关的内容占了很大一

部分。(比如：颜值、美妆、护肤相关) 
 0.56 0.49 

8 如果我的一张不好看的照片被发布到了社交媒体上，我会

感到难过。 
 0.78 0.68 

9 我会一次又一次在社交媒体上看自己的照片。  0.64 0.56 

10 我会放大社交媒体上的照片看看我身体的特定部位。  0.69 0.63 

11 如果有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并有可能会发布到社交媒体

上，我会事先要求看一下，从而确保我看起来不错。 
 0.82 0.68 

12 在将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之前，我会对其进行裁剪或加

滤镜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好看。 
 0.82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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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样本 b 数据(n = 129)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根据 EFA 结果构建

两因子模型，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原结构各项指标均接近拟合标准，经拟合指数 χ2/df = 2.03，RMSEA 
= 0.069，SRMR = 0.06，CFI = 0.93；所有相关均在 0.001 水平上显著，2 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78，
各个项目与两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3~0.87。 

根据以往研究，将抑郁情绪作为社交媒体外貌焦虑的关联效标(Choukas-Bradley et al., 2020)。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社交媒体外貌比较、社交媒体外貌意识两个维度与抑郁情绪的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说明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效度良好(结果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表 2. 社交媒体外貌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相关分析 

 抑郁情绪 

社交媒体外貌焦虑 0.56** 

社交媒体外貌比较 0.48* 

社交媒体外貌意识 0.58** 

注：**p < 0.01；*p < 0.05。 

3.5. 信度分析 

对 257 份有效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社交外貌比较和社交外貌意识两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0、0.77、0.88。 
间隔三周，对第一批被试中愿意参与重测的被试进行再测试。共 58 份有效数据。被试的两次数据相

关结果表明，社交外貌焦虑问卷、社交外貌比较和社交外貌意识两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72、0.63、
0.70。 

4. 讨论 

媒体网络对现代社会的渗透导致对于外貌焦虑的探讨不再仅限于日常生活，而更多地聚焦到社交媒

体中，通过评估测量社交媒体引发的外貌焦虑水平以提升自我评价、保护心理健康相当重要。本研究参

考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和外貌社交媒体意识量表，通过整合社交媒体外貌焦虑相关理论与深度访谈结果，

编制了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Social Media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并对其进行了项目分析和信效度

检验。问卷包括社交媒体外貌比较、社交媒体外貌意识两维度，共 12 个题目，信效度均良好。说明本研

究编制的问卷可以应用到后续研究对于社交媒体外貌焦虑的测量。 
问卷包括社交媒体外貌比较、社交媒体外貌意识两维度。社交媒体外貌焦虑是指由于担忧自己在社

交媒体上是否符合他人审美标准、关注他人评价并对他人评价进行消极预期，从而产生担忧、烦恼、紧

张、不安等情绪，是一种指向外表的社会评价性焦虑。一方面，社交媒体使得外貌相关信息广泛传播，

可能引发年轻人对自身外貌的过度关注(羊晓莹，陈红，高笑，陈瑞，2010)，加强对自我的审视，自我意

识引发的外貌焦虑更强烈；另一方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照片、视频往往经过包装，由于个体一般倾

向于与比自己更好的外貌进行比较(Fardouly et al., 2017)，更易在社交媒体中进行向上的(比自己更好的)
外貌比较，进而可能产生失落、悲伤、自惭形秽等负面情绪(Smeets et al., 2011; 梁瑞，王葵，陈楚侨，2017)。 

外貌意识是自我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我同一性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代表着个体是否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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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认可自己的外貌，与许多心理指标都有着密切关联。而外貌焦虑，即对自己外表是否符合审美标准的

忧虑以及对外表可能受到消极评价的预期，对个体的抑郁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zymanski & 
Henning, 2007; Tiggemann & Kuning, 2004)。在本研究中，抑郁情绪作为关联校标，表现出与社交媒体外

貌焦虑的显著相关。个体被社交媒体信息引发的外貌焦虑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认知偏差，更大程度地

贬低自己的外貌，对情绪健康产生显著负性影响，抑郁情绪水平更高(彭先桃，陈颖娇，朱晓伟，2017)。 
近年来对外貌焦虑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聚焦于社交媒体背景下外貌焦虑的研究较少，且缺乏现

成的可直接使用的测量工具。国外已有研究进行了相关问卷的编制，但由于社会背景有一定差异，问卷

并不完全适用于国内研究。因此本研究自编问卷以测量中国背景下个体的社交媒体外貌焦虑水平，经过

检验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应用到后续关于社交媒体外貌焦虑的测量中。 

5. 结论 

本文研究编制了 12 个项目的社交媒体外貌焦虑问卷，包括社交媒体外貌意识和社交媒体外貌比较两

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应用于相关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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