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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nse of security between the appearance anxiety 
and self-objectification. Methods: Questionnaires,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and Security Scale 
were used to examine 237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1)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appearance 
anxiet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2) The sense of security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appearance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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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感知安全感在自我客体化与外表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以237名女性大学生为被试，

采用自我客体化问卷、外表焦虑量表和安全感量表。结果表明：1) 女性自我客体化程度与外表焦虑存在

显著正相关；2) 安全感在自我客体化对外表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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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看起来怎么样？”“别人看到我的外表会对我产生怎样的评价？”采取他人的视角来对自己的

外表进行评价，这就是自我客体化现象。客体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由 Fredrickson 和 Roberts (1997)
提出，该理论认为，在西方文化环境下，女性会接触到大量的身体被物化的信息，她们的身体像物体一

样被注视和看待，比如女性被男性打量身材、女性的皮肤嘴唇等部位在媒体中被特写、女性在电影或小

说中总被当作“花瓶”等(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Goffman, 1979; Kilbourne & Jhally, 2000)。这些信

息中女性的身体部位被从女性人格整体中分离出来，女性身体被当作工具来看待(Unger & Crawferd, 
1996)。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报告了更多的性客体化经历(Swim, Hyers, Cohen, & Ferguson, 2001)。女性

在社会化过程中，女性会内化这种他人对自己身体自我的看法，将自己当做一个基于外表被观看和评价

的物体来对待，从而产生了自我客体化，并表现出习惯性的身体监视。 
大量研究发现，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监视会增强个体的外表焦虑感(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Roberts 

& Gettman, 2004; Calogero, 2004)。焦虑来源于个体对未来会遭遇危险或威胁的预期，与恐惧不同，这些

威胁通常带有模糊性。焦虑的三种主要表现就是：自动化的紧张、警觉以及扫视。女性的外表焦虑可能

来源于早期的负面社会经历，比如遭受到外表相关的负面评论。一个严重物化女性的社会会让女性时刻

处于外表被观察评价的警觉中，而且对评价内容的不确定性，会使女性担忧自己外表是否达到了理想标

准，从而引起慢性焦虑(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有调查表明，女性比男性报告了更高的外表焦虑水

平(Dion, Dion, & Keelan, 1990)。 
安全感(security)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事时的有力

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丛中，安莉娟，2003)。安全感是心理需要中的第一要素，是人格

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安全感的缺失会导致个体焦虑水平的提升。有研究发现人际交往焦虑水平高的

个体会有更高的网络交际依赖，安全需求是其内在动机(Lee & Stapinski 2012)。网络交际会增强个体的交

际安全感，降低消极预期的威胁，从而减少焦虑感。外表焦虑作为焦虑感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产生可能

也与个体安全感的缺失有关。而自我客体化水平高的个体与水平低的个体相比，会更在意他人对自己外

表的评价，然而对他人反映的不确定感和对后果的消极预期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安全感降低。因此，我们

预期安全感在自我客体化与外表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客体化会影响个体安全感，进而对外表焦虑

水平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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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客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大量的调查和实验都是在欧美文化环境下进行的，由于中

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其结论的跨文化适用性需要中国本土化的研究进行验证。同时，现有的大量研

究集中于考察自我客体化的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而对其内在机制的研究则很少。因此，本研究的目的

就是，考察在中国文化情境中自我客体化和外表焦虑的关系，并验证安全感是否对两者的关系起中介作

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西南地区的女性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250 份，除去作答无效的问卷

外，有效问卷 23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80%。受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 20.92 岁，标准差为 2.23。平均的

标准体质指数(BMI)为 19.83，标准差为 1.75，处于正常范围之内。测试前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测试后

对被试致谢。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客体化问卷 
本研究采用 Juliana 和 Jennifer (2008)修订的《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McKinley & Hyde, 1996)中的身

体监视分量表。中文问卷经过严格翻译标准生成，由专业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翻译，采用科学的回译程

序并且经过相关专家的认可确认。该分量表用来考察个体的状态自我客体化程度。里面包含 8 个项目，

如“现在我正想着我的穿着是否让自己看起来不错”，“最近两天我会多次想我看起来怎么样”等。各

项目从 1 (非常不符合)到 5 (非常符合)进行 5 点评分，并计算总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受调查者的身体

监视水平越高。修订后的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2.2.2. 外表焦虑量表 
采用简化版的《外表焦虑量表》(Dion, Dion, & Keelan, 1990)进行测量。该量表主要测量个体对自己

外表的担忧、焦虑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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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从 1 (从不)到 5 (总是)进行 5 点评分，并计算总的平均分，

平均分越高代表外表焦虑程度越高。研究中使用的量表经过严格翻译标准生成，由专业的心理学专业研

究生翻译，采用科学的回译程序并且经过相关专家的认可确认。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0.94。 

2.2.3. 安全感量表 
本量表由丛中及安莉娟根据马斯洛的《安全–不安全量表》(S-I)编制而成，共包含 16 个项目，分为

两个因子。人际安全感因子(因子Ⅰ)，共八个项目，主要反映个体对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安全体验。确定

控制感因子(因子Ⅱ)，共八个项目，主要反映个体对于生活的预测和确定感、控制感。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是 0.79。 

2.3. 施测程序 

采用团体施测的方法，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在团体施测中，有主试统一向被试说明标准

的指导语以及注意的一些事项，做完后问卷当场收回。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数据利用 SPSS16.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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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对受测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如下。 

3.1. 自我客体化、外表焦虑和安全感的描述统计结果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通过对自我客体化、外表焦虑和安全感的描述统计，可以发现，在 5
点评分中，受调查者的平均自我客体化水平处于中等程度(M = 2.62, SD = 0.57)，平均外表焦虑水平处于

中等程度(M = 2.45, SD = 0.69)，而平均感知安全感水平则处于较高水平(M = 3.59, SD = 0.61)。 

3.2. 客观化躯体意识、自尊和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 所示。 
表 2 结果表明，自我客体化与外表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451, p < 0.01)；自我客体化与安全感存

在显著负相关(r = −0.206, p < 0.01)；外表焦虑与安全感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653, p < 0.01)。这表明，自

我客体化水平越高，外表焦虑也会越高，而安全感则会越低。 

3.3. 自我客体化、安全感和外表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女性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安全感和外表焦虑之间的关系，根据以上相关分析结果以

及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以自我客体化为自变量，外表焦虑为因变量，以安全感为中

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表 3 列出了安全感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中的 X 代表自我客体化，Y 代表外表焦虑，M 代表安全

感。依次检验的结果表明：X 对 Y 的直接回归系数显著(SE = 0.0549, t = 7.2262, p < 0.01)，X 通过 M 对 Y
的间接回归系数也显著(SE = 0.0518, t = −12.7752, p < 0.01)，即 M 对 X 与 Y 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具

体来说就是安全感在自我客体化和外表焦虑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表明：自我客体化水平与外表焦虑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国外的研究结论

一致。自我客体化水平高的个体会经常采用他人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自己，习惯性地监视自己的身体外

表，更在意他人对自己外表的评价。然而对他人评价的不确定性，对消极后果的担忧，则会导致个体出

现外表焦虑。与焦虑伴随而来的精神紧张和警觉，则可能进一步加深对外部评价的敏感程度，导致更强

的自我客体化水平，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为了进一步探寻自我客体化对外表焦虑影响的内部机制，我们进行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发现，安全感在自我客体化与外表焦虑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具体来说自我客体化对外表焦虑的

影响是部分通过影响安全感来实现的。自我客体化程度的上升会使安全感下降，进而对外表焦虑产生影

响，使外表焦虑水平上升。 
本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自我客体化与外表焦虑的关系，国外的研究发现自我客体化与身体羞愧、内

部身体意识觉知、心流以及认知表现都具有密切关系(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McKinley & Hyde, 1996; 
Noll & Fredrickson, 1998; Harper & Tiggemann, 2008)，未来研究者可对这些自我客体化的心理后果进行本

土化的考察。 
本研究探究了安全感在自我客体化和外表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这可以为外表焦虑的干预研究提供

新的思路。个体的安全感有多种来源，比如社会支持、环境熟悉、占有资源等，未来的研究可以着眼于

考察补偿性的安全感能否降低自我客体化导致的外表焦虑，比如增强个体的社会支持感是否会提高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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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individual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self-objectification, appearance an-
xiety and sense of security 
表 1. 自我客体化、外表焦虑和安全感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自我客体化 2.62 0.57 

外表焦虑 2.45 0.69 

安全感 3.59 0.61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among self-objectification, appearance anxiety and sense of se-
curity 
表 2. 自我客体化、外表焦虑和安全感的相关矩阵 

 自我客体化 外表焦虑 

自我客体化 1  

外表焦虑 0.451** 1 

安全感 −0.206** −0.653**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3.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of sense of security 
表 3. 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5411X SE = 0.0698 t = 7.7538*** 

第二步 W = −0.2185X SE = 0.0675 t = −3.2343*** 

第三步 Y = 0.3964X SE = 0.0549 t = 7.2262*** 

 −0.6623W SE = 0.0518 t = −12.7752*** 

 
安全感，进而减少自我客体化造成的身体焦虑。 

本研究运用了调查法，未来可以进一步做实验室的研究，对自我客体化、安全感等因素进行实验控

制，以此来探究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总之，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自我客体化与外表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安全感对两变量之

间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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