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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 order to guide the people to have the right physical self, and have a healthy way of life, 
we study the individual negative physical self. Method: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negative physi-
cal-self scale (NPS)” to do investigations in 214 participants through Internet, and we use IBM SPSS 
version 21.0 to analyze. Results: 1) Most people have cognitive bias on negative physical self. 2) 
The negative physical self in women is more than in men, which says that women are more con-
cerned about their body image than men.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egative physical 
self between different age, which indicates that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have different standards of 
physical self. 4)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egative physical self between different BMI. In 
fat dimension, the thinner is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weight. Conclusion: There is a certain devia-
tion in the body cognition of the group self in Sichuan area.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gender, age, 
and body mass index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negative physical self-cognition difference. Society, 
schools, and individuals should all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physical cognition and have a 
healthy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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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了解四川地区个体负面现状，以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身体自我，从而拥有健康科学的生活方

式。方法：本研究采用“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PS)”通过网络调查对214名四川地区的个体进行调查，采

用IBM spss 21.0版进行数分析。结果：1) 四川地区的群体整体上在负面身体自我的认知上存在明显偏

差；2) 负面身体自我女性明显高于男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更担心自己的身体形象；3) 负面身体自我存

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即不同年龄的个体对不同维度的身体自我有不同的标准，表现在10~19岁和20~29
岁以及50~50岁个体对自己的身高满意度较高；4) 不同体重指数负面身体自我存在差异，表现在胖瘦维

度上，越瘦的个体更加满意自己的体重。结论：四川地区的群体自我的身体认知上存在一定偏差，不同

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的个体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身体自我认知差异。社会、学校、以及个体都应当

重视身体认知的问题，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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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美的定义是丰富多彩的，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都会对美有不同的定义。如今，环境正在日

益发生着变化，每个人对于自己身体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也在随之发生着变化。身体的形象也逐渐成为

了人们口中谈论的热门话题，大众媒体中也随处有身体意象的影子[1]。 
身体意象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感知、想法和感受[1]。当一个人的对自己实际身材的感知和理想身

材之间有差异时，就会产生负面身体自我[1]，并可能导致抑郁、焦虑和饮食失调等后果[2]。 
有研究在对中国人的身体意向失调的研究中发现，在过去，中国人认为瘦是与贫穷、厄运、和身体不

健康联系在一起的，而把丰满视作最理想的身材[3]。在对如今的大陆和香港个体进行调查研究时却发现，

尽管他们已经远远比西方的同龄人瘦了，这一代的人仍然将“以瘦为美”作为审美标准，而努力的让自

己变得更瘦[4]。青春期的少女们，则更可能会因为这一标准而对自己的身体意向产生失调，通过节食等

方式来减轻体重，让自己变得更“美”，甚至最终会换上严重的饮食障碍，从而给成长带来了严重的影

响。同时，国外学者 Lee, A.M. & Lee, S.在研究中指出，在中国，人的长相特点可能是评价个体吸引力最

关键的因素[3]。曾经对中国女性长相特点的一个研究中提到，在中国，人们认为美女应该有对称的面孔，

清秀的眉眼，大眼睛，高而直的鼻梁和樱桃小嘴[5]，在网络直播越来越火热的今天，为了得到一副符合

大众审美的面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资金钱、时间到整容手术上，同时也会承受极大的痛苦和风险，

这也证明，中国人长相方面的负面身体自我比例也在逐渐增加。 
身体意向与负面身体自我如今正在逐渐成为大众媒体和人们谈论的话题。以往的研究也已经表明，在

不同的年龄阶段、性别以及不同特质的人群中，负面身体自我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介于此，本研究将

以四川地区的群体作为样本，试图探讨四川群体的身体意向现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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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概念的解释 

1.2.1. 负面身体自我(negative physical self, NPS) 
负面身体自我，也称为身体意象失调(body image disturbance)，是一个人对自己形象的负面的认知体

验或是行为调控，以及对自己形象产生的负面的情感体验。国内的研究人员陈红系统的对青少年的负面

身体自我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此样本的结构模型。该模型中，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的结构包括四个主

要的特殊因子，分别是胖、容貌、瘦和矮，另外还包括一个整体的身体不满意因子。 

1.2.2. 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 指数即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简称 BMI)，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

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用公式表达为：体重指数(BMI) = 体重(kg) ÷ 身高^2(m)。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内外关于身体意向的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人员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对身体意向进行研究，并且在身体意向这个领域上，已经取得了许

多颇具意义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系统科学的测量技术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也通过这些研究，对心理失调

的患者的心理干预积累了经验，这些研究成果都对国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Paul Schilder 在 20
世纪初，第一个提出并着手开始了对身体意向的研究，将对身体意向的研究引导至心理学的方向，而不

再是以前的神经病理学，这使得身体意象的研究逐渐成为心理学内一个重要的课题。之后，关于身体意

象的研究越来越多，也延伸出了很多分支，其中负面身体意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在国外，对于身体意象的研究有许多观点，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社会文化观，以及信息加工观。社会

文化观的观点是：文化价值观在一个人的认知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价值

观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他相应的行为。当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中，外表魅力这一项占据了主要

地位，那么这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就会把外表作为评价的第一项。而精神分析学通常认为心理发展时

的受阻可以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解释。我国对于身体意象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基础的阶段，时间较短，

相对国外来说研究成果也较少。国内学者黄希庭等对我国青少年群体的身体意向现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6]，并出版了《青少年身体自我量表(APS)》，这个量表认为：身体自我包括五个因素：相貌特征、运动

特征、身体特征、性特征和负面特征，调查显示我国的青少年群体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评价。在对中国

大学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的部分大学生，特别是男性，有时却会担心他们太瘦，并且希望自己能

够变得更强壮[4]，他们有时会选择增加锻炼以增肥来达到自己的理想身材，这可能与传统文化认为男性

应该具有强健的体魄有关。这也表明，不同身体意向会带来的不同的行为反应。 

1.3.2. 有关身体意象影响因素的研究 
身体意象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各种与自我相关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如情绪，自尊，自信心，自

我价值感，媒体宣传等。在一项对青少年学生体像烦恼与自尊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对自己身体形象产生

烦恼情绪的青少年通常具有较高的自尊感，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体像会对他人评估自己的形象产生影响，

从而导致他们更加在乎自己的体像，也具有更高的体像烦恼。另外有许多有关身体意象影响因素的研究

与价值感有关，国内一项对大学生身体意象与自尊、自我价值感的关系的研究中显示，身体意象与自尊，

自我价值感都存在相关关系。在对身体意象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体重指数，身体自我的满

意度与体重指数也是息息相关的，体重指数是身体自我影响因素中重要的一员。在国内外研究中，常常

将 BMI 指数作为影响身体自我满意度的一个因素。有学者在对负面身体自我的研究中显示，负面身体自

我在 BMI 对节食行为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表明了个体的体重指数与负面身体自我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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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看到在国内外各种对身体意象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但还没有

研究将四川地区的群体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探讨身体意向的现状调查，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四川群体

的身体意向现状情况。 

2.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2.1. 研究设计 

2.1.1. 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星软件对四川地区的个体随机发放问卷 2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4 份，按性别：男性 98 人

(45.8%)，女性 116人(54.2%)；按年龄：10~19岁 23人(10.7%)，20~29岁 149人(69.6%)；30~39岁 9人(4.2%)，
40~49 岁 26 人(12.2%)，50~59 岁 7 人(3.3%)；剔除无效问卷的原则是：整份问卷答案呈规则作答的，如

同一性作答、波浪形作答等；同一题目选两个或两个以上答案的；整份问卷漏答题目 2 个以上的。具体

分布如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the study subjects 
表 1. 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布 

年龄 
10~19 20~29 30~39 40~49 50~59 总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数 7.01% 3.74% 4.21% 37.38% 2.34% 1.87% 2.34% 9.81% 1.87% 1.40% 100% 

2.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整个问卷共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试的基本情况相关问卷；第二部分是负

面身体自我量表(NPS)。 
1) 基本情况相关问卷 
基本情况一般包括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如性别、身高、体重、年龄等。 
2) 负面身体自我量表 
采用中国心理学家陈红编制的负面身体自我量表(The negative physical-self scale, NPS)。负面身体自我

量表的主要目的是测量一个人对自己的形象的态度[7] [8]。负面身体自我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指标

为 x2/df(3.94)、GFI(0.97)、CFI(0.97)、MSEA(0.05)，具有很好的构想效度。 

2.2. 数据分析 

对于在调查问卷中得到的数据，为了对不同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以检验其统计学

差异，我们选择使用统计软件 SPSS.21 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负面身体自我多维度描述 

3.1.1. 负面身体自我全身维度总体描述 
根据 NPS 采用的 5 点记分法，我们分成三组进行解释，以“3”为分界线[9]：非常满意组(得分介于

1 和 2 之间)，基本满意组(得分介于 2 和 3 之间，包括 2 和 3)、不满意组(得分大于 3)。 
总的看来，四川地区的群体身体意象总体呈正态分布，其中不满意约占 41.1%，基本满意约占 44.9%，

非常满意约占 14%。这表明，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他们的身体意象呈现不满意的态度。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2037


张馨月 
 

 

DOI: 10.12677/ass.2020.92037 240 社会科学前沿 
 

另外，在负面身体意象评价方面，四川地区的群体胖，瘦，矮，长相四个分量表上的均分都高于水平

线“3”。这证明四川地区的群体在这四个身体意向上的态度都比较消极。 

3.1.2. 男女负面身体自我特点描述及差异检验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negative physical self characteristics of men and women 
表 2. 男女负面身体自我特点分布表 

年龄 
总体均分 不满意组(%) 满意组(%) 非常满意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胖 3.46 3.43 68.4 60.3 26.5 30.2 5.1 9.5 

矮 3.63 3.62 71.4 70 24.5 25 4.1 5 

瘦 3.73 3.71 70.4 94 25.5 5.2 4.1 0.8 

长相 3.89 3.91 77.6 82.8 20.4 17.2 2 0 

 
由表 2 可知： 
1) 负面身体自我评价在胖这个维度上，总体情况为女性优于男性对自己的胖评价。胖评价基本满意

的个体百分比为：男性 26.5%、女性 30.2%，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胖评价非常满意的个体百分比为：男

性 5.1%、女性 9.5%，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胖评价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个体百分比为：男性 68.4%、

女性 60.3%，男性的人数比例超过了女性人数比例。 
2) 在矮这个维度的评价上，总体情况为女性优于男性对自己的矮评价。男女性基本满意的比例为：

男性为 24.5%，女性为 25%；男女性非常满意的比例为：男性为 4.1%，女性为 5%；男女性不满意或非常

不满意的比例为：男性为 71.4%、女性为 70%。 
3) 在瘦这个维度的评价上，男性基本满意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为 25.5%，女性为 5.2%；男性非常

满意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为 4.1%，女性为 0.8%；女性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比例高于男性：男性为

70.4%、女性为 94%。 
4) 在长相这个维度的评价上，总体上男性略优于女性对自己的长相评价。男性基本满意的比例高于

女性：男性为 20.4%，女性为 17.2%；男性非常满意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为 2.0%，无女性对自己的长

相感到非常满意；女性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比例高于男性：男性为 77.6%、女性为 82.8%。 
对负面身体自我各维度与性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后的结果如表 3。 

 
Table 3. Negative physical self-difference test table of different genders 
表 3. 不同性别负面身体自我差异检验表 

 胖 矮 瘦 长相 全身 

男 
x  3.67 3.57 3.63 3.72 3.01 

s 0.93 0.92 0.86 0.79 0.84 

女 
x  3.24 3.66 4.15 3.70 2.87 

s 0.96 0.98 0.63 0.75 0.94 

T 值 3.3 -0.69 -4.96* 0.11 1.48 

 
从上面展示的表 3 中可以看到，在胖、长相、矮这三个维度上，负面身体自我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并且在全身总体量表上，结果也显示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在对瘦维度的负面身体自我调查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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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均分远远高于男性(t = −4.96, P < 0.05)。这说明女性更在意自己是否瘦，且相

对男性来说，更多的女性会认为自己太瘦。 

3.1.3. 不同年龄负面身体自我差异 
对不同年龄阶层的负面身体自我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4。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negative physical self-differenc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表 4. 不同年龄阶层的负面身体自我差异分析表 

 年龄(岁) n x ± s F 

胖 

10~19 23 3.53 ± 1.02 

0.849 

20~29 149 3.37 ± 0.99 

30~39 9 3.80 ± 0.97 

40~49 26 3.63 ± 0.85 

50~59 7 3.35 ± 0.76 

矮 

10~19 23 3.50 ± 1.12 

5.735*** 

20~29 149 3.47 ± 0.90 

30~39 9 4.32 ± 0.66 

40~49 26 4.25 ± 0.84 

50~59 7 3.90 ± 0.85 

瘦 

10~19 23 3.78 ± 1.03 

———— 

20~29 149 3.86 ± 0.75 

30~39 9 3.64 ± 0.84 

40~49 26 4.36 ± 0.54 

50~59 7 4.20 ± 0.74 

长相 

10~19 23 3.64 ± 0.77 

4.862*** 

20~29 149 3.60 ± 0.73 

30~39 9 4.05 ± 0.70 

40~49 26 4.19 ± 0.78 

50~59 7 4.17 ± 0.68 

全身 

10~19 23 2.83 ± 0.74 

5.560*** 

20~29 149 2.82 ± 0.84 

30~39 9 2.67 ± 0.79 

40~49 26 3.61 ± 1.12 

50~59 7 3.43 ± 0.7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总的看来，在胖维度上，不同年龄阶层的负面身体自我未表现出明显差异，但在矮、长相关注和全身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2037


张馨月 
 

 

DOI: 10.12677/ass.2020.92037 242 社会科学前沿 
 

关注分类上不同年龄阶层的负面身体自我表现出显著差异。后续两两比较得到的差异分别表现在：矮负

面身体自我维度上，10~1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30~39 岁的个体，10~1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40~49 岁的个体，

20~2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30~39 岁的个体，20~2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40~49 岁的个体。 

3.1.4. 不同体重指数负面身体自我差异 
通过国际通用的亚洲人群体重指数计算方法，我们把所获得的数据按照体重指数分为三组：体重过重

组(BMI 指数 > 23)，体重正常组(18.5 ≤ BMI 指数 ≤ 23)，体重过瘦组(BMI 指数 < 18.5)。按照以上分组

对参与调查的个体的体重指数进行分析后发现，有 10.3%的个体属于偏瘦组，58.4%的个体的 BMI 指数都

在正常范围内，31.3%的个体属于超重组。 
而在对胖维度的负面身体自我的统计分析中发现：68.4%的男性认为自己体重太胖而不满意，26.5%

的男性对自己的身材感到基本满意，仅有 5.1%的男性对自己胖维度的身体意向感到非常满意；而 60.3%
的女性认为自己体重太胖而不满意，30.2%的女性对自己的胖维度的身体意向感到基本满意，有 9.5%的

女性对自己胖维度的身体意向感到非常满意。 
综合两项结果可以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自己是否胖的身体意向是不合理的，对不同体重情况的

负面身体自我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5。 
 
Table 5. Analysis of negative body self-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weight situations 
表 5. 不同体重情况负面身体自我差异分析表 

 体重情况 n x ± s F 

胖 

偏瘦 22 3.97 ± 0.97 

6.524** 正常 125 3.49 ± 0.90 

超重 67 3.16 ± 1.01 

矮 

偏瘦 22 3.64 ± 1.00 

0.052 正常 125 3.60 ± 0.98 

超重 67 3.64 ± 0.87 

瘦 

偏瘦 22 3.44 ± 0.91 

6.265** 正常 125 3.89 ± 0.74 

超重 67 4.10 ± 0.75 

长相 

偏瘦 22 3.64 ± 0.69 

0.496 正常 125 3.68 ± 0.77 

超重 67 3.78 ± 0.78 

全身 

偏瘦 22 2.51 ± 0.58 

2.715 正常 125 2.30 ± 0.89 

超重 67 2.96 ± 0.9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总的看来，在胖和瘦维度上，不同体重指数的负面身体自我表现出了明显差异，但在矮、长相关注和

全身关注分类上不同体重指数的负面身体自我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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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整体上个体的负面身体自我认知偏差探讨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看到，有接近 50%的个体对自己的全身状况表现出了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态度，

认为自己胖的被试甚至超过了 60%。根据真实的体重指数偏瘦的人所占的比例是 10.3%，体重正常的人

所占的比例是 58.4%，体重偏胖的有 31.3%。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体重认知存在着比较

严重的偏差，此结果与假设 1 相符。在国内学者李娜关于身体意向的调查研究中显示，个体在对自己身

体胖瘦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且女性普遍认为自己偏胖[10]，本研究的结果分析也从侧面验证了以上结

论的正确性。大多数个体都对自己的身体自我存在不合理的认知，这可能与当今社会女性多数追求苗条，

男性多数崇拜肌肉有关。 
国内各种调查研究结果也显示，女性对自身体型的歪曲认知，和不符合常理的期待，是引起饮食障碍

的最主要因素，而男性比起女性来说，会更容易产生不合理的行为，比如进行极端肌肉训练等，这些都

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11] [12] [13]。同时，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意象

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4.2. 负面身体自我状况探讨 

4.2.1. 不同性别负面身体自我差异 
在对不同性别负面身体自我差异的检验中我们发现，仅在对瘦维度的负面身体自我调查上，检验出了

显著的性别差异，这说明女性更在意自己是否瘦，且相对男性来说，更多的女性会认为自己太瘦[14]。此

结果与假设 2 相符，即在性别上，负面身体自我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4.2.2. 不同年龄阶层的负面身体自我差异 
在对不同年龄阶层的负面身体自我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的负面身体自我存在差

异，这与假设 2 相符。得到的差异说明 10~19 岁和 20~29 岁个体中还是学生的比例较高，由于如今的生

活水平逐渐提高，这部分人群的身体发育总体来说要优于 30~39 和 40~49 岁的个体，因此身高发育基本

正常。而 50~59 岁个体由于已经逐渐步入老年期，对于身高的重视也随着年龄和身体机能的衰弱逐渐降

低，于是对于身高的要求也随之降低，因此表现出对身高的要求不高，呈现出较满意状态。 
在长相负面身体自我维度上，10~1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40~49 岁的个体，20~2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30~39 岁的个体，20~2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40~49 岁的个体，20~2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50~59 岁的个体，

即 10~19 岁和 20~29 岁个体对自己的长相满意度较高；这可能说明 10~19 岁和 20~29 岁个体还处于青春

期和青年期，各项生理机能还处于较有活力的状态[15]，而 40~40 岁个体和 50~59 岁个体，随着年龄和身

体机能的衰弱逐渐降低，大部分出现了容颜衰老的现象，因此表现出对长相的满意度降低。 
在全身整体负面身体自我维度上，10~1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40~49 岁的个体，20~29 岁的个体显著低

于 40~49 岁的个体，30~39 岁的个体显著低于 40~49 岁的个体，即 40~49 岁个体相对来说对自己全身的

满意度较低。 

4.2.3. 不同体重指数负面身体自我差异 
在对不同体重指数负面身体自我差异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结果与假设 1 相符合，即不同体重指数负面

身体自我存在差异。差异分别表现在：胖负面身体自我维度上，体重偏瘦的个体显著低于体重正常和体

重超重的个体，而体重正常的个体又显著低于体重超重的个体。这说明体重偏瘦的个体都更满意自己的

体重，而体重超重的个体最不满意自己的体重。这说明受到当下审美标准的影响，体重越轻被看作越符

合审美标准，而人们对于自己身体的认知也随之改变，每个个体都希望自己越瘦越好[16]。瘦负面身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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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维度上，体重偏瘦的个体显著低于体重正常和体重超重的个体，而体重正常的个体又显著低于体重超

重的个体。所得结果与胖维度相吻合。 

5.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与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四川地区群体在负面身体自我的认知上存在明显偏差； 
2) 四川地区负面身体自我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3) 四川地区负面身体自我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 
4) 四川地区不同体重指数存在负面身体自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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