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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客体化通常是指女性失去其内在属性，沦为供人使用或取悦他人的客体事物。同时，性客体化会给女

性的生理和心理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以往的研究已发现身体性感部位的显著性是影响对女性身体

进行客体化的关键因素，而对其他相关的认知因素探讨较少。本文主要针对面部关注对于女性性客体化

的影响进行探究。本研究采用2 (位置：正立，倒置) × 2 (被试性别：男性，女性) × 2 (像素化水平：无，

面部)的混合实验设计，招募34名大学生参加实验。要求被试对随机呈现的性感女性图片进行识别，以

被试的识别正确率和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相对于未经面部处理的女性目标，人们

对于经过面部处理的女性目标的识别会出现更明显的倒置效应；而对于未经面部处理的对照组来说，人

们对于直立和倒置目标的识别则没有显著差异。结论为减少对面部的特定关注能够促使人们对女性身体

进行更多非客体化处理(即产生倒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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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xual objectification usually refers to the loss of women’s intrinsic properties and their reduction 
to objects for the use or pleasure of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sexual objectification can have nega-
tiv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or women that cannot be ignored. Previous re-
search has identified the salience of sexualised body parts as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obje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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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ation of the female body, while other related cognitive factors have been less explor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cial attention on female sexual objectification. 
We recruited 34 undergradua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eriment by using a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of 2 (position: upright, inverted) *2 (gender: male, female) *2 (pixelized level: no, fac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cognize 96 sexy female images randomly presented, including two 
groups: upright and inverted. In each group, half of the faces were pixelized and half of the faces 
were unproce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female targets without facial 
process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female targets with facial processing had a more obvious inver-
sion effect. It suggested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upright target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inverted 
targets. While for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facial process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cognition of upright and inverted targets. In addition, the gender of the subjects had no 
effect on sexual objectification. In conclusion, by reducing the attention to the face, people can 
make more non-objectification of the female body (i.e. invers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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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性客体化通常是指女性失去其内在属性，沦为供人使用或取悦他人的客体事物(Bartky, 1990)。尽管

很多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但是性客体化隐藏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主要是在人际交往、社交媒体

等不易被人察觉的场合中体现出来。在性客体化的过程中，女性则比男性更容易成为被动的一方，即性

客体化对象。而性客体化给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则不容忽视。以往的研究已发现身体性感

部位的显著性是影响对女性身体进行客体化的关键因素(Bernard et al., 2015)，而对其他相关的认知因素探

讨较少(Bernard et al., 2019)。本文主要针对面部关注对于女性性客体化的影响进行探究。 

2. 文献综述 

2.1. 性客体化理论 

Bartky (1990)将性客体化定义为：将一个人视为或当成性感的身体、身体部位来对待，以满足其他人

的需求和欲望。当女性成为客体化对象，她就失去了一切内在品质，她的身体成为代表其本身的唯一价

值，即只为满足他人需求或取悦他人。 
基于性客体化的定义(Bartky, 1990)，Fredrickson 和 Roberts (1997)提出的客体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她们认为如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对女性身体进行了过多的强调和展示，这使大众对女性身

体进行更多的观察、比较和评价，最终也就导致了女性的性客体化。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种第三人称(观
察者)的视角将会被女性内化，并且这种非自我的方式会被用于女性看待自己的身体，即自我客体化

(self-objectification)。她们考虑更多的是“我看上去怎么样?”而不是“我能做什么？”“我感觉怎么样？”。

在这样的观察者视角之下，女性会习惯于持续监控自己的身体，即身体监控(body surveillance)。从心理

学的角度来看，自我客体化或习惯性的身体监控可能会使女性产生消极的内心体验，进而可能诱发某些

心理疾病，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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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bjectification theory model (Moradi & Huang, 2008) 
图 1. 客体化理论模型 

2.2. 已有研究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女性成为性客体化对象，就表明她被视作物体而非人物进行认知。研

究发现，感知者对人体或是物体进行识别的内部加工过程存在着明显的不同(Yin, 1969)。具体来讲，物体

识别所采取的认知方式主要为分析性加工，刺激目标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会对其产生影响；人体识别所

采取的认知方式主要为构型加工，该方式的基础时刺激目标各部分之间的构型关系。而衡量构型加工的

一个直接而常用的指标为倒置效应，它是指人们在识别倒置的目标刺激时比正立的目标刺激要困难许多，

然而这样的差异并不会出现在分析性加工过程中。 
Bernard 等(2012)将性客体化与倒置效应相结合，以身着内衣的性感男性和性感女性为刺激目标进行

研究，进而提出了“性感身体倒置效应假说”。其研究发现在被试对性感女性目标的识别过程中，倒置

效应并未出现，这说明被试主要采用分析性加工方式，进而表明女性成为了客体化的对象；而在被试对

性感男性识别的过程中却产生了倒置效应，这说明被试主要采用的是构型加工方式，因此男性仍然被视

为人物而不是客体。在后续的研究中，Bernard 等(2015)则发现减少性身体性感部位(胸部，腰臀部)的显

著性和增加目标的人性化信息能够使被试更形象地认识女性身体，减少对女性的客体化。这与前人的研

究结论相一致：人们客体化女性身体，是因为他们关注身体性感部位，而身体性感部位的显著性则是影

响对女性身体进行分析性加工的关键因素(Gervais et al., 2012)。已有研究表明，倒置效应的变化可以作为

在客体化的背景下研究的一种措施(Civile et al., 2019)。 
在性客体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方面，孙青青等(2013)和郑盼盼等(2015)均对自我客体化对女性心理健

康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了总结，见图 1。除此之外，最新的研究表明女性对身体的客体化意识与其亲密

关系的质量相关。对于正处于一段亲密关系中的女性来说，如果她觉得自己吸引对方以及能够维持这段

关系的基础是自己的身体外貌而不是自己所拥有的内在品质时，会感受到更低的承诺感满意度(张帆，钟

年，2018)。早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女性就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貌，这个时期的女性还处于性生理与性心

理尚未完全成熟的特殊阶段，从而很容易为了获得一段自己向往的亲密关系而进行自我客体化。针对客

体化的互动过程，Gervais 等人(2020)提出了客体化的社会互动模型(SIMO)，可以用来理解为什么女性有

时会积极评价客体化以及性暴力的情况。 

2.3. 问题提出 

现在，关于性客体化的研究与日俱增，而且也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已有

的研究较多是对西方文化背景中的客体化现象进行探讨，鉴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客观性，因此不能盲目

照搬原有研究结论，而是在我国文化背景下重新进行探讨。此外，多数研究未对影响性客体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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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进行探究，并且关于性客体化与倒置效应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多，因此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进

一步的探讨。 
另外，关于 Bernard 等(2015)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原实验采用了被试间设计

进行考察，并且参与人数较少，很难真正排除被试的固有特质以及其他偶然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其

次，鉴于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如果当身体部位被蒙蔽时，注意力不会转移到性感部位，那么感知

者就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局部和面部的空间信息，但其研究并未探讨面部关注对其实验结果的影响。已

有研究表明，无头身体没有发现身体倒置效应(Minnebusch & Daum, 2009)，头部位置对于身体倒置效应

的出现至关重要(Yovel et al., 2010)。而最新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证明了身体倒置效应取决于身体的完整

形态，并与 N170 相关，而面部倒置效应也取决于完整的面部形态(Soria Bauser & Suchan, 2018)。然而，

也有一些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在一项针对中国(亚洲)被试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 3D 肢体模型图

片而非前人所采用的标准化真实肢体图片。结果发现无论是完整的肢体还是无头躯干的肢体，均出现了

显著的倒置效应(Tao et al., 2014)。由于性客体化是将女性视作物体从而进行认知，它与一般的人物识别

存在不同。那么在这一特殊的识别过程中，人们对于面部的关注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否可以通过减少

人们对面部的特定关注来减少其对性感女性的分析性加工，从而减轻对女性的性客体化？而这种干预客

体化认知的方法是否会出现性别差异？这些都是研究者希望通过本研究来解决的问题。 
基于以上，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是：1) 在不同的处理水平下，被试的性别差异不显著。2) 目标姿势与

像素化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具体表现为相对于未经面部像素化处理的对照组，人们对经过面部像素化

处理的女性目标的识别会出现更明显的倒置效应，即对于直立目标的识别要优于对倒置目标的识别；而

对于未经面部像素化处理的对照组来说，人们对直立和倒置目标的识别则没有显著差异。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被试为随机招募的 37 名本科大学生，剔除 3 份无效数据后，还有 34 名被试，包括 22 名女性以及

12 名男性；被试年龄在 18 到 2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0.2 (SD = 1.99)岁；被试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

力正常，此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结束后，每一位被试均可获得精美礼物。 

3.2. 实验材料及仪器 

3.2.1. 客体化图片 
由于先前的研究多直接采用前人研究中的外国女性图片，为控制族别对实验的影响，因此重新从互

联网和广告中选出 24 张高清图片。所有目标图片都是 25 岁左右的年轻亚洲女性，均身着暴露身体大部

分的内衣，她们直面前方，并展示“开放”姿势。首先，利用 photoshop 将原始图片的背景替换为透明背

景，进行图片尺寸标准化(240 × 360 像素)，转换为黑白图片；其次，为实现对目标女性的面部关注进行

操纵，研究遵循前人的方案，即对目标女性的面部进行像素化处理(Bernard et al., 2015)。像素化处理又称

马赛克，它是一种将图片特定区域的细节劣化并造成细节模糊的图像处理手段。通过将女性面部模糊化，

让被试无法辨析，从而减少其在对女性进行识别的过程中对其面部的特定关注；最后，为控制吸引力对

实验的影响，实验前由不进行正式实验的 43 名被试(21 名女性，22 名男性；平均年龄为 21.5 (SD = 1.44)，
用 7 级量表(1、毫无吸引力，7、非常有吸引力)来对目标的吸引力进行评分。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处理

数据，结果表明男性(M = 4.63, SD= 1.16)和女性(M = 4.33, SD = 0.79)的吸引力评分没有显著差异，F (1, 42) 
= 0.551，p = 0.91。正式实验使用的客体化材料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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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xamples of experimental materials 
图 2. 实验材料图样 

3.2.2. 实验仪器 
所有实验程序均在安装有 E-Prime 3.0 的电脑上运行，其显示器大小为 15 寸，分辨率为 1024 × 768。 

3.3. 实验程序 

本实验在心理学实验室中进行。被试到达实验室后，主试告知其知情同意权以及退出自由权，然后

邀请其坐在电脑正前方。被试准备完毕后，阅读如下指导语： 
“我们将给你展示一系列女性的照片。首先，你将看到一位女性的照片，她将以直立或倒置的姿势

出现。然后，你将看到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与第一次呈现照片一致(正确)。另一张照片则是正确照片

的镜像(错误)。如果正确的照片位于是右侧，则按 F；如果正确的照片位于左侧，则按 J。” 
被试完全明白后，进行练习，练习包括了正立和倒置两种情况，共 4 张图片。正式实验向被试随机

呈现 96 张图片，包括有脸正立，有脸倒置，无脸正立，无脸倒置四种水平。实验遵循 Reed 等人的方案，

每张照片展示 250 毫秒后是 1 秒钟的黑屏。每次展示后，向被试呈现两张照片，并要求他们指出自己刚

刚在黑屏之前看到的照片。每次试验中的干扰图像是目标图片的左右镜像(Reed et al., 2006)。记录被试正

确识别出正立图片、倒置图片的次数以及各试次的反应时。实验流程图如图 3 所示。最后，对被试进行

识别任务的主观信心以及其关注部位进行访谈记录。 
 

 
Figure 3. Experimental process 
图 3. 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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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分析 

获得样本数据后，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等统计学数据分析。其中，被试内变

量为目标姿势(正立，倒置)以及像素化水平(无，面部)，被试间变量为被试性别(男，女)，因变量为被试

再认目标图片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4. 研究结果 

4.1. 正确率 

对男女被试对不同处理水平的目标女性图片识别的正确率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ccuracy rates of subjects’ identification of target female images 
表 1. 男女被试对目标女性图片识别的正确率(%) 

被试性别 n 
未处理(M ± SD) 面部处理(M ± SD) 

正立 倒置 正立 倒置 

男性被试 12 90.97 ± 5.28 89.58 ± 4.54 89.93 ± 6.01 81.59 ± 6.75 

女性被试 22 91.28 ± 6.39 90.44 ± 6.45 88.84 ± 9.98 82.35 ± 10.71 

 
从表 1 中所列的平均数和标准差来看，对目标女性的面部进行像素化处理确实对被试的识别成绩产

生了影响。为探讨被试在不同处理水平下识别女性的具体情况，根据被试内变量包括目标姿势(正立，倒

置)和像素化水平(无，面部)，被试间变量包括被试性别(男，女)，对被试再认目标图片的正确率进行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像素化水平主效应显著，F(1, 32) = 12.73，p < 0.05，η2 = 0.285，即被试对未

经面部处理的目标女性的识别要显著优于对经过面部处理的目标女性。目标姿势主效应显著 F(1, 32)= 
14.03，p < 0.05，η2 = 0.305。被试性别主效应不显著，p = 0.909，即男性和女性的识别正确率不存在显著

差异。其中，只有姿势和像素化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32) = 10.50，p < 0.05，η2 = 0.247。经过简单效

应分析可知，在对未处理的目标女性进行识别时，被试的识别正确率不会受到姿势(正立或倒置)的影响，

即未产生倒置效应；然而经过对目标女性进行面部像素化处理后，被试对正立图片的识别要显著优于对

倒置图片的识别，即产生了倒置效应，表明被试对目标女性进行了更多的构形加工。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Differences in accuracy rat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表 2. 不同处理条件下被试识别目标女性的差异分析结果 

像素化 姿势 
(I)(J) 

均值差 
(I-J) P 

未处理 正立 倒置 0.020 0.171 

面部处理 正立 倒置 0.081* 0.000 

4.2. 反应时 

对男女被试对不同处理水平的目标女性图片识别的反应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被试对不同处理水平的目标女性识别的反应时确实存在不同。为探讨被试在不同处理

水平下识别女性的具体情况，根据被试内变量包括目标姿势(正立，倒置)和像素化水平(无，面部)，被试

间变量包括被试性别(男，女)，对被试再认目标图片的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像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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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主效应显著，F(1, 32) = 6.97，p < 0.05，η2 = 0.179，即被试对未经面部处理的目标女性的识别要显著

快于对经过面部处理的目标女性。目标姿势主效应显著 F(1, 32) = 1.797，p < 0.05，η2 = 0.063。被试性别

主效应不显著，p = 0.96，即男性和女性的识别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依然只有姿势和像素化水

平交互作用显著 p < 0.05，η2 = 0.053。经过简单效应分析可知，只有当被试在识别正立的目标女性图像

时，像素化处理会影响其反应时，即对经过面部处理的目标女性进行识别所花的时间显著多于比对未处

理的目标女性进行识别。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3. Response time of male and female subjects 
表 3. 男女被试对目标女性图片识别的反应时(ms) 

被试性别 n 
未处理(M ± SD) 面部处理(M ± SD) 

正立 倒置 正立 倒置 

男性被试 12 1208 ± 323 1450 ± 406 1341 ± 416 1425 ± 403 

女性被试 22 1269 ± 384 1387 ± 433 1364 ± 504 1421 ± 435 

 
Table 4.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im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表 4. 不同处理条件下被试识别目标女性的差异分析结果 

姿势 像素化 
(I)(J) 

像素化 
(I-J) P 

正立 无 面部 −145.853* 0.004 

倒置 无 面部 −63.705 0.295 

4.3. 反应速度与准确性权衡检验 

为了考察被试的反应速度与准确性权衡是否对上述实验结果产生影响，需进行反应速度与准确性权

衡检验。根据被试在所有处理水平下的反应时将其分为高反应时组以及低反应时组，见表 5。 
 
Table 5. Accuracy rate of subjects in the high and low response time groups 
表 5. 高低反应时组被试的正确率(%) 

组别 n 正确率M ± SD 

高反应时组 17 89.89 ± 4.56 

低反应时组 17 86.53 ± 8.02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的正确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为 t(1, 32) = 1.503，p = 0.143，高反

应时组与低反应时组的正确率之间并未产生显著差异。这表明并不存在被试牺牲反应时以提高正确率，

或是牺牲正确率以减短反应时的情况。结果如图 4 所示。 

4.4. 实验小结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首先，被试在识别目标女性时，其正确率和反应时并不会随着被试的性别的不

同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均会性客体化女性，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一致(Bernard et al., 
2012; Bernard et al., 2015)。其次，被试在识别经过面部像素化处理的目标图片时，性感女性的姿势产生

了与假设相一致的影响：被试对倒置图片的识别表现不及对正立图片的识别，其用时更长并且正确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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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即产生倒置效应。而在对未经面部像素化处理的目标图片进行识别时则未出现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研究假设得到实验结果的支持。 

 

 
Figure 4. Difference of accuracy rate between subjects in high response and low response time groups (Error line represents 
standard deviation) 
图 4. 高反应时与低反应时组被试的识别正确率差异(误差线表示标准差) 

5. 讨论 

本研究通过以上实验，旨在考查被试对性感女性的面部关注在其客体化识别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

现，被试性别差异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一致，即女性不仅会成为异性的客体化对象，也会成

为同性的客体化对象。在孙青青等(2015)利用眼动技术对性客体化的研究中，被试以及目标图片的性别差

异并未对泳装图片社会感知过程中存在的客体化注视产生不同影响。然而性客体化的动机却千差万别，

例如性吸引力可能是男性对女性客体化的原因，而社会比较则可能是女性对同性进行客体化的原因。除

此之外，Civile & Obhi (2016)关于权力与性客体化的研究则发现：无论性别如何，权力均可成为决定对他

人进行性客体化的重要因素。高权力感的男性与女性在对性感的异性图片进行识别的过程中均不会产生

倒置效应(出现性客体化)，而对性感的同性图片的识别则出现了倒置效应(未出现性客体化)。相比之下，

低权力感的男性和女性对性感的男性和女性图片的识别均出现了倒置效应(未出现性客体化)。这也就说明

了权力对特定的社会认知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并未受到感知者的性别的影响。但由于该研究

的被试为异性恋群体，因此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有待讨论。 
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有所不同，我们经常谈论到的是异性之间的客体化，尤

其是男性对女性的客体化。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偶像崇拜的风靡，媒体中的男性形象开始出现

阴柔化的趋势，出现了大批女性粉丝群体。那么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否也存在这女性对男性的客体化？而

这种在亚洲盛行的现象也存在跨文化差异，结合本研究，研究者认为探究性客体化背后所存在的复杂动

机有利人们正视这个隐藏于日常生活中并且极易被忽视的现象，从而愿意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不公平的

现象，这也正是该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实验结果表明，面部关注会影响到对女性的客体化识别，通过减少人们对女性的面部关注，确实能

够使人们对女性进行更少的分析性处理，从而减少对女性的客体化。已有研究表明，人们把女性的外表

内化为自我价值的主要基础。因此，通常对女性和男性进行评估和分类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即女性倾向

于主要根据其外貌(包括女性自身)进行评估，而男性则根据其性格和能力进行评估。也正是由于这种性别

刻板印象的存在，女性会被视作“花瓶”，其价值来源于满足他人的欲望甚至仅仅是赏心悦目。而女性

也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男性则被视为一个家庭或整个社会中的主力军，不容置疑地承受了更多的压力。

这种在社会分类的差异可能会改变其识别过程，从而调动分析性处理而不是构形处理对女性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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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容貌作为构成个体外表的极其重要的方面，肯定会对个体，尤其是对女性的认知产生不可否认的影响。

而本研究则是利用倒置效应为这一构想提供了直接且直观的证据。尽管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女性身体性感

部位以及面部的显著程度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干预作用，从而减少客观影响。然而，在媒体、电影、电视

和广告中，像素化却是一种不寻常的技术，过度使用反而可能被认为是分散注意力。因此，确切地说，

客体化的主要责任其实是在于客体化的感知者以及鼓励它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Bernard 等(2015)的研

究也表明，性感女性并非注定被视为客体或工具，如果能够在对其的描述中弱化性感形象的显著性，转

而强调其个性和内在品质，例如其人性化特点(友好，能干等)，就能够减少对女性身体的分析性处理。因

此，在现实生活中，尝试帮助感知者不再只专注于女性身体部位，而是积极寻求其内在状态(例如，她们

的感受，能力，目标和欲望)的个性化信息，可能有助于减轻女性的客体化。 
除此之外，另一个减少客体化的有效途径为减少男女权力分配的不对称性。肖丽娟等(2017)对 Civile 

& Obhi (2016)的结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总的来说，是感知者的权力感以及识别对象的性别，而不

是他或她自己的性别决定了对性感对象进行分析性加工，从而将其客体化。当女性感觉自己是一个独立

且强大的个体时，她们对性感男性和女性的认知处理过程是相同的，她能够意识到自己身为女性并不是

一种劣势，不需要通过与其他女性进行比较或是满足他人所有需要来获得自我价值；当男性能够觉察并

认可女性所拥有的内在特质，能够承认女性也能拥有不逊于男性的权力和能力时，他也不再会将女性视

为一个满足他人需要的客体或工具。这意味着专注于减少对他人的权力感也是解决性客体化的有效策略，

但这不仅仅是在媒体中减少性感女性形象那么简单。那么教育就成为了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每一个孩

子都会接触的动画片和故事书来讲，其中就存在着许多女性卡司在整个剧作里只充当花瓶的设定，这可

能容易使孩子接受这样的熏陶：女性只需要是漂亮和可爱的，因为她注定是要被拯救的，她在未来会属

于某一个人。好在随着平权意识的觉醒以及科学养育观念的普及，情况以及有所改观。 
因此，如果能够在个体成熟与发展的过程中，重视性别教育，使其从小就拥有一种平等的性别观念。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庭中，父母还是老师，都应成为他或她积极看待自身和他人的正面形象。这不仅有

利于人格的完整，而且有利于个体在成年后发展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 

6. 创新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在实验材料方面做到了实验研究的本土化，即采用亚洲女性图片进行实验，而不是套

用原有研究的异族女性图片。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们对于不同族别女性面孔或身体识别所存在的差

异和偏好(陈睿等人，2017)。其次，尽管已有研究已经对性客体化的原因进行探讨，但其更多着重于被试

固有的特质，而不是性客体化对象本身。并且相对于 Bernard 等(2015)的研究，本研究将对面部的关注作

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证明了对女性进行分析性加工产生影响的因素不仅仅有其性感部位的显著程度，

还有对其面部的特定关注。该结果与关于肢体倒置效应的脑机制研究相吻合，即人类面孔和肢体的特异

性加工脑区确实存在不同，具体来讲肢体选择区域则主要包括梭状回肢体区和外侧纹状体肢体区；面孔

选择性区域主要包括梭状回面孔区、颞上沟、枕叶面孔区(张珂烨等人，2019)。这对于后续对性客体化的

神经生理机制进行探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本研究对日常生活也有启示：人们轻视或客体化女性，

除了存在其衣着暴露或身材性感等原因，或许只因其拥有漂亮的脸蛋。本研究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人们过多关注女性的脸蛋，也容易将其客体化，从而会忽视其内在特质，认为她只是一个好看但能

力不足的“花瓶”，最后可能导致其遭遇不公平的对待。 
在实验操作结束后，研究人员对被试进行识别任务的主观信心以及其关注部位进行了访谈记录，这

是以往研究所没有的。在有效的 34 份数据中，绝大多数被试都认为识别正立女性比识别倒置女性更容易，

然而有趣的一点就在于被试的主观判断和统计结果并不相同。就此能够做出的解释是可能人们对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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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客体化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因此在采取分析性处理对性感女性目标进行识别时，被试并不能意识

到自己将她视为客体，转而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日常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倒置的图片比正立的图

片更难识别。除此之外，有 18 名被试认为目标女性的面部是否经过处理并未对自己的识别造成影响，因

为自己主要关注目标的手臂、腿部、躯体姿势等信息。并且只有 2 名被试报告自己主要关注目标女性的

胸部和腰臀部等性感部位。但是主观报告可能受到社会压力、群体规则等的影响，因此如果能够借助眼

动技术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被试是因为关注目标面部受阻才转而关注身体姿势或其他躯体部

分，或是在面部和性感身体部分之间有所偏好，从而为性客体化理论找出一些更为客观且直接的证据。 
本研究考察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中面部关注对女性性客体化的影响，对性客体化研究的本土化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本研究依然存在有待改进的方面：第一，由于本研究只采用了年轻理想身材

的女性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没有考虑到其年龄和体型的影响，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扩大实验材料的

范围，探究不同年龄和身材的女性的性客体化情况。第二，本研究被试为大学生，并且只使用性别标准

进行分类，实验结论的推广性有待提高。个体在性客体化或自我客体化会受到自身的某些固有特点的影

响，如人格特质、女权主义态度、民族身份、性取向、在亲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Zheng, Hart, & Zheng, 
2012)。第三，当前对于性客体化的研究多采用行为实验的方式，研究方法单一，可运用事件相关电位

(ER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经颅磁刺激(TMS)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性客体化的认知神经机制研

究进行研究。第四，尽管自性客体化理论的提出以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研究领域逐渐拓宽，但仍然

没有太多研究探讨如何对性客体化进行干预。现阶段的研究多为进行短暂干预的横断研究，然而这些在

实验室中得到的干预条件在长时间运用中是否确实能够抵制或减轻现实生活的客体化，还需要生态效度

更理想的纵向研究对其进行检验，方可得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提升理论的实用价值和可推

广性。 

7.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揭示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均会对女性进行性客体化，并且这种客体化识别的

过程受到其对目标女性的面部关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通过减少对面部的特定关注，能够促使不同

性别的人们对女性身体进行更多构形处理和更少的分析性处理(即产生倒置效应)，从而减轻对女性的性

客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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