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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线上体像比较、青少年社交焦虑和体像烦恼的关系以及体像烦恼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进而为

青少年缓解社交焦虑和减轻体像烦恼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体像比较量表、社交焦虑量表和青少年学生

体像烦恼现状调查表对天津市3所高中的420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线上体像比较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与体像烦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体像烦恼与社交焦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体像烦恼在线

上体像比较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青少年线上体像比较既可直接影响其社交焦虑

水平，也可通过体像烦恼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社交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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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body image 
comparison,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and body image worr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dy im-
age worry in it, and then to provide a basis for adolescents to alleviate social anxiety and reduce 
body image worry. Methods: The Body Image Comparison Scale, the Social Anxiety Scale, and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ody Image Worries among Adolescent Student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420 students from three high schools in Tianjin. Results: Online body image 
comparison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anxiety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body image worry,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image worry and social anxiety; body image worr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online body image comparison on social anxiety. Conclusion: Adolescents’ online body image 
comparisons can affect their social anxiety level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
ing role of body image wor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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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交焦虑是指不合理或过度地害怕人际互动和自己在社交环境中的表现，具体来说，就是在与人交

往时，感到不舒服、不自然，产生了紧张、害怕的情绪体验，同时还会产生逃避社会交往的行为倾向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2013)，严重者还会发展成一种心理障碍(Pontillo et al., 
2017)。社交焦虑不仅会对个体的学习、生活和正常社会交往造成负面影响(李梦龙，任玉嘉，孙华，2020)，
还可能会导致其他精神障碍疾病并发，严重损害个体的生命健康，是仅次于抑郁症和酒精依赖的第三大

常见精神障碍(Stein et al., 2017)，终身患病率高达 12%。对青少年来说，既需要面对个体心理成长由青春

期走向成年初期带来的心理冲击，还需要妥善协调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之间的平衡关系，来自多方面的

压力以及在生活中的众多社会评价问题可能会使青少年更容易产生真实或想象的尴尬恐惧(Russell & 
Topham, 2012)，导致社交焦虑症状频发。因此，探究影响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因素以及寻求有效减低社交

焦虑的方法，对于推进青少年的心智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体像比较是社会比较的一个方面，是指在身体特征方面的比较。体像比较可以有两类，线下体像比

较和线上体像比较(Krones et al., 2005)。线上体像比较主要是通过一些的社交软件和网站进行比较。近年

来随着移动手机与网络的普及，青少年已经成为社交网站的主要用户，青少年在使用这些社交网站的过

程中，总是会无意识地进行体像比较，有研究发现青少年在社交网站的社交行为(例如查看和评论同龄人

的社交资料)与想要苗条的动机显著相关(Kim & Chock, 2015)。也有研究表明花更多时间在 Facebook 上的

年轻女性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更为关注，因为她们会与其他人(尤其是同龄人)比较外貌(Fardouly & Var-
tanian, 2015)。大量研究表明，线上体像比较会影响到个体的社交焦虑，外貌比较在社交媒体和身体形象

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Fardouly & Vartanian, 2016)。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其他用户在社交网站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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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过度美好信息会让个人产生不合理的信念，认为自己不如他人，并在无意识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当个人的期望与他人相差甚远或难以实现时，就会引发焦虑、抑郁和其他负面情绪(张丛丽，周宗奎，2018)。
陈文静的研究表明，体像比较对社交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目前各种社交平台以及杂志都随处可见模特、

明星的图片或者经过修饰美化的照片，当处在青春期的个体浏览到这些图片时会不自觉地进行体像比较，

而这种体像比较往往是上行比较，从而造成社交焦虑。体像比较更多与同辈人进行比较(Tiggemann & 
Slater, 2013)，在周围大部分是同龄人的高中生中更容易发生体像比较，导致造成社交焦虑。基于此，提

出本研究的假设 H1：线上体像比较能够预测社交焦虑。 
体像烦恼是由于个体对体像过高的自我期望和自我审美偏差所导致的对自我体像失望所引起的心理

烦恼，是一种介于正常体像心理和体像障碍之间的一种不正常的体像心理(周敏，2024；骆伯巍等人，2005)。
体像烦恼的程度不及体像障碍严重，且仅仅是由认知偏差引起的而与器质性因素无关(Cotterill, 1981)。实

证研究表明，被试在看到个人资料中有漂亮图片的用户后与看到没有吸引力的个人资料图片的用户相比，

对自己有更为负面的身体意象(Haferkamp & Kramer, 2011)。体像比较不仅影响青少年对自己身体的满意

度，还会引起其对身体特征的担忧(孙文菁，2017)。个体通常会对自己的图片进行挑选，别人在看到这些

相对美好的图片，就会容易引起上行比较，觉得自己的外貌相较于别人有很多缺陷，对自己的身体产生

负面看法，从而引发体像烦恼(Fardouly et al., 2017)。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线上体像比较可能导致青少年

产生体像烦恼，同时还有研究表明体像烦恼与社交问题间相关显著，社会焦虑与体像烦恼之间存在着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周丽华等人，2005；王大涛，王大顺，2009)。国外研究发现，对外表有不合理信念和过

度心理关注的人通常有高度的社交焦虑(Cash & Fleming, 2002)。报告有高水平身体不满意的个体，其社

交焦虑越高(Cash et al., 2004)。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在体像比较和社交焦虑之间，身体意象起完全中介

作用(陈文静，2021)。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H2：体像烦恼在青少年体像比较与社交焦虑之间起中

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以往研究和理论的基础上，考察青少年线上体像比较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

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Hypothesised model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ody image worry 
between online body image comparison and social anxiety 
图 1. 体像烦恼在线上体像比较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的假设模型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天津市 3 所高中的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发放电子问卷。调查对

象均知悉调查内容，同意参与调查。共发放 420 份问卷，剔除无效答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359 份，问卷回

收有效率为 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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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用于收集基础的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等。 
2) 体像比较量表。该量表由 Fardouly 和 Vartanian 编制，由魏祺进行改编，主要对社交网站中的体

像比较进行评估(魏祺等人，2017)。该量表共 3 个项目，采取 5 点计分，选项 1 到 5 表示从“完全不同意”

到“完全同意”。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3) 社交焦虑量表。该量表是由 Leary 编制而成，我国学者汪向东对该量表进行翻译与删改，测量社

交焦虑程度(李美玲，徐兰兰，2020)。包括 15 个项目，计分方式为 5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的社

交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4) 青少年学生体像烦恼现状调查表。该量表是由高亚兵等人编制而成，测量青少年的体像烦恼严重

程度(高亚兵等人，2005)。包括共 25 个项目，4 个部分(形体烦恼、性别烦恼、性器官烦恼和容貌烦恼)。
采取 3 点计分，选项 1 到 3 表示符合到不符合，分数越低表示体像烦恼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 

2.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研究中对被试分别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是匿名的，由学生用

问卷星进行填写。使用 SPSS23.0 等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年龄范围在 16~20 岁，平均年龄为(17.55 ± 2.20)岁。其中，男生 108 人，女生 251 人；独

生子女 167 人，非独生子女 192 人；城镇 185 人，农村 174 人。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数据收集完后，采用了 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将

所有变量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20.71%，远小于 40%
的临界值。证明本研究无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线上体像比较、社交焦虑和体像烦恼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线上

体像比较、社交焦虑和体像烦恼之间相关显著。线上体像比较和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线上体像比

较和体像烦恼呈显著负相关；体像烦恼和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为进一步检验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

持。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online body image comparison with social anxiety and body image worries 
表 1. 线上体像比较与社交焦虑、体像烦恼的相关分析 

 M ± SD 线上体像比较 社交焦虑 体像烦恼 

线上体像比较 7.84 ± 2.79 1.00   

社交焦虑 43.18 ± 8.68 0.26*** 1.00  

体像烦恼 56.59 ± 9.30 −0.41*** −0.31*** 1.00 

注：*: p < 0.05；**: p < 0.005；***: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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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人(2022)建议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温忠麟，方杰，谢晋艳，等，2022)，采用偏

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3.3 程序，进行 5000 次重复抽样，设置 95%
的置信区间，分别以线上体像比较为自变量，社交焦虑为因变量，体像烦恼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结果显示：线上体像比较负向有效预测体像烦恼，体像烦恼负向有效预测社交焦虑(见图 2)。 
 

 
注：*: p < 0.05；**: p < 0.005；***: p < 0.001。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model between online body image 
comparison and social anxiety for body image worries 
图 2. 体像烦恼在线上体像比较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模型图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size analyses for body image annoyance 
表 2. 体像烦恼的中介效应量分析 

 效应值 SE Boot CL 下限 Boot CL 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总效应 0.26 0.03 0.16 0.36  

直接效应 0.16 0.03 0.05 0.26  

间接效应 0.10 0.03 0.04 0.17 38.46% 

 
中介效应分析及其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检验路径为线上体像比较–体像烦恼–社交焦虑。间接效

应值为 0.10，间接效应值显著，间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8.64%。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4, 0.17]，
区间值不包含 0，表明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线上体像比较对社交焦虑的总效应显著。本研究发现，线上体像比较能正向预测

青少年的社交焦虑，这与以往的研究理论也相一致(邱海鑫，2021)。个体在线上社交媒体发布个人自拍时

会进行修图或者用其他方法使自己有比较良好的形象，加之媒体对审美主流的推波助澜，其他个体在刷

到后会不自觉地与他人或者某个标准进行比较时，会觉得自己的脸蛋或者身材不够完美，而产生一些消

极情绪(Fardouly et al., 2015)。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说明，积极情绪能够拓展思维–行动的范围，且有利

于自我的建构，对个体有长期的具有适应性的益处。而消极情绪通常会阻碍个体的自我的建构，使个体

对自己进行比较消极的评价，有些不善社交的人在必须要进行的社交活动中会自卑，且可能会产生对社

交的焦虑和恐惧。 
本研究还发现体像烦恼在线上体像比较与社交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且体像烦恼部分中介了线上体

像比较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线上体像比较可以负向预测体像烦恼，青少年在看到自己的身体发生

巨大变化，从自己熟悉的身体逐渐转化为成人的身体，这会让青少年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青少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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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期间会不自觉地与其他个体和标准进行比较，很容易对自己的身体不满，进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

体像烦恼可以负向预测社交焦虑，体像烦恼得分越低，表明体像烦恼越严重，即体像烦恼越严重，社交

焦虑也越严重。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是相符的(李芸，2011)。个体对自己的身体越满意，对自己的身体产

生积极的意象，其社交回避情绪和主观焦虑感会越低；反之，体像烦恼会产生社交焦虑。有体像烦恼的

学生会因为自卑而对社交活动回避，或因为一些其他人的嘲笑或者害怕被嘲笑，而导致个体主观焦虑感

强(周丽华等人，2005)。体像烦恼在线上体像比较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

设 H2。线上体像比较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根据体像的认知–行为理论，个体的

体像会受到面部特征和与体像有关的情绪的影响，并不断形成与身体有关的自我图式。一旦与消极情绪

有关的自我图式被激活，会产生负面情绪，会产生较多的社交回避行为。因此，线上体像比较会使个体

对自己产生较多的负面情绪，形成各个方面的体像烦恼，这样的烦恼就会在社交活动中产生较多压迫感，

使个体产生社交焦虑。这启示我们要对青少年学生展开有针对性的体像教育，减少社交焦虑给学生带来

的负面影响，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 青少年线上体像比较可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2) 青少年线上体像比较

和体像烦恼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研究符合中介效应模型，体像烦恼在线上体像比较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

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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