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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自拍编辑和外貌焦虑的关系，并检验身体监测的中介作用。通过问卷调查对610份样本数

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自拍编辑、身体监测和外貌焦虑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自拍编辑对外

貌焦虑起正向影响作用，身体监测在自拍编辑对外貌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认为，关注

自拍编辑行为对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在年轻群体中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

如何通过干预身体监测行为来减轻由自拍编辑引发的外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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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e editing and appearance anxiety, and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dy monitor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610 sample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elfie editing, body monitoring, and 
appearance anxiety. Selfie edit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appearance anxiety, and bod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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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ly mediates the effect of selfie editing on appearance anxiet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focus on the potential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selfie editing behavior,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Future research could further explore how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body monitoring 
behavior can reduce appearance anxiety caused by selfie e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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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拍作为一种重要的自我展示方式，已成为社交媒体上最常见的内容之一。自拍行为指的是个体使

用拍摄设备(如，智能手机、相机等)拍摄自己的照片，并且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行为(丁倩等，2016)。自拍

编辑是自拍行为中的一部分，涉及对于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进行编辑，包括使用裁剪、添加滤镜等

方式对自己的自拍照进行美化修饰(Fox & Rooney, 2015)。自拍照片的编辑和美化工具的普及，使得用户

能够轻松地调整自己的外貌，以符合社会审美标准。尽管这些编辑工具能够提升用户的自信，使其在社

交平台中获得积极反馈，但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心理影响。 
用户发布的帖子中，自我展示的照片，尤其是自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部分用户难免会

将自己的外貌与他人的进行比较，从而对自己的外在形象产生焦虑。一项对西方女性的调查表明，89%的

女性不满意自己的外貌，84.1%的女性希望自己能够比现在更瘦(Swami et al., 2015)。中青校媒对全国 2063
名大学生展开了关于外貌焦虑的问卷调查，调查发现有 59.03%的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外貌焦虑。同时，

数据还表明，男生(12.77%)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的比例高于女生(6.08%)。 
本研究从自我客体化理论出发，讨论自拍编辑和个体外貌焦虑的关系，不仅旨在扩展该领域的研究，

还希望引起更广泛的关注。通过呼吁抵制外界制造的外貌焦虑，改善焦虑情绪状态，并为减少因外貌焦

虑引发的不健康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1.1. 外貌焦虑 

外貌焦虑(Appearance Anxiety)是一种个体因担忧自身外貌不符合理想或社会标准从而产生的紧张、不安

等消极情绪(陈雯，陶林钰，2021)。它常常与身体形象不满意以及对他人评价的敏感性有关，特别是在社交

场合中表现突出(Liao et al., 2023)。在行为上，外貌焦虑表现为经常检查和调整自己的外貌，并且对注意控制

产生影响(甘海英等，2020)。这种焦虑影响着日常生活，不仅与多种心理障碍密切相关，如抑郁(Tiggemann 
& Williams, 2012)、进食障碍(郭莉萍等，2021)、身体畸形障碍(Ryding & Kuss, 2020)等，还可能导致更加极

端的行为，如过度节食或进行整容手术(Wu et al., 2024)。此外，外貌焦虑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常伴随

负面情绪、学业压力和人际关系困难，严重影响其心理发展与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对外貌焦虑的深入研究

不仅可以帮助识别这些心理问题的潜在风险因素，还能为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2. 自拍编辑 

自拍编辑指个体对于将要发布到网上的自拍照使用计算机程序或者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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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 & Rooney, 2015)。早期进行图片编辑的门槛较高，大多数是摄影师使用专业的、难度较大的软件(如，

Photoshop)对照片进行编辑。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有很多随手可以下载的、操作简易方便的手机图片编

辑软件，使自拍编辑变得更加的便捷(Perloff, 2014)。利用自拍编辑，个体可以在社交平台进行理想化自

我展示，从而获得积极的社交评价。因此，自拍编辑可以视为社交媒体时代重要的选择性自我呈现行为

(Chae, 2017)。个体会为了在线呈现更理想化的自我、避免获得负面评价对自拍进行编辑(Bell et al., 2018)。
同时，在对自拍进行编辑时会考虑他人的评价，并且想要展示比真实自我更好形象的动机在编辑自拍后

预测了对身体的不满意(Tiggemann & Anderberg, 2020)。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拍并不是单独的行为，而是由多个行为构成的一个连续过程(顾潇等，2021)。根

据个体面对自拍时的不同状态，将自拍行为分为主动性自拍行为(自拍投入、自拍编辑、发布自拍)和反应

性自拍行为(浏览自拍、自拍反馈投入)。主动性自拍对个体的身体意象产生消极影响，包括身体不满、产

生焦虑情绪和低估自己的身体吸引力等。自拍编辑作为一种主动性自拍行为如何影响外貌焦虑，据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1：自拍编辑行为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外貌焦虑。 

1.3. 身体监测 

根据客体化理论(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自我客体化指的是个体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来审视、

猜测和评价自己的身体形态。进行自我客体化的个体会更重视自己的外在特征而非内在的身体健康和其

自身能力。已有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中女性自拍行为与自我客体化显著正相关，并且自拍行为会通过外

貌评论影响自我客体化(杜红芹等，2016)。身体监测是自我客体化的主要表现行为。McKinley 和 Hyde 
(1996)的研究认为，身体监测是指女性为了避免他人对自己外貌的负面评价以及达到他人或社会文化对

自己期待的身体标准，从而以观察者的角度关注自己的身体。自拍提供了审视以及展示自己外表的机会

(Chae, 2019)，且主动性自拍会正向预测身体监测并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顾潇等，2021)。已

有研究发现，一张照片被发布前所拍摄的照片数量、发布和编辑自拍的频率与其身体监测水平成正相关

(Lamp et al., 2019)。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身体监测在自拍编辑和外貌焦虑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的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of selfie editing, body surveillance, and appearance anxiety 
图 1. 自拍编辑、身体监测和外貌焦虑的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在网络平台中发布问卷，问卷中采用了统一指导语说明了测试目的、测试方法以

及保密原则，答卷通过问卷星系统进行统一回收。共发放问卷 610 份，剔除存在无意义规律作答、同一

选项直线作答等情况的明显不认真作答的问卷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572 份，有效率为 93.77%。其中，

女性 418 人，占 73.10%；男性 154 人，占 26.90%。在年龄方面，18 岁及以下占 5.60%，18~25 岁占 69.32%，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3145


柯以 
 

 

DOI: 10.12677/ap.2025.153145 204 心理学进展 
 

26~35 岁占 14.90%，36~45 岁占 3.50%，46 岁及以上占 6.80%。在学历方面，高中及以下占 9.60%，大专

占 14.00%，本科占 67.50%，研究生及以上占 8.90%。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会外貌焦虑量表(The 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SAAS) 
该量表由 Hart 等(2008)编制。该量表测量的不是对个体具体特征(如嘴、鼻子等)的焦虑，而是个体的

整体性外貌焦虑。量表总有 16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其中第一项为

反向计分，以总平均分作为外貌焦虑程度的得分，得分越高说明外貌焦虑程度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被广泛运用于外貌焦虑的研究工作中。本研究中 α系数为 0.96。 

2.2.2. 身体监测量表(The Body Surveillance Scale, BSS) 
该量表由陈欣，蒋艳菊(2007)在身体意识客体化量表(The 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OBCS) 

(McKinley & Hyde, 1996)的基础上修订，用于测量自我客体化的水平。BSS 作为 OBCS 的一个分量表，

用于测量身体监测行为。身体监测是自我客体化的主要表现，所以常被作为自我客体化程度的指标，国

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将 BSS 作为测量个体自我客体化的主要工具之一。BSS 总共包含 8 个项目，修订后的

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范围从“1 = 非常不符合”到“5 = 非常符合”，除第五、第六题外其余均

为反向计分。各题得分相加即为身体监测总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自我监测程度越高。本研究中 α 系数

为 0.65。 

2.2.3. 自拍编辑量表 
采用于茉莉等(2020)对自拍行为量表(Dhir et al., 2017)以及自拍美化行为量表(Chae, 2017)的改编版。

采用 5 点计分，选项从 1 到 5 分别表示“从来没有”到“经常这样做”，得分越高表示进行自拍编辑的

频率越高。本研究中 α系数为 0.51。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需对数据作进一步检验。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对共同

方法偏差检验的介绍，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分析。本研究中单因素检验结

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5 个，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5.78%，低于 40%的标准，因此本

研究不存在显著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所示。其中，外貌焦虑与自拍编辑呈显著正相关(p < 0.01)，
与身体监测呈显著正相关(p < 0.01)；身体监测与自拍编辑呈显著正相关(p < 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ppearance anxiety, body surveillance, and selfie editing 
表 1. 外貌焦虑、身体监测、自拍编辑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1 外貌焦虑 4.02 ± 0.94 1   

2 身体监测 23.84 ± 4.25 0.18** 1  

3 自拍编辑 3.45 ± 0.96 0.19** 0.26** 1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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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身体监测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自拍编辑与身体监测和外貌焦虑均相关，根据假设，这种相关可能反映了自拍编辑经由身体监

测间接影响外貌焦虑。对此，使用 bootstrap (重复抽样 5000 次)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 
以自拍编辑为自变量(X)，外貌焦虑为因变量(Y)，身体监测为中介变量(M)，建立三个标准化回归方

程。结果显示，建立的三个回归方程模型经检验后均显著。自拍编辑对外貌焦虑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4, 
t = 4.56, p < 0.001)，放入中介变量身体监测后得到：自拍编辑对自拍美化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 = 
0.03, t = 3.58, p <0.001)；自拍编辑对身体监测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23, t = 6.30, p < 0.001)，身体监测

对外貌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03, t = 3.39, p < 0.001)，详见表 2。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editation effect of body surveillance between selfie editing and appearance anxiety 
表 2. 身体监测对自拍编辑与外貌焦虑的中介模型检验 

变量 
方程一 

(Y：外貌焦虑) 
方程二 

(Y：身体监测) 
方程三 

(Y：外貌焦虑) 

β t β t β t 

自拍编辑 0.04 4.56*** 0.23 6.30*** 0.03 3.58*** 

身体监测     0.03 3.39*** 

R2 0.04  0.07  0.05  

调整后的 R2 0.03  0.06  0.05  

F 20.78  39.78  16.3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使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分析，X 对 Y 的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为 0.030，95% CI 为[0.013, 0.046]，

占总效应的 80.49%。身体监测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 0.007，95% CI 为[0.002, 0.013]，占总效

应的 19.51%，详见表 3。身体监测的中介效应影响路径见图 2。 
 
Table 3. Test of the meditation effect of body surveillance in selfie editing and appearance anxiety 
表 3. 身体监测在自拍编辑与外貌焦虑间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类型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95% CI 

相对中介效应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0369 0.0081 0.021 0.0527  

直接效应 0.0297 0.0083 0.0134 0.0459 80.49% 

间接效应 0.0072 0.0029 0.0021 0.0132 19.51% 
 

 
Figure 2. Plot of the meditating effect of body surveillance in selfie editing and appearance anxiety 
图 2. 身体监测在自拍编辑与外貌焦虑的中介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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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自拍编辑、身体监测和外貌焦虑之间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自拍编辑行为与身体监测和外貌焦虑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其中，自拍编辑与身体监测

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学者杜红芹等(2016)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自我客体化程度较高的个

体更频繁地进行自拍相关行为。自我客体化理论认为，个体将自己当作外部观察者的视角进行评价和监

测，这种行为在女性中尤为普遍(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自拍编辑作为一种自

我展示的手段，被频繁使用来调整和美化外貌，从而使个体的外在形象符合社会审美标准。 
对于外貌焦虑和身体监测的结果与杨晨等(2020)的研究结果一致，也就是说，外貌焦虑程度越高的个

体，其自我客体化的主要表现行为身体监测的程度也会越高。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外貌焦虑与自拍编辑

呈正相关，这一结果与女性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拍行为与外貌焦虑之间正相关的发现类似(Chae, 2018)。这

些发现共同表明，外貌焦虑不仅受到自我客体化的影响，也与自拍编辑行为密切相关。 

4.2. 身体监测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外貌焦虑对自拍美化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 0.04。当

引入中介变量身体监测后，自拍编辑对外貌焦虑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且自拍编辑通过身体监测产生的

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 0.01，占总效应值的 19.51%。这表明，自拍编辑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外貌焦虑的

程度，并且能通过身体监测来间接预测外貌焦虑，且身体监测在自拍编辑与外貌焦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

的作用。 
在自拍编辑过程中，个体从主体化视角转变为客体化视角，将自己视为一个客体进行评价和修饰。

这种自我客体化的过程使得个体不断放大自身的缺点，意识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从而产

生焦虑情绪。研究表明，这种焦虑情绪不仅源于个体对自身外貌的主观评价，还受到社会和文化环境的

影响。关于线上性客体化的研究表明，网络环境中的性客体化经历是外貌焦虑的主要预测因素之一(梁小

玲等，2022)。线上性客体化是自我客体化的一种形式，指在网络社交环境中广泛关注自己与他人体貌信

息的一种人际性互动经历(Luo et al., 2019)。梁小玲等(2022)还发现，在社交环境中，用户拥有大量的发布

展示自己身体意象图片的机会，置身于这种充满客体化内容的环境中，尤其是女性，会被迫持续进行外

貌比较，从而引发外貌焦虑。这种比较不仅限于对他人外貌的观察，还包括对自己发布的内容与他人反

馈之间的比较。研究显示，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经过编辑和美化的照片后，往往会产生一种短暂的自

我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很快会被新的焦虑所替代，即担心自己无法持续保持这种“理想”状态(Chae, 
2017)。 

此外，线上性客体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外貌焦虑，它还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如自尊心

下降、抑郁症状增加等(Moradi & Huang, 2008)。这些心理健康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个体对外貌的关注，形

成一个恶性循环。外貌焦虑程度越高的个体，对自拍进行编辑的频率越高。在平台上发布经过美化处理

的照片，反过来又会通过外貌比较引起更多的外貌焦虑，从而陷入恶性循环(Tiggemann et al., 2014)。因

此，通过身体监测这一中介变量，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拍编辑行为与外貌焦虑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未

来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具体而言，这些发现提示我们，减少外貌焦虑和自我客体化的干预措施可

能有助于降低自拍编辑行为的频率，从而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Tiggemann et al., 2014)。 

4.3. 研究不足之处及展望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所得结果的可靠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调查者的配合度和诚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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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受期望效应等影响，问卷结果可能与事实不符。其次，问卷的设计在人口变量学因素的方面有待完

善。本研究所选群体年龄大多集中在 18 至 25 岁，其它年龄段人数较少，群体范围有待扩展。同时，未

来研究也应该关注男性群体中外貌焦虑及其相关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貌焦虑、自拍编辑和身体监测三个因素，并且现存的有关研究大多也是采用横

向研究的方式。同时，还未有研究对过度编辑进行定义，今后的研究可以从纵向入手，探究自拍编辑的

不同程度对外貌焦虑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在自我客体化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自拍编辑、身体监测和外貌焦虑的关系，并得出以下主

要结论： 
自拍编辑、身体监测和外貌焦虑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身体监测在自拍编辑对外貌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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