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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高中生外表焦虑的现状特征，查明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方法：采用

社交外表焦虑量表、自尊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简明大五人格量表、媒体理想美内化量表等工具对高

中生进行调查，获有效问卷263份。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结果：57.03%的高中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外表焦虑，中度以上占比12.93%，重度占比3.80%。自尊可负

向预测外表焦虑(β = −0.348, t = −5.627, P < 0.001)；媒体理想美内化可正向预测外表焦虑(β = 0.310, t 
= 6.553, P < 0.001)；异性同学嘲笑可正向预测外表焦虑(β = 0.179, t = 3.026, P < 0.01)；宜人性(人格特

质)可正向预测外表焦虑(β = 0.132, t = 2.803, P < 0.01)。结论：高中生外表焦虑既与个体内部因素密切

相关(低自尊、高宜人性的高中生外表焦虑水平更高)，又与外部环境因素显著关联(媒体理想美内化、异

性同学嘲笑对外表焦虑有显著增强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强对易感个体的关爱、提升

高中生的自尊水平、强化媒体的正面宣传与引导作用、实施合宜的校园审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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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ppear-
ance anxiety, 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its formation, and propose correspond-
ing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using tools such as the 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the Self-Esteem Scale,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the Mini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Item Pool Scales, and the Internaliza-
tion-TV/Mag Scale. A total of 26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Results: 57.03%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experience varying degrees of appear-
ance anxiety, with 12.93% experiencing moderate or higher levels and 3.80% experiencing severe 
levels. Self-esteem negatively predicts appearance anxiety (β = −0.348, t = −5.627, P < 0.001). Inter-
nalization of media ideals of beauty positively predicts appearance anxiety (β = 0.310, t = 6.553, P < 
0.001). Ridicule from opposite-sex classmates positively predicts appearance anxiety (β = 0.179, t = 
3.026, P < 0.01). Personality trait of agreeableness positively predicts appearance anxiety (β = 0.132, 
t = 2.803, P < 0.01). Conclusion: The appearance anxie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al individual factors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low self-esteem and high agreeableness have 
higher levels of appearance anxiety) and is also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ernalization of media ideals of beauty and ridicule from opposite-sex classmates have a 
significant enhancing effect on appearance anxiet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strengthening care for vulnerable individuals, enhanc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
esteem, promoting the media’s positive influence and guidance, and implementing appropriate aes-
thetic education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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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1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焦虑症等常见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于重

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近年来，青少年“外表焦虑”(亦称“容貌焦虑”)的问题引起

了广泛关注，并日益成为困扰青少年群体的主要心理问题之一(史敬怡等，2023)。外表容貌在个体的人际

交往过程中无疑非常重要，当代人尤其青少年愈发关注自己的外表容貌，甚至引发焦虑。一般认为，轻

度的外表焦虑不会引起显著不良后果。一旦程度趋于严重，会滋生社交焦虑、社交退缩等人际后果(张小

梅，2024)，产生抑郁情绪，甚至可能逐步演变为躯体变形障碍以及进食障碍等精神类疾病(胡玉红，符明

弘，2022)。 
目前对大学生外表焦虑的关注较多，对高中生的研究还很少见。高中生是一个独特的过渡性群体，

他们处于从少年向成年的关键转型期，在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角色认知等多方面均经历着深刻变革。《国

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2指出中小学生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强调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

Open Access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2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161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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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动员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维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但目前，关于高中生群体外表焦虑的现状和

影响因素尚不清楚，如何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也缺乏相应依据。鉴于此，本文开展专题研究，以了解

高中生外表焦虑的现状，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外表焦虑(Appearance Anxiety)主要指个体对自身外表的过度关注，担心被他人消极评价而引起的过

度担忧(Dion et al., 1990; Hart et al., 2008)，是一种由于对自身外表缺乏自信而产生的焦虑感(甘露颖，2021；
付圣宣，2023)。即个体担心自己外表不够美，预感会受到他人的消极评价而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甘露

颖，2021；周微等，2023)。 
近年来外表焦虑主要着眼于现状和原因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和女性群体。外表焦虑

的影响因素被认为与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都有关系(周微等，2023)。大部分研究强调了网络媒

介的影响(邱天，王肖，2022；胡玉红，符明弘，2022；付茜茜，2023；黄璐璐，2023；汤婷等，2023)。
社会审美文化、他人评价，以及自身完美主义被认为会产生影响(梁团等，2023)。Pan (2023)认为造成大

学生外貌焦虑的主要原因是社交媒体对美的单一定义和追求、求职中的硬性要求和光环效应、成长环境

中的不自信以及外貌本身的某些缺陷。关于女性外表焦虑的原因，被认为与审美标准趋同、美容技术提

升、男性的凝视、消费主义陷阱与女性的自我迷失等有关(甘露颖，2021)。早期的研究则认为女性的外貌

焦虑与她们童年和青少年早期的负面社会经历有关(Keelan et al., 1992)。综合看来，目前关于外表焦虑的

原因(影响因素)的研究虽有不少，但大多是基于主观判断，缺少系统的定量分析。而一些定量分析的研究，

被纳入考虑的潜在影响因素往往不够全面(如：局限于研究某个具体因素与外表焦虑的关系)。 
关于外表焦虑的定量测量，已有多个量表发表，如：Reed 等(1991)的身体外表状态和特质焦虑量表

(Physical Appearance State Trait-Anxiety Scale, PASTAS)；Hart 等(2008)的社交外表焦虑量表(Social Appear-
ance Anxiety Scale, SAAS)；Veale 等(2014)的外表焦虑量表(Appearance Anxiety Inventory, AAI)；罗晓红等

(2023)的青少年外表焦虑量表(Youth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YAAS)。应用最广的是 Hart 等(2008)编制

的社交外表焦虑量表(SAAS)，其对个体整体性的外表焦虑(指向外表且关联社会评价)进行测量。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采用便利样本法进行抽样调查。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扩散至不同学校的高中生群体。样

本来源以江苏和安徽两省的高中生为主，但最终收集到的样本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覆盖范围较广。从

地理属性上，包括江苏、安徽、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福建、吉林、山西、贵州等不同地区；

从学校类型上，包括普通高中和国际高中；从性别方面，本次问卷尽量兼顾男女样本均衡，但最终收集

到的女生样本占比更高(约占 65.8%)。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实时通过后台数据监察问卷填写质量(主要根

据填写时长、回答问题的前后逻辑一致性、是否连续选择相同序号答案、设置的 2 道注意力陷阱题是否

填写合格等来判断)，对无效问卷及时标注。最终共完成调查问卷 409 份，经过严格的筛查和质量控制，

实际采集到有效问卷 263 份，有效问卷占比 64.3%。 

3.2. 方法与工具 

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和个人主观判断，假设高中生的外表焦虑可能与自尊水平、生

活满意程度、个体人格特质、社会媒体影响、身边人群评价等诸多因素有关联，故本次研究采用了以下

相关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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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社交外表焦虑量表(SAAS) 
鉴于外表焦虑主要是个体在社交情境中因担忧他人消极评价自身外表而产生的焦虑，经综合考虑，

本文选用 Hart 等(2008)的社交外表焦虑量表(SAAS)作为主量表。该量表共 16 个问题，包括 15 个正向问

题和 1 个负向问题(第 1 项为反向计分)。该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法。将所有 16 个条目的分数相加，总分

16~80 分，总分得分越高，代表外貌焦虑程度越高。 

3.2.2. 自尊量表(SES)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Rosenberg, 1965)共 10 道问题，其中 5 道正向计分，5 个反向计分，

采用的是李克特式 4 级评分制。总分 10~40 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 

3.2.3. 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 
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Diener et al., 1985)原量表共 5 道问题，均为正向

计分，7 级计分。本次研究稍作修改，增加以下 2 个问题：“总体而言，我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感到满

意”、“总体而言，我对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感到满意”；采用 4 级评分。总分 7~28 分，分数越高，代

表生活满意度越高。 

3.2.4. 简化版大五人格量表(Mini-IPIP Scales) 
国际人格项目池(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Item Pool, IPIP)是一个基于大五人格模型的开放式项目库。Mini-

IPIP Scales 是快速评估大五人格特质的简化版量表(Donnellan et al., 2006)。它包括 5 个分量表，分别测量大

五人格结构中的五个人格维度(即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每个分量表对应 4 个条目，

共 20 个条目，采用 4 点评分。各分量表分别计分，总分均为 4~16 分，分数越高代表该维度人格特质越显著。 

3.2.5. 媒体理想美内化量表(Internalization-TV/Mag) 
Internalization-TV/Mag是Thompson等(2000)开发的社会文化对外貌态度问卷修订版(Sociocultural At-

titudes Towards Appearance Questionnaire 3 Revised edition, SATAQ-3R)中的媒体内化子量表，主要测量调

查对象接触电影、电视、杂志等媒介中塑造的理想外貌等内容后，对社会定义的外表吸引力标准在一定

程度上产生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调查问题共 6 个，如：“我希望自己的身材能够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明星

那样”、“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电视里的明星”等，采用 4 级评分制。总分 6~24 分，分数越高，代表

理想美内化程度越高。 

3.2.6. 其它调查内容 
除以上测试量表外，本次调查所使用的问卷还包括以下内容：(1) 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

别、学校类型、父母学历，以及对自身外表关注的内容，等等；(2) 调查对象的周边人群(如同学、父母等)
的行为带来的影响。包括：a. 同性同学/异性同学/父母对自己外貌的嘲笑和自身的反馈感受；共 2 个条目，

一个为嘲笑频率，5 点计分，从“从不”到“非常频繁”；一个为自己对此行为的在意程度，5 点计分，从

“一点也不心烦”到“非常心烦”。总分 2~10 分，分数越高，表示嘲笑影响越显著；b. 父母在日常生活中

的负面示范对自己的影响，共 4 个问题：“(父/母)对他/她自己的体重和身材持负面态度”、“他/她对自己

的评价受体重和身材的影响”、“心情不好时他/她会吃东西”、“他/她会尝试减肥”，采用 5 点计分，从

“从不这样”到“总是这样”。总分 4~20 分，分数越高，表示负面示范越显著。 

3.2.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录入问卷数据，并使用 SPSS 2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描述性统计计

算均值(M)和标准差(SD)；2 组间比较差异性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间比较差异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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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相关分析统计各量表(外表焦虑的潜在影响因子)与社交外表焦虑量表(SAAS)之间的相关系数和 P 值；

将与 SAAS 显著相关的各潜在影响因子作为预测变量，将 SAAS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确定

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影响因素。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变量包含的项目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

果。结果显示共有 5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比例为 26.31%，小于临界标准

40% (周浩，龙立荣，2004)，说明本次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对外表关注的主观认识 

在对外表关注的主观认识的两道题中，统计的回答结果如图 1 所示。20.91%的高中生认为自己对外

表的关注程度与初中阶段相比明显上高，47.15%认为有所上升，25.01%认为保持不变，仅有 6.84%的高

中生认为有所下降。至于对自己外表最介意的地方，比例最高的是身材(约 30%)，其次是五官和皮肤(各
占约 20%)，再次为头发(约 10%)。 

 

 
Figure 1. High school student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appearance concern (Left: changes in the degree of concern; Right: 
aspects of appearance concerned about) 
图 1. 高中生对外表关注的主观认识(左图：关注程度的变化；右图：关注的内容) 

4.3. 社交外表焦虑量表(SAAS)得分结果 

Table 1. Statistical scores of the 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scal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1. 高中生社交外表焦虑量表(SAAS)得分统计 

外表焦虑程度 SAAS 得分 
全体 男生 女生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无 <40 113 42.97% 47 52.22% 66 38.15% 

轻微 40~49 67 25.48% 18 20.00% 49 28.32% 

轻度 50~59 49 18.63% 16 17.78% 33 19.08% 

中度 60~69 24 9.13% 5 5.56% 19 10.98% 

重度 70~80 10 3.80% 4 4.44% 6 3.47% 

合计 263 100% 90 100% 17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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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 得分统计结果见表 1。满分为 80 分，40 分以下表示不存在外表焦虑，40~49 分为轻微外表焦

虑，50~59 分为轻度外表焦虑，60~69 分为中度外表焦虑，70~80 分为重度外表焦虑。结果显示，半数以

上(57.03%)的高中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外表焦虑，其中中度以上占比 12.93%，重度占比 3.80%。男生中，

存在外表焦虑的比例为 47.78%，低于女生的 61.85%；但重度外表焦虑的比例男生(4.44%)略高于女生

(3.47%)。 
与之前的大学生容貌焦虑调查数据做一个对比：2021 年中央新闻网站中青在线的官方微信“中青校

媒”对全国 2000 多名大学生进行了“容貌焦虑”调查，问卷结果显示，“59.03%的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

的容貌焦虑。其中，男生(9.09%)中严重容貌焦虑的比例比女生(3.94%)还高，而女生(59.67%)中度焦虑的

比例高于男生(37.14%)”(程思等，2021)。两个调查结果在外表焦虑的总占比以及重度外表焦虑的男女生

分布特征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本次调查数据的可信度。 
表 2 显示，女生的 SAAS 平均得分(43.20 ± 13.98)略高于男生(40.34 ± 15.04)；普通高中的 SAAS 平均

得分(42.26 ± 14.27)略高于国际高中(40.87 ± 15.55)。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 2)表明，性别和学校类型对

外表焦虑得分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学历的差异对外表焦虑的

影响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P > 0.05)。 
 

Table 2. Tests of differences in 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by gender, school type, and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表 2. 不同性别、学校类型、父母学历的高中生社交外表焦虑差异检验 

类别 分类 人数 SAAS 得分(M ± SD) t (F) P 

性别 
男 90 40.34 ± 15.04 

t = 1.497 0.136 
女 173 43.20 ± 13.98 

学校类型 
国际高中 78 40.87 ± 15.55 

t = −0.967 0.334 
普通高中 185 42.26 ± 14.27 

父母学历 

高 54 42.28 ± 14.87 

F = 0.016 0.984 中 101 42.04 ± 14.94 

低 108 42.79 ± 14.36 

注：学历分类按父母中任意一方的最高学历计，硕士研究生或以上为“高”，本科或专科为“中”，高中或以下为“低”。 

4.4.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 

各变量的均值(M)、标准差(SD)与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在外表焦虑(SAAS)变量之外的 13 个变量中，

有 10 个变量分别与外表焦虑显著相关(P < 0.05)。其中自尊、生活满意度、尽责性与 SAAS 显著负相关，宜

人性、神经质、媒体理想美内化、异性同学嘲笑、同性同学嘲笑、父母嘲笑、母亲负面示范与 SAAS 显著正

相关。按相关系数绝对值的高低排序，依次为：自尊、神经质、理想美内化、异性同学嘲笑、生活满意度、

同性同学嘲笑、父母嘲笑、母亲负面示范、尽责性、宜人性。表明这些变量可能是高中生外表焦虑的潜在影

响因素，可作为预测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以判别其对外表焦虑(因变量)的贡献度和预测作用。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variables 
表 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M) 

标准差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外表焦虑(SAAS) 42.22 14.72 1              

2. 自尊 29.08 5.83 −0.5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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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生活满意度 19.76 4.25 −0.37*** 0.63*** 1            

4. 外倾性 9.80 2.36 0.04 0.20** 0.14* 1           

5. 宜人性 11.74 2.02 0.18** 0.05 0.04 0.30*** 1          

6. 尽责性 10.49 2.56 −0.24*** 0.37*** 0.37*** 0.02 0.05 1         

7. 开放性 11.79 2.19 −0.11 0.20** 0.10 0.13* 0.34*** 0.01 1        

8. 神经质 10.03 2.61 0.47*** −0.60*** −0.65*** −0.10 0.11 −0.40*** −0.09 1       

9. 媒体理想美内化 12.92 4.89 0.45*** −0.18** −0.18** 0.22*** 0.16* 0.01 −0.04 0.24*** 1      

10. 异性同学嘲笑 4.29 1.64 0.39*** −0.22*** −0.21** −0.03 0.02 −0.14* −0.04 0.30*** 0.14* 1     

11. 同性同学嘲笑 4.21 1.44 0.35*** −0.23*** −0.18** 0.03 −0.06 −0.10 −0.13* 0.26*** 0.15* 0.60*** 1    

12. 父母嘲笑 4.06 1.85 0.27*** −0.21** −0.24*** 0.01 0.02 −0.17** −0.02 0.26*** 0.12 0.48*** 0.41*** 1   

13. 母亲负面示范 8.56 3.78 0.24*** −0.19** −0.18** 0.08 0.14* −0.12 0.08 0.19** 0.10 0.20** 0.19** 0.29*** 1  

14. 父亲负面示范 5.87 2.46 0.01 0.01 −0.01 0.14* 0.07 −0.10 −0.01 0.04 0.06 0.13* 0.10 0.16* 0.37*** 1 

注：n = 263；*P < 0.05；**P < 0.01；***P < 0.001。 

4.5.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以社交外表焦虑(SAAS)为因变量，将与之分别呈显著相关(P < 0.05)的 10 个变量作为预测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4。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ith 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表 4. 以社交外表焦虑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预测变量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P 
共线性统计 

Beta (β) 容差 VIF 

1. 自尊 −0.348 −5.627 <0.001*** 0.521 1.920 

2. 生活满意度 0.044 0.670 0.503 0.473 2.116 

3. 宜人性 0.132 2.803 0.005** 0.899 1.113 

4. 尽责性 −0.061 −1.201 0.231 0.786 1.273 

5. 神经质 0.090 1.355 0.176 0.456 2.192 

6. 媒体理想美内化 0.310 6.553 <0.001*** 0.894 1.119 

7. 异性同学嘲笑 0.179 3.026 0.003** 0.569 1.757 

8. 同性同学嘲笑 0.097 1.682 0.094 0.601 1.663 

9. 父母嘲笑 −0.015 −0.277 0.782 0.695 1.438 

10. 母亲负面示范 0.059 1.240 0.216 0.870 1.149 

F 24.894*** 

R 0.705 

R2 0.497 

调整后的 R2 0.477 

德宾–沃森(D-W) 1.884 

注：n = 263；*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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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线性检验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在 1.1~2.2 之间，远小于 10，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德宾–沃森(Durbin-Watson)检验显示 D~W 值接近 2，说明回归模型中的残差序列基

本不存在自相关性。F 值达到了 24.894，且 P < 0.001，说明回归模型显著。调整后的 R2可以客观地反映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较高，调整后的 R2达到 0.3
左右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本研究中调整后的 R2 达到了 0.477。结合以上各项检验结果，说明本研究

回归模型具有积极的预测意义。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 4 个变量的预测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分别是自尊、媒体理想美内化、异性

同学嘲笑、宜人性，表明这 4 个变量对因变量有很强的、可靠的预测作用。其中，自尊对外表焦虑的预

测作用极其显著(β = −0.348, t = −5.627, P < 0.001)，媒体理想美内化对外表焦虑的预测作用极其显著(β = 
0.310, t = 6.553, P < 0.001)，异性同学嘲笑对外表焦虑的预测作用非常显著(β = 0.179, t = 3.026, P < 0.01)，
宜人性对外表焦虑的预测作用非常显著(β = 0.132, t = 2.803, P < 0.01)。其余 6 个预测变量则对外表焦虑的

预测作用不显著(P > 0.05)。 

5. 讨论 

5.1. 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影响因素 

5.1.1. 自尊 
本次研究的各项变量中，自尊与社交外表焦虑(SAAS)的相关性最强(r = −0.52, P < 0.001)；同时，回

归模型的各项预测变量中，自尊的标准化系数绝对值最大(β = −0.348)，显著性水平达到 P < 0.001，说明

其在所有预测变量中对社交外表焦虑的影响程度最大，在解释因变量的变异方面起着更关键的作用。据

此，自尊是本研究筛选出的高中生外表焦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自尊可负向预测社交外表焦虑，即高中

生的自尊水平越低，社交外表焦虑的程度越高。这表明个体内部因素可能是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决定性因

素，外表焦虑的深层次根源可能主要源自个体的低自尊水平。 
自尊，本质上是个体基于自身经历与认知所形成的、相对稳固持久的自我评价体系。它宛如一面镜

子，忠实地映照出个人内心深处对自我的接纳或排斥态度，精准地揭示出个体在潜意识层面在多大程度

上相信自身是有能力的、是重要的、是能够达成成就的，以及是具有价值的(James, 1983; Rosenberg, 1965)。
高自尊的个体对自我的评价较高，而低自尊的个体则对自我的评价较低。自尊对青少年个体的发展意义

重大，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吴明证，杨福义，2006)、主观幸福水平(毕重增等，2012)、生活满意度(Anusic 
& Schimmack, 2016)等呈正相关；也与青少年可能出现的社交焦虑、抑郁等消极行为呈负相关(张亚利等，

2019；王财玉，王春枝，2018)。47,887 名中国大、中学生(13~22 岁)的罗森伯格自尊量表测评结果表明，

高中生的自尊水平低于初中生和大学生(闫艳等，2021)。由于高中生心理和生理发展的不均衡性，容易出

现一些较低的自我评价和价值感等。首先，在身体发育层面，高中生处于青春期，身体发育快，外形变

化大，体态不协调，第二性征发育，易让他们难为情，影响自尊，且激素不稳致情绪波动，自我认可度降

低；其次，在心理成长维度，年龄增长使高中生思维向抽象过渡，常思考自我价值，易因理想与现实差

距而自我怀疑，加上高中课业繁重、难度大，容易滋生不自信。 
低自尊的高中生往往对自身整体价值评价偏低，这种内在的不自信会投射到外表上。认为自己各方

面都不够出色，外表自然也成为被挑剔的对象，将外貌视为自身短板，容易在人群中因外表而低人一等。

低自尊使他们内心脆弱，外表有时就成了一种“防御盾牌”。他们企图通过打造完美外表来掩盖内心的

不足感，若达不到理想状态，就会焦虑不安，害怕因此遭受更多负面评价。 

5.1.2. 媒体理想美内化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的媒体理想美内化水平和社交外表焦虑程度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r = 0.45,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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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媒体理想美内化可正向预测社交外表焦虑(β = 0.31, P < 0.001)，即高中生对媒体理想形象的内化

程度越高，其社交外表焦虑水平越高。这表明，媒体理想美内化是导致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另一个重要影

响因素。 
媒体理想美内化是指对社会所定义的外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接受，并引导自己的行为尽可能

地接近这些标准(Thompson & Stice, 2001)。这种理想美的标准是个体在长期受媒体渲染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的某种理想的身材(外表)标准。这种内化会导致个体常常用理想的标准和自己的外表现实做比较，如果

存在较大差距，就会引发个体的挫折感(Thompson et al., 1999)。 
媒体理想美内化对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影响机制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 形成单一的模式化审美标准。

在电影、电视、杂志等媒体上，各种明星、偶像、模特因出众的身材和姣好(帅气)的容貌收获大批粉丝，

受到社会追捧。而现代社交媒体则充斥着各种被精修、塑造的模式化“理想美”形象，如巴掌脸、A4 腰、

大长腿等。高中生易将这些标准内化，不自觉地用其衡量自身。但普通高中生很难达到这些外表形象标

准，当发现差距较大，就会产生外表焦虑。(2) 引发过度的外貌比较心理。与外表相关的媒体信息强化了

外表形象和社会奖励之间的关联，媒体频繁展示他人“完美”外貌，获得大量点赞、评论，营造出受欢迎

氛围。受此影响，高中生在现实生活中会不断进行外貌比较。看到身边同学更接近媒体“理想美”，就可

能自卑，即使自身外貌并无缺陷，也会焦虑不安。(3) 加重自我客体化倾向。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

社交外貌焦虑和自我客体化之间相互影响(Söyünmez et al., 2024)。媒体宣扬的理想美，让高中生将自身外

貌视为被观赏、评价对象。他们会像审视物品一样打量自己，关注脸上瑕疵、身材比例等细节，频繁进

行自我挑剔。随着自我客体化加深，外表焦虑加剧，自尊受损，陷入恶性循环。 

5.1.3. 异性同学嘲笑 
本研究将外界的嘲笑作为高中生社交外表焦虑的预测变量引入到调查问卷中，并将其细分为父母嘲

笑、同性同学嘲笑以及异性同学嘲笑三类。相关性分析表明，这三个变量均与社交外表焦虑(SAAS)呈极

显著正相关(P 值均小于 0.001)，但相关程度有差异，由强至弱依次为：异性同学嘲笑(r = 0.39) > 同性同

学嘲笑(r = 0.35) > 父母嘲笑(r = 0.27)。回归分析结果则表明，异性同学嘲笑的影响显著(β = 0.179, P < 
0.01)，而同性嘲笑(β = 0.097, P = 0.094)和父母嘲笑(β = −0.015, P = 0.782)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以上

表明，外界的嘲笑对高中生社交外表焦虑有影响，但不同对象的嘲笑影响程度有差异。其中，异性同学

嘲笑是本研究确定的高中生外表焦虑的第三个重要影响因素。 
同伴(尤其是异性同伴)对个体外貌的负面评价无疑会影响个体对自身外表的自信，甚至引发焦虑。异

性同学嘲笑对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影响机制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 击中个体介意的敏感点。高中生正处

于自尊心较强且在意他人看法的阶段，异性同学的嘲笑往往精准戳中他们对外貌的在意之处。如，被调

侃脸上的青春痘、略显肥胖的身材或者不够时尚的穿着，会让高中生瞬间将注意力聚焦在自身被嘲笑的

外貌上，不断审视这些“缺陷”，并滋生焦虑。(2) 引发社交形象的担忧。在校园的社交环境里，高中生

正处于青春期快速发育阶段，渴望在异性面前展现良好形象以获得认可与好感。一旦遭到异性同学嘲笑，

他们就会担忧自己在异性群体中的社交形象崩塌，害怕被视为“异类”或“不讨喜”的存在。这种担忧会

进一步放大外表上的不足感，甚至影响到日常的学习和人际交往状态。(3) 触发自我怀疑的连锁反应。异

性同学的嘲笑可能触发高中生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他们会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毫无魅力，进而联想

到其他方面，如性格是否无趣、能力是否平庸等，而外貌作为最直观呈现给他人的部分，首当其冲成为

被反复揣摩、焦虑的对象，陷入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 

5.1.4. 宜人性(人格特质) 
宜人性是本研究揭示的高中生外表焦虑的第四个显著性影响因素。宜人性源于大五人格理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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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格”是一种描述个体性格特质的模型，认为人的性格特质可以通过五个核心维度来描述，分别是神

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这五个维度相互独立且相对稳定，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和时间中

预测和解释个体的行为和情感反应(Roccas et al., 2002)。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主要反映个体在人际交

往中的合作、利他、信任、温顺等倾向。具有高宜人性的人通常更关心他人的感受，富有同情心，善于与

人合作，并且更愿意迎合他人的期望。一般情况下，高宜人性常被作为一个良好的个性特质来看待，培

养高宜人性的性格特质也被常常提及。在本研究中，相关分析显示宜人性与社交外表焦虑呈显著正相关

(r = 0.18, P < 0.01)，相关程度在众多变量中并不起眼，如，神经质与社交外表焦虑的相关程度更高(r = 0.47, 
P < 0.001)。但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宜人性超越了包括神经质在内的其它多个预测变量，一跃成为高中

生外表焦虑的第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对外表焦虑的预测作用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β = 0.132, P < 0.01)，
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也是本文的一个新发现。之前有研究认为影响青少年容貌焦虑形成的人格因素包括

神经质和外倾性，高神经质和低外倾性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容貌焦虑(Allen & Walter, 2016)，但尚未发现

有提及宜人性与外表焦虑显著关联的文献报道。 
在大多数生活和社交场景中，宜人性是备受推崇的优良性格特质。但宜人性可能通过以下机制对高

中生外表焦虑的形成与增强产生影响：(1) 过度关注他人评价。高宜人性的个体往往十分在意他人的看法

和评价，这种过度关注会使他们对自己的容貌更加敏感，容易因为一些可能被视为负面的评价而产生焦

虑情绪。(2) 迎合社会审美标准。由于他们具有合作和迎合他人期望的倾向，高宜人性的人可能会努力去

迎合社会或周围环境所推崇的审美标准。即使他们的价值观中可能认为内在美更重要，但为了在社交中

更符合他人眼中的“美好形象”，还是会对自己的容貌产生不满。这种内心的冲突会导致外表焦虑。 

5.2. 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对策建议 

本项研究共筛选出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表明高中生外表焦虑现象的产生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它既与个体内部因素密切相关(如：低自尊、高宜人性的高中生外表焦虑水平更高)，也和外部

环境同素有重要联系(如：媒体理想美内化、异性同伴嘲笑对外表焦虑有显著的增强效应)。这提醒教育工

作者、家长和社会各界在应对高中生外表焦虑时，应针对性、系统性地开展干预工作，重塑内在根基，

改善外部环境。 

5.2.1. 加强对易感个体的关爱 
本研究发现，虽然外表焦虑在高中生群体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但绝大多数属于轻微或轻度外表焦虑，

中度甚至重度外表焦虑还是少数。但正是这些小比例的个体，受外表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困扰更严重，

需要得到相应的帮助和关爱。具有低自尊和高宜人性特征的高中生是外表焦虑的易感人群，更容易受到

外表焦虑的困扰。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可以根据这两个内部特征作为判断依据进行易感个体筛查，对班级

中受中、重度外表焦虑困扰的高中生给予真诚的关怀和爱护。有研究表明个体自尊与抑郁也呈显著负相

关(吉琳等，2024)，故重度外表焦虑患者合病抑郁的可能性较高(两者关系还需后续进一步研究)，更需要

重点关注，让他们在班级乃至校园环境中有被尊重、被接纳、被关爱的感受，切实缓解他们因外表容貌

不自信而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5.2.2. 提升高中生的自尊水平 
本研究揭示自尊是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低自尊是导致外表焦虑的最主要内在根源。

在对易感个体关爱的同时，还需要多层面共同努力，积极有效地提升高中生的自尊水平。学校层面：建

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不能仅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注重学生的品德、才艺、体育等方面的表现，

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获得认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包容、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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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充满正能量的环境中成长，增强他们的自尊感。家庭层面：家长要学会用肯定的语言与孩子沟

通，强调他们的内在品质和行为表现；耐心倾听孩子关于外表焦虑方面的困惑，给予理解和安慰；父母

要以身作则，展现出积极的自我形象和自尊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自尊观念。

个人层面：高中生应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设定可行的目标，每完成一个目标，都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和成就感，提升他们对学习和生活的掌控感，进而提升自尊水平。 

5.2.3. 强化媒体的正面宣传与引导作用 
现代社会，大众媒体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高中生个体的审美认知和审美标准极易受到媒介影响。但

如果监管到位，纠偏得当，有序引导媒体弘扬正能量，以健康、积极的内容抵制不良信息肆意传播，强

化媒体对社会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作用，大众媒介也可以有效倡导正确的审美取向，塑造正面的学习典型，

引导社会树立多元审美观念和正确价值观，从而为高中生的健康成长营造多元、包容、积极、健康的媒

介环境。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5.2.4. 实施合宜的校园审美教育 
外表焦虑既是心理问题，也是审美问题。高中阶段是实施审美教育的重要时期，校园是美育主阵地。

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利用美的事物丰富教学内容，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提升审美能力和审美修养，培养

他们健康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形成科学的身体审美观。帮助学生着力提升自我接纳能力和自我评价

能力，学会接纳和欣赏自己的外表，看重自己的内在价值。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美，突出多元美、内在美

的重要性。鼓励学生不仅能欣赏自己的美，也能认识到其他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美和价值，自觉减少

或停止对他人外表的评头论足和嘲笑讥讽，让学生知道这种不负责的嘲笑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6. 结论 

(1) 本文研究显示，半数以上(57.03%)高中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外表焦虑，其中中度以上占比 12.93%，

重度占比 3.80%。性别、学校类型和父母学历的差异对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影响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2) 
给合相关分析和回归模型分析，本文筛选出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自尊、媒体理想美内

化、异性同学嘲笑和宜人性(人格特质)。揭示高中生外表焦虑的形成既与个体内部因素密切相关(低自尊、

高宜人性特征的高中生外表焦虑水平更高)，又与外部环境因素显著关联(媒体理想美内化、异性同伴嘲笑

对外表焦虑有显著的增强效应)。(3) 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加强对易感个体的关爱、提升高中生的

自尊水平、强化媒体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作用、实施合宜的校园审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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