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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大学生社交焦虑和身体检查之间的关系及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采用社交焦虑量表，

身体检查问卷，自我接纳问卷对380名高校大学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与自我接

纳存在显著负相关，自我接纳与身体检查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通过自我接纳来

预测其身体检查行为。结论：自我接纳在社交焦虑和身体检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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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accepta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Social Anxiety 
Scale, Body Checkup Questionnaire, and Self-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study 380 col-
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level and self-acceptance,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acceptance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behavior.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level predicted 
their body checkup behavior through self-acceptance. Conclusion: Self-acceptance plays a mediat-
ing role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body che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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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的进食障碍亚临床状态检出率为 16.0%，处于较高水平[1]。进食障碍是一种多因素影响的精

神疾病，以进食行为异常，对食物、体重及体型的过度关注为主要临床特征[2]。身体检查是进食障碍维

持的一个重要因素[3]。根据 Fairburn 及其同事的发现，身体检查和身体回避是对体重和体形评价过高的

行为表现[4]。身体检查(body checking)是指一个人倾向于通过仪式性的称重、强迫性地照镜子以及用衣服

的合身程度来判断体重变化等行为，批判性地审视并反复检查自己的体重和体形[5]。因此，探明身体检

查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作用于身体检查的机制对干预身体检查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当个体经历负面情绪(如焦虑)时，可能会通过身体检查行为来缓解不适感[6]。这一现象在 Haase 等

人(2014)的社会体格焦虑模型中得到进一步解释：当个体因社会评价而产生焦虑时，这种负面情绪会促使

他们进行身体检查，以确认自身形象是否符合预期[7]。这说明，负性情绪(如社交焦虑)是引发身体检查行

为的重要前提。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的核心特征是对他人负面评价的强烈恐惧，并伴随社交回避行为。

Rapee 和 Heimberg (1997)的社交焦虑认知模型指出，个体在社交情境中容易产生信息加工偏差，例如过

度关注自身表现或夸大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从而加剧焦虑情绪[8]。这种焦虑可能进一步导致个体过

度关注体象，例如反复检查外貌、体型等，以确认自己是否符合社会期待。Fitzsimmons-Craft 等人(2019)
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高社交焦虑的个体往往会通过频繁检查身体(如照镜子、测量体重等)来缓解社交场合

中的体型焦虑，试图塑造一个更符合社会标准的自我形象[9]。然而，这种行为虽然短期内可能减轻焦虑，

但长期来看反而会强化对身体的不合理关注，甚至加剧社交回避，形成恶性循环。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

社交焦虑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显示其检出率高达 37.51% [10]。由于大学生正处于

自我认同发展的关键阶段，对外界评价尤为敏感，因此他们可能更容易因社交焦虑而采取身体检查行为。

基于此，本研究拟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大学生群体中，社交焦虑是否会显著影响身体检查行为。 
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接纳水平[11]。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是指个体对自身

的外部表达、内心感受等特征能够无条件接纳，是个体在情感上、态度上对现实自我的欣然接纳，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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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影响[12]。当个体无法接纳自我时，他们更容易陷入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低自

我接纳者通常对自己要求严苛，尤其容易对外表和体重产生消极评价。这种自我批评会进一步加剧情绪

困扰。研究发现，成年女性中自我接纳水平较高的个体，其身体检查行为明显更少[13]。这表明自我接纳

可能减少对外貌的过度关注。 
基于现有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社交焦虑可能通过降低自我接纳水平进而影响身体检查行为的作用

路径。具体而言，当个体处于社交焦虑状态时，其对外界评价的过度敏感和恐惧会削弱对自我的接纳能

力，从而更难客观看待自身特点。这种低自我接纳状态会使个体更加关注自身可能存在的“缺陷”，尤

其是外貌方面的不足。为了缓解由此产生的不安，个体可能会倾向于采取更频繁的身体检查行为来确认

或修正自我形象。因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假设一：社交焦虑可以正向预测身体检查行为；假设二：自

我接纳在社交焦虑对身体检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采取问卷调查法面向国内大学生发放问卷，共收到 380 份样本(以北上广地区、江浙一带为主)，由于

问卷题量较大，根据填写所用时间与选项重复度去除了无效样本 16 份，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364 份，其中

男性 58 人，女性 306 人，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79%。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交焦虑量表 
采用 Scheier 和 Carver 在 1985 年的修订版量表[14]。量表共 6 个题项，从“0 一点也不像我”到“3

非常像我”分 4 个等级记分。本研究中将正向叙述题反向计分。修订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为 0.79。已有研究表明在大学生中应用时，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并有良好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

度，说明该量表具有适用的测量学指标。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42。 

2.2.2. 身体检查问卷 
问卷由 Reas 等人编制[3]，共 24 个项目，包含三个分量表，用来评估整体外观(10 道题)、特定身体

部位(9 道题)和特殊方式身体检查(5 道题)。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从 1 (从不)到 5 (非常经常)。总分

是通过将所有的题项得分相加来计算的，得分越高，说明身体检查行为越多。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949。 

2.2.3. 自我接纳问卷 
《自我接纳问卷》由丛中、高文凤(1999)编制[15]。采用 1~4 级计分。共 16 个项目，包括“自我接

纳”和“自我评价”两个因子。已有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两因子内部的各条目与其因子分的相关系数

分别在 0.50~0.73 和 0.44~0.67 之间，符合测量要求。经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表明，两因子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3 和 0.77。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88。 

2.2.4. 人口统计学变量 
本研究还调查了性别、身高、体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2.3.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研究对象的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得分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差异性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其中中介效应检验采用非参数 Boots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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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运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 4.1 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减小被试因为统一问卷指导语等因素导致数据统计分析产生的偏差，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

验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16]。将所有量表共计 45 个条目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未旋转的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7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15.64%，低于 40%的临界标

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大学生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的描述统计 

根据表 1 中呈现的描述性统计的分数可以看出，个体社交焦虑平均分为 10.81，大学生社交焦虑处于

中等水平。身体检查平均分为 48.08，大学生存在中等程度的身体检查行为。自我接纳平均分为 41.85，
可以理解为大学生处于中等水平的自我接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cial anxiety,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self-acceptance scores (N = 364) 
表 1. 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及自我接纳得分的描述性统计(N = 364) 

 社交焦虑 身体检查 自我接纳 

M 10.81 48.08 41.85 

SD 3.75 19.04 8.78 

3.3. 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性分析 

3.3.1. 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的性别差异分析 
为探究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各变量中的得分是否具有差异，将性别作为自变量，社交焦虑、身体检查、

自我接纳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参见表 2，不同性别的学生在社交焦虑分数、身体检查分

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男生在社交焦虑的得分显著低于女生在社交焦虑的得分(M 男生 = 9.53，SD 男

生 = 4.26，M 女生 = 11.06，SD 女生 = 3.598)；男生在身体检查得分显著低于女生身体检查的得分(M 男生 = 
42.43，SD 男生 = 18.887，M 女生 = 49.15，SD 女生 = 18.904)，说明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身体检查行为。不

同性别的学生在自我接纳分数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男生在自我接纳的得分上低于女生。 
 
Table 2.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xiety,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self-acceptance by gender (N = 364) 
表 2. 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N = 364) 

变量 
男生(n = 58) 女生(n = 306) 

t p 
M SD M SD 

社交焦虑 9.53 4.26 11.06 3.598 2.862 .004 

身体检查 42.43 18.887 49.15 18.904 2.482 .014 

自我接纳 43.33 8.771 41.57 8.773 −1.397 .163 

3.3.2. 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的肥胖水平差异分析 
(1) 肥胖水平划分 
按照 BMI 分类标准根据大学生的性别，将不同的学生分为偏瘦、正常、超重和肥胖四个组，参见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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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escriptive grouping of overall student obesity levels (N = 364) 
表 3. 整体学生肥胖水平分组描述(N = 364) 

BMI 水平分组 偏瘦 正常 超重 肥胖 

频率 87 236 31 10 

百分比 23.9 64.8 8.5 2.7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的体重处于正常水平，占总人数的 64.8%，一部分学生体重偏瘦，占

总人数的 23.9%，11.2%的学生超重或者肥胖。 
(2) 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在肥胖水平上的差异性分析 
按照 BMI 分类标准根据大学生的性别，将不同的学生分为偏瘦、正常、超重和肥胖四个组，对这四

个组在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的差异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参见表 4，不同肥胖水平的学生在社交

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xiety, body checking, and self-acceptance by obesity level (N = 364) 
表 4. 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的肥胖水平差异检验(N = 364) 

 
偏瘦 

(n = 87) 
正常 

(n = 236) 
超重 

(n = 31) 
肥胖 

(n = 10)   
M ± SD 

社交焦虑 10.55 ± 3.96 10.87 ± 3.66 10.97 ± 4.04 11.20 ± 3.56 0.213 0.887 

身体检查 44.92 ± 18.37 48.39 ± 18.53 53.29 ± 21.58 52.10 ± 25.64 1.754 0.156 

自我接纳 42.54 ± 9.20 42.00 ± 8.58 39.61 ± 8.70 39.40 ± 9.91 1.131 0.336 

3.4. 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的关系 

3.4.1. 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的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了大学生的社交焦虑、身体检查、自我接纳的相关关系，结果参见表 5。

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身体检查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704, p < 0.01)；社交焦虑与自我接纳存在显著负相关

(r = −0.534, p < 0.01)；自我接纳与身体检查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764, p < 0.01)。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ocial anxiety,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self−acceptance (N = 364) 
表 5. 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之间的相关性分析(N = 364) 

 社交焦虑 身体检查 自我接纳 

社交焦虑 1   

身体检查 0.704** 1  

自我接纳 −0.534** −0.764** 1 

注：**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4.2. 社交焦虑总分对身体检查行为影响的回归分析 
以社交焦虑为预测变量，身体检查行为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回归方程显著(F(1, 362) = 355.8849, p 

< 0.001)，社交焦虑能够正向预测身体检查行为(R2 = 0.496, β = 0.704, t = 18.865, p < 0.001)。 

3.4.3. 社交焦虑对身体检查行为的影响：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探讨社会焦虑对身体检查显著正向影响的内在机制，在研究中进一步引入自我接纳做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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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的 Model4 来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根据 Hayes
提供的 Bootstrap 的方法来验证分析自我接纳在社交焦虑对身体检查行为的中介作用。自我接纳在社交焦

虑与身体检查三者变量间路径系数参见图 1。 
 

 
Figure 1. Pathway diagram of the brokering effect 
图 1. 中介效应的路径图 

 
根据表 6 显示，社交焦虑对身体检查及自我接纳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

不包含 0，表明社交焦虑不仅能对身体检查起直接效应作用，而且能通过自我接纳这一变量对身体检查

起中介效应作用。该直接效应(0.55)和中介效应(0.38)分别占总效应(0.93)的 86.02%和 13.98%。 
 
Table 6. Breakdown of total, direct and mediated effects 
表 6.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se LLCI ULCI 效应量 

总效应 0.93 0.050 0.836 1.030  

直接效应 0.55 0.045 0.465 0.640 86.02% 

中介效应 0.38 0.472 0.292 0.346 13.98% 

4. 讨论 

4.1. 大学生社交焦虑、身体检查的人口统计学差异讨论 

4.1.1. 大学生社交焦虑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发现与刘广增等(2019)的研究结论相

一致[17]。具体而言，女性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表明女性在社交情境中体验到的焦虑情

绪更为强烈。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女性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使其更易因感知到他人的负

面评价或拒绝行为而产生社交回避倾向。在不同肥胖水平上，大学生社交焦虑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以往

研究结果一致[18]。 

4.1.2. 大学生身体检查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讨论 
本研究性别差异的结果显示，在大学生群体中，女生在身体检查的总分上显著高于男生。这表明女

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容易出现身体检查的行为。Vartanian 人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类似，女性的身体

检查显著多于男性[19]。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女生更追求瘦，男生追求瘦肉和肌肉组织[20]。成年男性及男

孩在外表上可能会遇到与女性不同的困扰。例如，男性更倾向于报告希望自己瘦又有肌肉，而这在大多

数情况下涉及肌肉质量的增加和皮下脂肪的减少[21]。本研究肥胖水平差异的结果显示，在大学生群体

中，不同肥胖水平的学生在身体检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无论实际体型如何，大学生(尤其是女性)可能普

遍受到社会文化对理想身材的影响，导致不同肥胖水平的学生均表现出相似的身体关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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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学生社交焦虑、自我接纳和身体检查之间的相关 

本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与身体检查正相关，即社交焦虑水平越高，身体检查行为越多，证实了假设

一。社交焦虑水平高的大学生对他人可能存在的负面评价的恐惧焦虑，继而通过使用身体检查策略帮助

缓解焦虑情绪[9]。这与前人研究相似，为了避免在社交场合体验到体型焦虑，个体往往会刻意检查身体

的特定部位。同时，社交焦虑与自我接纳显示负相关关系，Tarrant 和 Pelham 认为只有能够愉快和他人相

处的个体，才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的优缺点，并且接纳自己和他人[22]。国内对地方大学生群体

的研究中同样发现低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在社交过程中保持一颗平常心，不卑不亢地面对各种社交情景，

其自我接纳水平也较高[23]。研究还发现自我接纳和身体检查负相关。前人研究发现，个体能够采用更接

纳的态度对待自己，身体检查行为出现频次越少；反之，个体自我接纳的程度越低，身体检查行为出现

的频次越高。 

4.3. 自我接纳在社交焦虑与身体检查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社交焦虑、自我接纳和身体检查间作用通径。结果显示，社交焦虑可

以通过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间接作用于身体检查，证实了假设二。同时，用 Bootstrap 技术验证中介效应，

自我接纳在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提示社交焦虑对身体检查的影响中自我接纳

的程度也起到一定作用。这一结果与进食障碍病理的自我缺失/情绪调节模型一致。该模型认为，个体在

自我发展和自我概念形成过程中的紊乱，既可能是导致进食障碍症状的原因，也可能成为维持和强化这

些症状的因素[24]。在本研究中，大学生群体表现出的高水平社交焦虑和低水平自我接纳，共同构成了身

体检查行为增加的风险因素。这种作用机制与进食障碍症状的形成和维持过程具有相似的心理学基础，

即都涉及自我认知和情绪调节功能的失调。研究结果提示，在干预实践中，除了直接处理社交焦虑症状

外，通过提升个体的自我接纳水平来改善其自我认知和情绪调节能力，可能对减少身体检查行为具有积

极作用。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在被试取样方面，本研究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只抽取了北上广地区、江浙一带 380 名大

学生作为被试，被试取样范围较狭窄，并不能代表所有群体。后续研究应继续拓展样本范围。 
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本研究只探讨了社交焦虑、身体检查和自我接纳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变量

还与负面情绪相关，后续研究中可加入变量，探寻社交焦虑和身体检查间的更多影响路径。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完全采用问卷自评，方法较为单一，且可能存在自我报告偏差，未来

可采用实验研究等方法开展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结论为：(1) 大学生的自我接纳水平在社交焦虑与身体检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 可以

通过针对社交焦虑、自我接纳的干预和课程来减少大学生身体检查行为，从而降低大学生饮食障碍发病

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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