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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旨在揭示社交网络使用影响青少年身体意象的作用机制及调节因素，为制定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定量分析与调节变量检验发现，社交网站使用程度、形式及行为通过体像比较与自我客体化路径显

著降低青少年身体满意度，其中神经质、自恋倾向、完美主义等人格特质及自我接纳度、身份认同清晰

度等认知因素具有显著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未来需加强本土化实证研究，拓展样本多样性并融合多模

态方法，通过优化理论模型构建多维干预体系，为缓解青少年身体意象困扰提供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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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s and moderating factors through which social media use 
influences adolescents’ body image, there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inter-
vention strategi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moderation tests reveal that the intensity, patterns, and 
behaviors of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 adolescents’ body satisfactio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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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s such as body comparison and self-objectification. Notably, personality traits (e.g., neuroti-
cism, narcissism, perfectionism) and cognitive factors (e.g., self-acceptance, identity clarity) exhibit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s. Th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need for future research to enhance local-
ized empirical studies, diversify sampling, and integrate multimodal methodologies. By refining the-
oretical models and constructing multidimensional intervention frameworks, this research seek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mitigating adolescents’ body image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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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自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抖音、快手和小红书为代表的社交平台迅速崛起。这些平台为用户

提供了展示个人形象的渠道，但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心理健康隐忧，特别是与身体意象相关的负面情绪

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身体不满意作为身体自我的重要情感成分，主要表现为个体对自身体重、体

型等生理特征产生的消极情绪反应[1]。相关研究显示，身体不满意可能会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如引发抑

郁情绪、降低幸福感、诱发进食障碍等[2]。青少年作为社交网站的主要使用群体，同时也是身体不满意

的高危人群[3]。随着社交平台功能的持续优化，其内容呈现日益契合青少年用户的个性化偏好。这种以

视觉形象为主导的网络环境，促使青少年过度关注自身外貌特征，进而诱发两种典型心理现象：一是频

繁进行社会性外貌比较，二是将主流审美标准内化为个人理想。这种持续的认知行为模式，最终可能导

致个体产生显著的身体意象困扰。 
近年来，社交网络使用对青少年身体意象的影响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研究者通过实证

方法探讨了二者间的关联机制，但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的碎片化特征。本研究基于文献整合与理论分析，

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首先，构建了社交网站使用影响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整合模

型，阐明其核心作用路径；其次，揭示了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及其作用机制；最后，系统评述了当前研

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2. 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身体不满意影响的具体表现方法 

2.1. 使用程度对身体不满意的影响 

现有研究通常从两个维度评估社交网站使用程度：一是时间维度(日均/周均使用时长)，二是频率维

度(平台访问次数) [4]。实证数据表明，相较于非使用者，频繁使用 Facebook 的青春期女性表现出更显著

的身体关注倾向(如过度身体监控)和负面身体体验(如身体羞耻感) [5]。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个体在 Twit-
ter 等社交网站上的时间投入与身体不满意存在正相关[6]。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研究得出了社交网站使用

与身体不满呈负相关的结论[7]。这种矛盾结果可能源于传统测量方法的局限性——单纯依靠使用时长或

频率难以捕捉用户与平台之间的心理联结强度。研究发现，即使在线时长相似，不同个体的情感卷入度

和网络依赖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这提示我们，相较于简单的使用行为指标，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即用户

的心理投入程度)可能是更有效的预测变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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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使用强度作为衡量个体与社交网络互动深度的重要指标，包含两个关键维度：一是平台在

用户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程度，二是用户对平台形成的情感依附水平。多项实证研究支持这一概念的心理

影响效应：国外研究发现，Facebook 使用强度能显著预测用户的自我客体化倾向和身体羞耻体验；国内

学者同样证实，青少年社交平台使用强度与其体像困扰存在显著关联。这些证据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用

户对社交媒体的深度卷入会加剧其身体意象相关的负面心理体验[9]。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社交网站使

用强度对青少年的身体不满意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2. 使用形式对身体不满意的影响 

主动性社交平台使用(active use)被定义为用户通过内容创作促进社交互动的行为模式[10]。现有研究

显示，这类使用方式虽然能提升自我认同和心理适应能力[11]，但也存在潜在风险。当青少年长期处于算

法推荐形成的同质化内容环境中，频繁接触经过美化的外貌展示时，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对比效应[12]。
这种持续的社会比较过程，往往会强化“外貌缺陷”的认知偏差，最终导致身体意象问题的恶化。 

被动性使用(passive use)指的是用户在社交平台中仅进行单向信息获取、缺乏互动交流的浏览行为。

现有研究显示，用户在社交网站上的核心活动并非主动分享个人动态，而是集中于信息检索与被动浏览，

这种行为模式在用户时间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实证研究表明，被动型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少年体像困扰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3]。纵向追踪数据进一步揭示，频繁采用被动方式使用 Facebook 的青少年群

体，其身体满意度显著低于同龄人[14]。综合多项研究结论可推断，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是导致青少年消

极身体意象形成的关键诱因，其影响机制可能涉及社交比较强化、理想化形象过度暴露等中介路径。 

2.3. 使用行为对身体不满意的影响 

当前研究多围绕两大类社交网站行为展开：一是围绕身体展开的线上互动，二是以自拍为核心的使

用行为。 
身体谈论(body talk)指用户之间针对形体特征的互动交流，这类对话通过强调外在形象的价值意义，

强化了对理想外貌的追求。这种交流方式会显著降低个体的身体满意度。在社交媒体日益普及的背景下，

此类讨论呈现出传播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的特点。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网络外貌讨论会引发一系列

身体意象问题，如形体焦虑、自我物化倾向、医美态度转变以及节食行为等[15]。这些发现为探究青少年

身体不满情绪及其心理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自拍行为作为另一种典型的外貌相关网络活动，根据行为主体差异可分为两种类型：自拍浏览与自

拍发布。实验数据显示，女性在浏览化妆自拍照后，其面部满意度明显下降，且表现出更强的容貌改变

意愿。作为内容发布者的自拍上传行为，多数研究证实其与负面身体形象呈正相关[16]。值得注意的是，

自拍发布前的图像处理环节(如美颜修图)同样可能对使用者的身体认知产生不良影响。相关实验发现，经

过编辑处理的自拍发布者往往会对自身吸引力做出更低评价。此外，发布后获得的社交反馈(如点赞评论)
也可能加剧自我物化程度。由此可见，自拍行为是一个包含多个环节的链式过程，每个阶段都可能对使

用者的身体意象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3. 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身体不满的路径分析 

3.1. 体像比较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三重影响模型揭示了影响个体身体认知的关键社会因素，其中媒介传播、家庭环

境和同辈群体构成了主要影响源。该理论框架特别强调社会比较机制和审美标准内化在身体不满形成中

的中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平台兼具多重社会文化特征——既具有大众媒介的传播功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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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熟人社交网络的互动特性。这种独特的双重属性使其对青少年群体产生着特殊吸引力[17]。相较于

传统大众传媒，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式构建了更为复杂的身体形象展示系统。平台用

户通过照片分享、状态更新和互动反馈等行为，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外貌相关的社会比较。特别是当这些

内容来自现实社交圈中的熟人时，其影响力往往更为直接和深刻。这种社交环境促使青少年不断将外界

审美标准内化为自我要求，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身体管理规范。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交媒体还引入了新型

的审美影响者群体，包括经过专业包装的明星、网络红人等。这些群体通过精心设计的形象展示，塑造

出看似完美却难以企及的身体标准。持续的视觉暴露使得青少年逐渐将这些经过修饰的形象误认为普遍

的社会期待，进而产生不切实际的自我期待。当现实与理想产生落差时，就容易引发自我贬低、焦虑等

负面情绪，形成持续的身体不满状态。 

3.2. 自我客体化 

在身体意象研究领域，Bartky (1990)提出的性客体化理论开创性地揭示了女性身体被工具化的社会现

象[18]。该理论指出，当女性的身体特征或性功能被抽离其主体性，仅被视为表征性对象时，就会产生将

自我物化的认知倾向。这种认知模式促使个体过度关注“外在形象表现”而非“内在感受体验”，使身体

价值评判标准从功能性转向观赏性。数字社交时代的到来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当代青少年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大量接触经过美化的身体形象内容，这种持续的视觉刺激显著增强了其客体化体验。

实证研究显示，频繁使用主流社交媒体的青少年群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自我物化倾向[19]。即使是短期接

触理想化的媒体内容，也足以引发青少年自我客体化水平的显著提升。这些发现揭示了数字化环境对身

体认知的即时和累积性影响。 

4. 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身体不满的路径分析 

4.1. 人格调节因素 

个体的人格特质在身体意象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可能成为风险因素，也可能发挥保护作用。

基于大五人格模型的研究显示，神经质倾向较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身体不满，而性格外向和责任心强的

个体则表现出更好的身体接纳度[2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神经质水平不同的女性对媒体形象的敏感性存

在显著差异——高神经质者在接触瘦削模特形象后身体自尊明显降低，但在观看多元体型展示时则表现

出更强的自我接纳。除大五人格特质之外，特定人格特征也影响着身体认知的形成过程。具有自恋特质

的个体往往过度重视外貌评价，倾向于高估自身吸引力水平。而追求完美主义的青少年在社交媒体环境

中更容易陷入严苛的自我审视，他们往往将平台传播的理想化审美标准内化为个人要求，这种心理机制

与饮食失调风险及身体不满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这些发现揭示了人格特质与媒体环境在塑造身体意象过

程中的复杂交互作用。 

4.2. 自我认知调节因素 

自我关怀作为一种积极心理特质，表现为个体在面对自身缺陷或困境时能够保持善意和理解的能力。

具备这种心理特质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平的身体不满和形象焦虑。自我概念明确性反映了个体对自我认

同的稳定程度。在充斥着精心修饰内容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具有清晰自我认知的青少年能够保持理性的

判断力，准确区分网络形象与现实差异，从而避免将理想化标准内化为自我要求。相比之下，自我概念

模糊的个体更容易依赖外部评价来构建自我认知。相关研究指出，这一特质在调节社交媒体使用与外貌

焦虑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既影响使用强度也影响使用方式与心理后果的关联程度[21]。 
本研究尝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一个模型图(图 1)。模型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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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借鉴三重影响模型和客体化理论，梳理出“体像比较”和“自我客体化”两条可能的影响路径；另一方

面，结合现有研究发现，归纳了人格特质(如大五人格、自恋等)和自我认知(如自我关怀等)可能起到的调

节作用。这一模型尚待更多实证研究验证，希望能为理解青少年身体不满现象提供一个初步的思考框架，

也为相关预防干预工作提供些许参考。 
 

 
Figure 1. Integrated model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and adolescent body dissatisfaction 
图 1. 社交网站使用影响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整合模型 

5. 结论 

5.1. 本土化研究的深化与创新方向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可得到虽验证了社交网站使用与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普遍关联，但立足中国语

境的深度探索仍有不足。从文化维度看，国内社交平台(如小红书、B 站)融合了“圈层文化”与兴趣推荐

机制，其特有的“标签化互动”(如“颜值打卡”“变装挑战”)可能强化青少年对标准化审美的追求；从

技术特征而言，平台算法通过“沉浸式推送”加剧信息茧房效应，需结合中国青少年“集体主义–个体

主义”价值观的张力，探讨其对身体认知的双向作用。此外，中西审美差异的交互影响值得关注：国内

青少年对“国风审美”的接纳与“欧美体型”的向往并存，这种文化杂糅可能催生独特的认知冲突。未

来可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例如将“身体资本”概念与社交媒体中的“数字身份建构”结合，并开发适

配性测量工具(如“社交媒体审美内化量表”)，以揭示文化特异性机制。 

5.2. 方法论的多模态革新路径 

既有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三方面局限：其一，横断面设计难以捕捉动态演化过程，需结合纵向追踪

与日记法，剖析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与身体不满的反馈循环；其二，实验情境生态效度不足，可通过混合

现实技术模拟社交平台界面，实时监测用户浏览美颜内容时的微表情与决策偏好；其三，数据来源单一化

问题突出，建议整合多源数据(如平台 API 接口的点击流数据、可穿戴设备的心率变异性指标)，运用社会

网络分析揭示“关键影响者–普通用户”的传播链。针对新兴技术伦理问题，需建立“技术敏感性”研究

范式，例如通过眼动实验探究 AI 滤镜对青少年身体真实感认知的阈值影响，为算法治理提供实证依据。 

5.3. 理论整合与实践转化的双向突破 

现有理论对中国青少年心理特质的解释力有限。未来可从两方面推进理论创新：一是融合发展心理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60


姜志永 等 
 

 

DOI: 10.12677/ass.2025.146560 707 社会科学前沿 
 

学视角，探讨青春期认知灵活性对社交媒体影响的调节作用，例如前额叶皮质发育差异如何导致不同年

龄段青少年对修图行为的风险感知分化；二是引入具身认知理论，分析虚拟互动中的“数字身体体验”

如何重塑现实身体意象，如虚拟化身(Avatar)的定制化程度与身体满意度间的非线性关系。实践层面需构

建“平台–用户–研究者”协同机制：推动社交平台上线“多元美学模式”(如关闭点赞显示、智能识别

过度修图)，同时设计分级干预工具包——针对高危群体开发基于 VR 的认知行为疗法模块，面向普通用

户设计“媒体素养挑战赛”等游戏化学习项目。 

5.4. 研究对象与场景的拓展性重构 

当前研究群体覆盖存在显著盲区。一方面，需关注特殊发展阶段的青少年(如青春期早期群体)，其神

经可塑性高但自我调节能力薄弱，可通过神经影像技术揭示社交媒体暴露对脑岛与前扣带回功能的长期

影响；另一方面，边缘群体(如流动青少年、跨性别者)的社交媒体使用常伴随身份探索需求，其身体不满

可能源于“数字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割裂，需采用参与式设计方法，联合社群开发“身体叙事工作

坊”等赋权干预项目。此外，元宇宙等新型数字生态带来研究场景的范式变革，未来可探索“虚拟身体

所有权错觉”对现实身体认知的迁移效应，为跨维度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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