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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调查高校大学生的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以及饮食行为的现状，探究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和

饮食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分析身体满意度在体像认知和饮食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对高校大学生

正确认识自我体像和合理饮食提供一定的参考。本研究以高校大学生为被试，用问卷调查法考察大学生

的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的状况及其关系。研究收集到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问卷298
份，剔除无效问卷12份，有效问卷286份，其中男生108人，女生178人，平均年龄为21.78 ± 1.52岁。

研究结果和结论：通过SPSS23.0对所得数据进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1) 受试

的高校大学生的自我体像与实际体像有显著相关性(r = 0.57**)，实际体像与期望体像有显著相关性(r = 
0.32**)，且实际BMI、自选BMI、理想BMI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显著(p < 0.05)，则说明大学生对体像认知

具有不准确性。(2) 高校大学生普遍存在体像认知的认知偏差和期望偏差，大学生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

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显著(p < 0.05)，但在年级和专业上的差异性均不显著；而认知偏差在性别、年级和专

业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3) 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与饮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16**)，与身体满意

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28**)，即大学生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越大，越容易引起不良饮食行为，也表明对

自己的身体越不满意。(4) 身体满意度在体像认知与饮食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体像认知的期望偏

差能够通过影响身体满意度从而增加或减少不良饮食行为的发生概率，即身体满意度是引起不良饮食行

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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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cognition of body image, body satisfac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ating attitud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ody image, body satisfaction and eat-
ing attitud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body image and reasonable diet. This study took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stud-
ying 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ody image, body satisfaction and eating attitude 
by the questionnaire. A total of 298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29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cluding 12 in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286 valid questionnaires, includ-
ing 108 boys and 178 girl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1.78 ± 1.5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OVAs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are signifi-
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body imag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actual body image (r = 
0.57**), and the actual body image and the expected body image (r = 0.32**), and the difference be-
tween the actual BMI, the optional BMI and the ideal BMI is significant (p < 0.05), which means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the perception of body image is inaccurate.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xpectation bias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omatosensory cognition (p < 
0.05), but the difference in grade and specialty is not significant. The cognitive bias is not significant 
in gender, grade and specialty. (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ec-
tation bias and the dietary behavior of body image cognition (r = 0.16**), which was negatively cor-
related with physical satisfaction (r = −0.28**), that is, the greater the expectation deviation of col-
lege students’ somatosensory cognition, the more likely to cause bad eating behavior, and the mo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own body. (4)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hysical satisfaction are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cognition of body image and eating attitude, that is, physical satisfaction 
plays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cognition of body image and eating attitude. The 
expectation bias of body image cognition can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adverse dietary behavior by affecting body satisfaction, i.e., physical satisfac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causing undesirable eat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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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体像(Body Image)是人们对自己的身体的心理感受和对自己身体姿态和感觉态度的总和，包含评估、

认知和行为三个成分，其中既有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1]。个体的体像心理状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正

常的体像心理；二是体像烦恼，是由个体自我审美或审美能力偏差而导致自我体像失望所引起的心理烦

恼；三是体像障碍，是由于个体想象客观不存在的体貌缺陷而痛苦的一种心理病症。体像烦恼和体像障

碍均是由体像的自我期望或自我认知偏差而引起的个体心理问题[2]。 
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苗条的身材已然成为个人魅力的一项重要特征，以致于社会

各层人士争相追逐“骨感美”，这种现象在女性群体中尤其突出。因此，多数女性以不健康的身体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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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自己。有研究指出，个体的身体意象与其心理健康有紧密联系，不健康的身体意象会引起低自我概

念、低自尊、抑郁、饮食障碍等心理问题。而大学生群体正处于自我意识蓬勃发展、人格不断完善的关

键时期，这一时期大学生对身体的不满意表现也较为普遍，尤其是女大学生表现尤为突出。体像与我们

紧密相关，对体像的认知、态度和情感都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另有研究发现，在

高校大学生中存在普遍的不良饮食行为，尤其是女大学生。因此，探讨大学生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和

饮食行为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具现实和创新意义，并且对于指导大学生树立健康的体像认知意识，以

及日后实施有效干预必定是十分有益的。 

1.1. 体像 

1.1.1. 体像的概念 
最早在十六世纪一位精神科医生 Head 提出来“身体意象”(Body image)一词，用来描述人类的身体

知觉状态[3]。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不同的发展阶段，研究者们也赋予了“体像”不同的概念。最初体像

的概念出现在社会学领域而非心理学领域，当时的学者对体像的理解还未达到高级阶段，也未对体像与

自我进行区分[4]。到二十世纪中叶，体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领域，躯体及躯体与大脑功能的关系是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身体图式(Body Schema)”的概念也由此产生。神经学家 Schilder 将身体图式的

研究范围从神经学领域扩展到心理学领域。他在(The image and appearance of the human body)一书中将

“身体意象”定义为：个体心中对自己身材的描述，即个体怎么看自己的身体体形。同时，Schilder 在上

世纪中叶创造“体像”一词。他还认为，身体意象是个人脑海中对自己整个身体所构成的心理形象(Mental 
pictures)，包含了身体知觉(Body perception)与身体概念(Body concept)。身体意象不只包括了对身体大小

的评估(知觉层面)和对自己外形魅力的评估(想法层面)，还包含了对于自己体形的感觉(感受层面)。这是

对体像定义的首次具体的阐述[5]。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体像紊乱问题，开始将研究重点转移到饮食失调及其

与体像认知的关系上[6]。此后研究范围逐渐发展到更广泛地领域，包含了临床、医学、心理学、哲学、

人类学、信息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对体像的认识

也由浅及深，尽管多个学者都研究过体像的定义，但都与 Schilder 的观点一脉相承，也是对 Schilder 观点

的完善与深入。因此可见，体像(Body image)是一个多维的结构，由个体的身体意像和与身体相关的社会

意像所构成，包括对自己身体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是个体对这些方面的评价和关注的总和。本

研究也将基于此定义展开。 
国外关于体像的研究，至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经典的理论有二因素理论，三因素理论，四因素

理论。通过查阅当前大量文献发现，更多研究者倾向于 T. F. Cash 和 T. Pruzinsk 倡导的二因素论——即

身体的感知觉和态度的结构成分。通俗来讲就是[7]：身体意象二因素论包括人们对自己身体大小的估计

以及对身体(外形，健康等)各方面的满意程度。 

1.1.2. 体像的测量 
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体像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以往学者对体像的研究也是多角度、多领域的。体

像测量常采用自我心理评价方式，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研究角度的学者因其研究目的而存在差异，因此

编制了多样化的体像测量工具。 
从体像(外显身体意象和内隐身体意象)的结构层次和测量材料入手，体像的测量方法可以分为问卷

调查法、形象选择法、形象调节法、画人测验法、计算机测量法和行为观察法[8]。其中问卷调查法是依

托于文字材料实现的测验，因其方便又简单，且开放性强，因而成为当前最常用的体像测量方法，在国

内常见的有由美国弗吉尼亚州老明道大学的 Thomas F. Cash 教授编制的《多维自我身体意象关系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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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Body Self-Relations Questionnaire, MBSRQ)等；形象选择法，主要用于对体像不满程度

的测量，在体形图中要求被试选出与自己实际体形和理想体形最相符的图片，例如 BMI-SMT 体像量表

(BMI-based Silhouette Matching Test, BMI-SMT)；形象调节法是让被试调节卡钳、光柱、扭曲的镜子、变

形的体形照片或录像中的形象，直到与其感知和自身形象相符合为止，以此来了解被试对自己体像的知

觉，例如 Glucksman & Hirsch 提出的]变形照片技术(Distorting Photograph Technique, DPT) [9]和 Slade & 
Russell 提出的光柱调节技术(Movable Caliper Technique, MCT) [10]；画人测验法属于投射测验，要求被试

在白纸上自由地画出人的身体形象，由经过训练的专家依据特点的规则对所画人像的头部，四肢，躯干

等进行评判；计算机测量实验法是在内隐社会认知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内隐联结实验技术，通过快速呈

现(50 ms 以下)的照片(被试照片和他人照片)或语词进行阈下启动，要求被试对随后呈现的照片或语词进

行判断反应，从而对人的内隐身体观念进行评定[11] [12]。本研究拟用形象选择法，使用 BMI-SMT 体像

量表(BMI-based Silhouette Matching Test, BMI-SMT)对大学生体像进行测量。 

1.1.3. 体像的相关理论 
国内的研究者在研究体像的理论方面，已有较多的论证。通过文献阅读可以总结出社会因素和个体

心理因素两大理论分支。其中以社会因素为主要论点的理论有：社会比较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社会认

知理论、客体化理论等；而以个体心理因素为主要论点的理论有：心理动力观、认知–行为理论、信息

加工理论、自我图式理论等。 
体像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会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社会文化价值观在

理解个体是如何感知自己以及如何被他人感知中起到重要作用。个体将社会文化标准“内

化”(Internalization)是体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如果社会文化崇尚“以瘦为

美”，那么个体就会看重自己身材是否“够瘦”[13] [14]。 
体像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个体会加工与饮食障碍相关的体像信息。在这个模式中，体像被看作是认

知偏见的一种类型，它来源于与身体形状和饮食有关的记忆储存的自我图式。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饮食障

碍患者因为倾向于对与身体有关的信息进行了消极认知加工，所以其存在较稳定的特质性“负面的身体

意象”；而国外有研究表明，体像状态的测量可以证明对饮食障碍患者进行认知重建治疗的有效性。 
阿尔佛雷德·阿德勒的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对个体的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思想、感

觉和行为是相互联系的。体像的认知—行为观就是基于此，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身体意象和瘦身行为呈正

相关关系[15]。本研究拟从认知—行为理论探讨体像认知和饮食行为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

行阐述。 

1.1.4. 体像的研究现状 
国外已有大量关于体像与人际关系、自尊等因素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群体主要是青少年和女性。

Fredrickson 与 Roberts 在 1997 年提出了自我客体化理论(Self-objectification theory)，是指在西方社会，女

性将自己作为客体，以观察者的眼光看待和评判自己的身体，对照完美的标准(Social ideals)，常常会自惭

形秽，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但是在大学生整体中研究体像的文献较少，以青少年或女大学生为

研究对象的居多。而国内对体像的研究更是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体像与社会文化，

例如研究发现家庭、社会媒体、外界环境和偶像等因素都对女性自我体像有所影响[16]；(2) 体像与人格，

多是研究体像与自尊的关系，例如青少年体像烦恼及其四个维度与自尊均呈负相关[17]，此外，个体的人

格特点与自我体像的认识也有很多交织的地方，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体像，就会有相应的人格结构，进而

就有一定的社会行为模式[18]。还发现高、低行为抑制能力的人群在饮食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19]；(3) 体
像与心理健康，例如有研究表明体像状况和心理健康水平呈及其显著的正相关[20]。根据以往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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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像对人们生活、行为和人格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当下大学生对体像问题关注的较多，但是前人研究多集

中在体像现况的调查方面，而对体像认知以及体像认知的影响的研究也比较缺乏。因此，探究大学生体像

认知对其的影响，可以帮助大学生正确的认识体像，并且树立正确的体像认知标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 身体满意度 

1.2.1. 身体满意度的概念 
身体满意度(Body satisfaction)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各方面的满意程度，属于自尊在身体层面的体验。

个体的身体满意度通常以社会文化作为参照，并且对人的饮食行为(Eating attitude)、人际交往和主观幸福

感等心理和行为会产生持久的影响[5] [21]。 

1.2.2. 身体满意度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身体满意度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已经非常丰富[22] [23]，但在我国国内，近几年才开始

出现青少年身体满意度的研究。据调查我国大学生大多数为 17~22 岁的年轻人群体，正处在对自己的身

体和自我意识的关键期，因此研究身体满意度对大学生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现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身

体满意度与年级无关，但与性别有关[24]，并且对其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25]；还有学者得出大学生身体

满意度与减肥意向呈负相关关系[26]，大学生身体满意度越高，减肥意向越低。这些研究虽然都是从身体

满意度对大学生的影响的角度出发，只是研究了身体满意度对个体某一方面的影响特点，而对其具体作

用机制的研究较少，仅有研究身体满意度在媒体“理想美”和女大学生身体内隐态度之间的调节作用[27]。
由此可见，身体满意度对人们的影响十分广泛，再结合当下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不良饮食行为以及

对体像的关注度来看，对于身体满意度在这其中的作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3. 饮食行为 

1.3.1. 饮食行为的概念及测量 
不良的饮食行为即饮食障碍(Eating Disorder)是指由于个体对身体形象的曲解和对“完美”体型的盲

目憧憬所导致的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包括神经性厌食症(AN)和神经性贪食症(BN) [28]。在饮食失调相关

症状的评测方面，饮食态度评价问卷(The Eating attitudes Test，简称 EAT-26)是世界上最通用的标准化自

我评价问卷，EAT-26 的前身是 Garner 在 1979 年第一次出版的 EAT-40 [29]，是最早用于评价与饮食紊

乱发生发展过程有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自测问卷，而 EAT-26 [30]是其优化版本。自此之后，此问卷已经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例如以西班牙女性为样本[31]和以巴西人为样本[32]的两次修订，国外还有很多研究

都证明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并被众多研究采纳。因此，饮食态度问卷(EAT-26)在饮食失调研究领域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个良好的筛选不良饮食行为的工具。在国内王冰莹等人也对 EAT-26 进行了

修订，评测其在大学生样本中的信效度，最后得出了四个维度且信效度较好的 EAT-19 [33]。本研究也将

其作为测量工具。 

1.3.2. 饮食行为的研究评述 
目前对于不良饮食行为的研究多数以调查形式为主，多集中在营养学和健康学方面，并且发现大学

生营养状况很差，其饮食行为的不规律现象也很明显[34]。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引起不良饮食行为的因

素研究少之又少，只有研究发现高行为抑制力和低行为抑制力的人群在饮食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19]。所

以，在饮食行为的影响因素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1.4. 体像与饮食行为的关系 

不良饮食行为即饮食障碍(Eating disorder)以严重异常的进食行为为特征，主要有神经性厌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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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rexia nervosa)和神经性贪食症(Bulimia nervosa)两大综合症状。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已于 1994 年将身体意

象的混乱作为厌食症的评判标准之一，可见身体意象与饮食障碍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国外有大量关于不

良饮食行为和身体意象的文献，但在国内对于体像和不良饮食行为关系的研究较少。有关女性体像的研究

发现，我国女性普遍不满意自己的体像，而且相关的饮食障碍问题也非常突出，我国女性的体像的满意度

水平呈下降趋势，且饮食障碍的发病率表现出上升的趋势[16]。还有研究表明，体像与饮食障碍有关的疾病

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全面深入的研究体像认知问题，有助于解决困扰多数人，尤其是现在女

性群体普遍面临的饮食障碍问题，并且在体像认知与不良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上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5. 身体满意度与饮食行为的关系 

大学生时期是青少年走向独立的重要时期，也是其健康相关行为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

健康相关行为不仅影响其目前的健康状况，更会对其一生的健康产生深远影响[35]。现如今在男女大学生

中都普遍存在着极端不良饮食行为，且女生更为常见[36]。同时身体意象障碍还会导致各种身心疾病，包

括进食障碍、抑郁、社会焦虑、自尊下降等等，并且更多的发生在女性身上[37]。结合以往研究我们可以

推测出大学生对身体的不满意度可能会引起不良饮食行为，但是对于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尤其不良饮

食行为)之间的关系还未有人研究。 

1.6. 体像与身体满意度的关系 

大学阶段是个体生理和心理都迅速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身体和精神上最为活跃的阶段。这一时期

大学生普遍存在身体不满意的现象[37]。在体像认知方面，多数学生对自我体像的认知缺乏客观性[38]。
大学生由于对自己的体像抱有过高的自我期望，就会很容易出现自我丑陋或者过分夸大自我缺陷的认知

偏差，最终产生烦恼和焦虑[39]，严重时还可能会导致体像烦恼或体像障碍。从经验学角度看，个体的体

像认知与身体满意度之间会存在着某种联系，也可能会相互影响，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的研究

至今仍属空缺状态。 

1.7. 问题提出 

1.7.1. 已有研究的不足 
(1) 根据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体像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及港台地区的研究热点，并且贯穿于心

理学、医学、生理学、社会文化学等各个领域。但是在我国大陆对体像的研究却开展得比较少，并且以

往研究多集中在涉及躯体变形障碍(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BDD)的精神病症领域或整容美容心理学

领域，而对于一般群体的体像问题研究则较少，尤其对大学生整体的研究更少。以往对于体像的研究多

集中在体像现状的调查，尤其是对体像认知方面的关注并不多，特别是国内，体像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本土化研究相对欠缺。 
(2) 目前不良饮食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较为常见，国外对于饮食失调的研究较多，但在我国现阶段对

于大学生不良饮食行为的研究还较少，并且主要是临床和社会方面的研究较多，主要局限于大学生调查

和了解大学生不良饮食行为的种类和饮食失调的影响因素，而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对饮食

失调的认知偏向及其神经机制的研究。有研究证实，大学生的身体意象可以预测其瘦身行为，但是并未

阐述过体像与不良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探究体像认知与饮食行为之间

的关系，也可以弥补当前研究的空缺状态。 
(3) 研究证实个体对身体满意度的控制过程中容易形成饮食失调[17]，个体对身体满意度的判断，可

以反映出个体对体像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也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探究体像认知、身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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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饮食行为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目前正处于缺乏状态。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创新点和切入点。 

1.7.2. 研究目的与意义 
大学生时期是青少年走向独立的重要时期，也是其健康相关行为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

健康相关行为不仅影响其目前的健康状况，更会对其一生的健康产生深远影响。现如今在男女大学生中

都存在极端不良饮食行为，且女生更常见。并且由于当代社会“以瘦为美”这一标准被普遍地宣传与认

同，多数人更是以不健康的身体意象来要求自己。因此，探究体像认知与不良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创新意义，以期为今后对大学生体像心理辅导和实施有效干预提供可靠依据。 
本研究拟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 当前高校男女大学生的体像认知状况；(2) 当前高校男女大学生的

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状况及其特点；(3) 大学生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4) 大
学生身体满意度对体像认知和饮食行为的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针对高校大学生，研究收集到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问卷 298 份，剔除无效问卷

12 份，有效问卷 286 份，其中男生 108 人，女生 178 人，平均年龄为 21.78 ± 1.52 岁，其他各人口学变

量分布(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表 1. 本研究被试基本资料 

  N % 

性别 
男 108 37.70% 

女 178 62.30% 

年龄 

18 以下 3 1.04% 

18~20 44 15.38% 

20~22 164 57.34% 

22 以上 75 26.24% 

年级 

大一 12 4.20% 

大二 32 11.19% 

大三 58 20.28% 

大四 170 59.44% 

研究生 14 4.89% 

专业 

工科 103 36.01% 

理科 67 23.43% 

农科 19 6.64% 

文科 79 27.62% 

医科 18 6.60% 

2.2. 研究工具 

2.2.1. 体像量表(BMI-SMT) 
BMI-SMT 体像量表(BMI-based Silhouette Matching Test, BMI-SMT)为图形量表，共两题[40]。测查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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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均呈现相同的 4 幅由瘦至胖的体形图，分为男性和女性两部分。第一题让被试选择最能反映自己当

前体型的方格，第二题让被试选择最能反映自己理想体型的方格。量表采用 27 点计分，并直接转换为客

观体型指数(BMI) 14~40。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 1999 年针对亚洲人的特点颁发的《对亚太地区肥胖

及其治疗的重新定义》[41]中的规定：BMI = 体重(kg)/(身高(m))2，并且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依次是偏

瘦(BMI < 18.5)、正常(18.5 ≤ BMI < 23)、超重(23≤ BMI < 25)、肥胖(BMI ≥ 25)。BMI 体像量表的评分方

法：个体对自身体型的认知偏差分值：(个体所选的当前体型分值转换成的 BMI 值) − (个体实际 BMI 值)；
个体对自身体型的期望偏差分值：(个体所选的当前体型分值转换成的 BMI 值) − (个体所选的理想体型分

值转换成的 BMI 值)。 

2.2.2. 多维自我体像调查问卷(Multidimensional Body Self-Relations Questionnaire, MBSRQ) 
多维自我体像关系调查问卷(MBSRQ)是由美国 Thomas F. Cash 教授编制的一项关于个人对于身体意象

评估的自我报告测试。该问卷共分为十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完全不同意”记为 1 分，“完全同意”

记为 5 分。本研究采用中国化修订后的 MBSRQ 问卷[18]，共 93 题，10 个维度，研究选取其中的三个维度

里能够代表个体对于自己体型的认知的部分题目，共 18 题。其中相貌评估维度反映的是个体对其体型是否

有吸引力的判断；超重维度测试个体对于肥胖、体重警告、节食的反应；自我分类维度反映出个体如何看

待自己的体重。其中相貌评估是正向计分，超重和自我分类是反向计分，合并之后得到的身体满意度的总

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己的身体越满意。相貌评估、超重和自我分类的 α系数依次为 0.625、0.883 和 0.836。 

2.2.3. 饮食态度评价问卷(Eating Attitude Test-26, EAT-26) 
饮食态度评价问卷(The Eating attitudes Test, 简称 EAT-26)是世界上最通用的标准化自我评价问卷，

EAT-26 的前身是 Garner 在 1979 年第一次出版的 EAT-40，是最早用于评价与饮食紊乱发生发展过程有

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自测问卷，而 EAT-26 是其优化版本。本研究采用王冰莹等人在中国背景下进行了

修订，修订后的问卷为 EAT-19 [33]，共有 19 题，包括节食、贪食与食物关注、食物内容的知觉、代偿

行为 4 个维度。采取 1 (从不)、2 (很少)、3 (有时)、4 (经常)、5 (常常)、6 (总是)六点计分，各项目之和的

得分越高，代表个体饮食态度和行为越可能偏离正常。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2，节食、贪食与食物

关注、食物内容的知觉和代偿行为四个因子的 α系数分别为：0.831、0.795、0.806 和 0.689。 

2.2.4. 人口学变量调查 
主要包括受试者性别、年龄、专业、年级、身高体重等项目。 

2.3. 施测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测量大学生的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以及饮食行为状况，采用网络问卷的形

式进行采集。问卷回收后，使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皮尔逊

相关，探讨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再建立逐步回归方程模型，探究体像认知、

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 

3. 结果 

3.1. 高校大学生体像认知的特点 

3.1.1.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的实际体像、自我体像和理想体像的特点 
大学生实际体像即实际 BMI，是用实际体重和身高计算得出的，自我体像和理想体像分别用 BMI-

SMT 中所选的 BMI 值衡量，对三种体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并且对男女大学生的三种体像的特点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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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ual body image, self image and ideal body image of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表 2.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实际体像、自我体像和理想体像的特点 

 
BMI 分组 

M SD t 
偏瘦(%) 正常(%) 超重(%) 肥胖(%) 

实际体像 
男 6 (5.6) 60 (55.6) 24 (22.2) 18 (16.6) 22.56 3.06 

5.74*** 
女 46 (25.8) 111 (62.4) 14 (7.9) 7 (3.9) 20.33 2.83 

自我体像 
男 5 (4.6) 19 (17.6) 13 (12.1) 71(65.7) 27.39 4.86 

3.92*** 
女 11 (6.2) 42 (23.6) 40 (22.5) 85 (47.7) 25.51 4.21 

理想体像 
男 1 (0.9) 14 (13.0) 25 (23.2) 68 (62.9) 26.9 3.49 

5.75*** 
女 39 (22.0) 97 (54.5) 34 (19.0) 8 (4.5) 21.53 3.12 

注：括号里为所占人数的百分比。***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实际体像中，男女大学生体像正常的比例都较高，但是女生偏瘦和男生偏重也较多；在自我认知

的体像中，大多数男生和女生都认为自己超重或者肥胖；在理想体像中，多数男生的理想体像为超重或

肥胖，而女生的理想体像多为正常和偏瘦的。数据也表明，实际体像、自我体像和理想体像在性别上均

存在显著差异(t = 5.74, p < 0.001; t = 3.92, p < 0.001; t = 5.75, p < 0.001)。 

3.1.2. 大学生体像的认知偏差和期望偏差的特点 
根据上一步的分析发现，男女大学生在体像认知上存在差异，进一步用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

大学生对体像的认知偏差和期望偏差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特点(见表 3)。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college students’ body image cognition 
表 3. 大学生体像认知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认知偏差 期望偏差 

M ± SD M ± SD 

性别 

男 4.83 ± 3.68 0.49 ± 0.43 

女 5.18 ± 3.81 3.97 ± 0.32 

t 0.76 6.60*** 

年级 

大一 5.56 ± 3.48 3.58 ± 5.02 

大二 4.76 ± 4.76 2.16 ± 3.48 

大三 4.67 ± 3.93 2.71 ± 5.45 

大四 5.10 ± 3.58 2.61 ± 4.51 

研究生 6.21 ± 2.92 3.36 ± 4.81 

F 0.67 1.66 

专业 

工科 4.76 ± 5.08 1.54 ± 4.25 

理科 4.66 ± 2.95 3.11 ± 4.35 

农科 5.13 ± 3.07 2.37 ± 4.55 

文科 5.73 ± 3.77 2.95 ± 5.34 

医科 5.26 ± 2.34 3.28 ± 4.07 

F 0.77 0.72 

注：***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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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大学生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在性别上差异显著(t = 6.60, p < 0.05)，但在年级和专业上差异

性均不显著；而不同性别、年级和专业的认知偏差得分差异并不显著。 

3.2.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的差异 

3.2.1. 大学生身体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分别对大学生的总体身体满意度及其各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并且以性别为自变量，大学生身体

满意度以及各个维度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4)。 
 
Table 4.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satisfaction and its dimensions 
表 4. 大学生身体满意度及其各维度的性别差异分析 

  N M SD t 

相貌评估 
男 108 10.31 5.18 

2.35* 
女 178 8.89 4.85 

超重 
男 108 10.21 4.55 

4.61*** 
女 178 12.91 4.94 

自我分类 
男 108 15.89 3.42 

−1.53 
女 178 16.48 3.02 

身体满意度 
男 108 5.79 10.29 

3.72*** 
女 178 10.51 10.45 

注：*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可知相貌评估维度(t = 2.35, p < 0.05)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超重维度(t = 4.61, p < 0.001)在
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而自我分类维度(t = −1.53, p > 0.05)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从整体的身

体满意度来看(t = 3.72, p < 0.001)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3.2.2. 大学生饮食行为的性别差异 

Table 5.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eating behavior and its dimensions 
表 5. 大学生饮食行为及其各维度的性别差异分析 

  N M SD t 

节食 
男 108 18.06 6.62 

−6.35*** 
女 178 23.74 7.75 

贪食与食物关注 
男 108 8.57 3.44 

−3.61*** 
女 178 10.29 4.16 

食物内容的知觉 
男 108 7.33 3.82 

−3.01** 
女 178 8.77 3.98 

代偿性为 
男 108 3.91 1.67 

−1.07 
女 178 4.16 2.06 

饮食行为 
男 108 37.87 12.36 

−5.38*** 
女 178 46.96 14.67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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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大学生的总体饮食行为及其各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并且以性别为自变量，大学生饮食行

为以及各个维度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5)。 
由表可知，在节食(t = −6.35***, p < 0.001)、贪食与食物关注(t = −3.61***, p < 0.001)、食物内容的知觉

(t = −3.01**, p < 0.01)这三个维度在性别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代偿行为(t = −1.07, p > 0.05)在性别上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从整体的饮食行为(t = −5.38***, p < 0.001)状况来看，大学生的饮食行为在性别上的

差异性是显著的。 

3.3. 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的关系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body image cognition, body satisfaction and eating behavior 
表 6. 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实际
BMI 1            

自选
BMI 0.574** 1           

理想
BMI 0.322** 0.439** 1          

认知 
偏差 −0.132* 0.736** 0.265** 1         

期望 
偏差 0.274** 0.587** −0.470** 0.484** 1        

节食 0.07 0.039 −0.133* −0.011 0.159** 1       

贪食和

食物 
关注 

0 −0.019 −.125* −0.01 0.095* 0.502** 1      

食物的

内容 
知觉 

0.131* 0.069 −0.053 −0.025 0.116* 0.701** 0.353** 1     

代偿 
行为 0.07 0.039 −0.108 −0.007 0.136* 0.449** 0.377** 0.545** 1    

相貌 
评估 −0.122* −0.173** 0.083 −0.108 −0.245** −0.436** −0.324** −0.260** −0.167** 1   

超重 0.126* 0.1 −0.059 0.017 0.151* 0.833** 0.451** 0.621** 0.431** −0.500** 1  

自我 
分类 0.350** 0.328** 0.003 0.108 0.319** 0.462** 0.334** 0.332** 0.165** −0.356** 0.526** 1 

M 21.07 26.22 23.56 5.05 2.66 21.59 9.64 8.23 4.06 9.43 11.89 16.26 

SD 3.11 4.54 4.18 3.76 4.61 7.83 3.99 3.97 1.92 5.04 4.97 3.18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1 = 实际 BMI，2 = 自选 BMI，3 = 理想 BMI，
4 = 认知偏差，5 = 期望偏差，6 = 节食，7 = 贪食与食物关注，8 = 食物内容的知觉，9 = 代偿行为，10 = 相貌评

估，11 = 超重，12 = 自我分类。 
 

对体像认知的认知偏差和期望偏差，身体满意度的各个维度和饮食行为的各个维度之间进行相关分

析(见表 6)，发现认知偏差与期望偏差呈显著正相关，与饮食行为各维度均呈负相关且相关性不显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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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满意度的相貌评估维度呈负相关，与超重和自我分类呈正相关，且相关性均不显著；期望偏差与饮

食行为各维度均呈正相关，且均达到显著水平，与身体满意度的相貌评估维度呈负相关，与超重和自我

分类呈正相关，且相关性均显著；饮食行为各维度与身体满意度的相貌评估均呈负相关，与超重和自我

分类均呈正相关，且相关性均达到显著水平。此外期望偏差与总体身体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282**)，
与总体饮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161**)，总体身体满意度与总体饮食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 = −0.708**)。 

3.4. 身体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分别对期望偏差和总体饮食行为以及认知偏差和总体饮食行为进行相关分析，得出认知偏差和饮食

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786，p > 0.01，则认知偏差和饮食行为的相关不显著；但是期望偏差和饮食行为的

相关系数为 0.161**，p < 0.01，这说明期望偏差和饮食行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则说明被试期望偏差

越大，饮食行为的得分越高，越容易出现不良饮食行为。该结果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拟用期望偏差作为体像认知的衡量指标。 
自变量(X)为期望偏差；中介变量(M)为身体满意度，包含 3 个观测指标，分别是相貌评估、超重和自

我分类；因变量(Y)为饮食行为，包含 4 个观测指标，分别是节食、贪食与食物关注、食物内容的知觉和

代偿行为。根据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42]，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如下：(1) 自变量(X)对因变量(Y)
预测显著，得到回归系数 c，即检验回归方程 1Y cX e= + 中的系数 c，(2) 自变量(X)对中介变量(M)预测得

到回归系数 a (即 2M aX e= + )，中介变量对因变量预测得到回归系数 b，若 a，b 都显著则检验以自变量

和中介变量共同作为自变量时预测变量得到系数 c’ (即 3Y c X bM e′= + + )，(3) 若 c’显著，则中介效应显

著；若 c’不显著，则完全中介效应显著，(4) 若 a 和 b 至少有一个显著，则做 Sobel 检验，若结果显著，

则中介效应显著。 
首先以期望偏差为自变量，饮食行为为因变量，考察期望偏差对饮食行为的回归效应(见表 7)。 

 
Table 7. Prediction of expectancy bias on eating behavior 
表 7. 期望偏差对饮食行为的预测 

变量 Beta t R2 F 

期望偏差 0.51 2.76** 0.02 7.59 

 
结果显示，自变量期望偏差对因变量饮食行为的回归方程显著(p < 0.05)，大学生体像认知的期望偏

差对其饮食行为有显著的回归效应，大学生的体像认知期望偏差可以对其饮食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第二步以期望偏差为自变量，分别以身体满意度的三个维度为因变量，考察期望偏差对身体满意度

三个维度回归效应(见表 8)。 
 
Table 8. Prediction of expectation bias on physical satisfaction and its dimensions 
表 8. 期望偏差对身体满意度及其各个维度的预测 

 相貌评估 超重 

期望偏差 
Beta t R2 F Beta t R2 F 

−0.27 −4.26** 0.06 18.11 0.16 2.57* 0.19 6.625 

 自我分类 身体满意度 

期望偏差 
Beta t R2 F Beta t R2 F 

0.22 5.68*** 0.1 32.22 −0.65 −4.95*** 0.08 24.51 

https://doi.org/10.12677/sa.2024.136215


邵嘉雯 

 

DOI: 10.12677/sa.2024.136215 2227 统计学与应用 

 

结果显示，大学生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对身体满意度中的相貌评估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对身体满

意度中的自我分类和超重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对身体满意度总体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第三步，分别以身体满意度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饮食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身体满意度的

三个维度和期望偏差全部进入回归方程(见表 9)。 
 
Table 9. Prediction of physical satisfaction on eating behavior 
表 9. 身体满意度对饮食行为的预测 

变量 Beta t R2 F 

相貌评估 −1.21 −7.75*** 0.17 60 

超重 2.25 11.73*** 0.64 508.02 

自我分类 2.07 8.58*** 0.2 73.56 
 

结果显示，相貌评估对饮食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超重和自我分类都对饮食行为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 
第四步，以饮食行为为因变量，分别以身体满意度的三个维度和期望偏差为自变量，进行层次多元

回归分析，身体满意度的三个维度和期望偏差全部进入回归方程(见表 10)。 
 
Table 10. Prediction of eating behavior by expectation bias and physical satisfaction in all dimensions 
表 10. 期望偏差和身体满意度各个维度对饮食行为的预测 

变量 Beta t R2 F 

期望偏差 0.2 1.13 0.17 30.68 

相貌评估 −1.16 −7.24***   

期望偏差 0.13 1.15 0.64 254.97 

超重 2.32 22.12***   

期望偏差 0.06 0.33 0.2 36.72 

自我分类 2.04 8.01***   
 

结果显示，身体满意度的三个维度对体像认知和饮食行为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也就是说身体满意

度在体像认知与饮食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能够通过影响身体满意度从而增

加或减少不良饮食行为的发生概率。 

4. 讨论 

4.1. 高校大学生体像认知状况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体像认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实际体像、自我体像和理想体像上都体现出

显著的男女差异。男生的实际体像显著高于女生，说明男生对自己的体像要求没有女生那么严格，也可

以说男生更看重身体健康与强壮，而不是身材的苗条。已有研究结果指出女大学生对自我体像的认知的

判断表现出不准确性[2]，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体像烦恼或体像障碍问题。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前人结论，

并且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发现该结论不仅局限于女生，在高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对自我体像认知判断不

准确的现象。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体像认知的认知偏差和期望偏差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多

数大学生的实际体像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但是女生的理想体像却偏瘦，而男生的理想体像却偏胖。这一

普遍存在的现象说明男女大学生对于体像的认知存在两种不同的标准，男生倾向强壮健硕型，而女生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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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纤细苗条型，这一结论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符[39]。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什么专业和年级的大学生，都存在着对体像认知的认知偏差和期望偏差，

且不存在显著差异，就说明大学生对体像认知的不准确性是具有持续性的。但是前人研究发现体像在专

业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且高年级会比低年级对自我体像的评价更加积极，艺术类专业学生也会比其

他专业学生更关注体像问题[43]。究其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样本在专业和年级上的受试者分布存

在明显的不均匀，年级上大四的同学居多，专业上工科同学较多。所以只能验证出在整体上存在体像认

知的认知偏差和期望偏差，但是专业和年级之间的差异性不显著。 
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体像认知不准确现象，根据以往研究，家庭、同伴和大众媒体都对体像认知

失调有一定影响[44]，“瘦理想”和“肌肉理想”已经分别内化于女性和男性认知中，这也可以解释本研

究结果。除此之外，还可以推断出导致男女大学生出现对自身体像判断不准确的原因可能是：(1) 大学生

缺乏对身体胖瘦程度的科学评判标准，而一味的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好”的体重；(2) 媒体大肆宣传“女

以瘦为美”，“男以健壮为美”，因此误导大学生对自身体像的判断。综上，又一次提示我们在进行大

学生体像心理辅导时应注重对体像的正确认识与接纳方面的教育指导。 

4.2. 高校大学生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状况及特点 

本研究考察了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的身体满意度的特点，发现在相貌评估和超重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且在总体身体满意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对自己的体重感知更加敏锐，表现出女生对自己

体重要求更加严苛，而男生则表现出对自己的身体更加满意。以往国内外研究几乎都发现男性的身体满

意度比女性高[45] [46]。这与本研究结论相符。而 Cash 和 Brown 认为[47]，这是由于女性持有比男性更

苛刻的体重标准。但是这种严苛的体重标准的科学性还有待考证。此外，女性对他人体像的知觉会影响

自我体像的判断，比男性相比，女性会更多地与他人比较，因此女性会对自己的身体更加的不满意[48]。 
本研究还考察了不同性别大学生的饮食行为特点，发现性别在总体饮食行为及其节食、贪食与食物

关注和食物内容的知觉三个维度上均有显著性差异。同时，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因为想瘦而产生的节

食信念或行为，并且女生更加关注食物中的卡路里和营养价值，因此，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不良饮食

行为。有研究表明，大多数女大学生怀着“想瘦”的愿望，以苗条为美，希望自己更瘦，于是就想通过

控制饮食的方法以获得苗条身材[49]。该结论与本研究结论相符。因此，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大学生认识体

像标准和改变“以瘦为美”的观念是非常必要的。 

4.3. 大学生体像认知、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体像认知与身体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就是说大学生对自我体像的期望偏差越大

表明对自身身体越不满意。以往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对身体的满意度呈下降水平[16]，本研究与前人研究相

符，还发现身体满意度受个体对自身体像的期望偏差的影响。并且通过对期望偏差与身体满意度各维度

相关分析发现，期望偏差与相貌评估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与超重和自我分类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体像

认知的期望偏差越大，个体对自己的相貌评估越低，因为觉得自己的体型不具有吸引力，所以越期望改

变自己的现有体像。另一方面，如果大学生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越大，表明自己对体像要求更为严格，

非常重视自己的体重变化。此外，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与饮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就

是说大学生对自身体像的期望偏差越大，越容易引起不良饮食行为。大学生对身体的不满意、高估自己

的实际体重和过度的担忧体重的增长，都有可能会引起进食障碍症状[50]。该结论与本研究相契合。 
大学生普遍存在对身体不满意的现象，本研究发现大学生身体满意度与饮食行为呈显著相关。大学

生对自己的身体满意度越低，越想要改变，但是还未掌握科学正确的方法去改变自身体像，因此就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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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不良饮食行为。还有可能是大学生自尊程度会影响其对体像和身体满意度的关注[43]。此外，由于受

到当前社会评价和社会比较的影响，个体想要消除对身体满意度的负面情绪动机，也想要获得具有吸引

力的体型，这些都成为了大学生产生不良饮食行为的动机。男生认为健壮的身材更有魅力，而女生在崇

尚“骨感美”的社会氛围影响下，将社会对于苗条的高标准内化，盲目追逐纤细苗条的身材，这些不合

理的信念都可能导致不良饮食行为的发生[51]。因此，改变大学生对于体像认知以及身体吸引力的不合理

信念，将有助于减少其不良饮食行为。 

4.4. 体像认知对饮食行为的影响：身体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首先，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对自我体像和理想体像的认知普遍存在认识偏差和期望偏差，又一次验证

了前人研究[39]，并且发现期望偏差与饮食行为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即大学生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越

大，总体饮食行为的得分就越高，也就越容易出现不良饮食行为。 
本研究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身体满意度在期望偏差和饮食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身体满意度在期望偏差和饮食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能够通过影响身体满意

度从而增加或减少不良饮食行为的发生概率，但由于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则可以说明大学生体像认知的

期望偏差对不良饮食行为的影响可以完全通过大学生的身体满意度来解释。对于女大学生来说，其身体

满意度越高，表示对自己的身材和体型越满意，减肥倾向越低[26]，就越不容易出现不良饮食行为；而男

大学生的身体满意度越高，越不容易出现不良饮食行为，而且男生可能会通过增加体重而达到理想身材，

所以出现节食等不良饮食行为的可能性更小。根据阿德勒的认知—行为理论，个体的思想、感觉与行为

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个体对身体状况的评判结果满意与否，会直接影响其下一步行为，与身体直接相关

的可能是饮食行为。由此可以推断，在一定程度上身体满意度对饮食行为的影响，比体像认知对饮食行

为的影响要更重要，更有用。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对身体满意度中相貌评估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且对身体

满意度总体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即说明大学生对身体的满意度首先反映在对其相貌的评估上，并且是

自己的身材是否具有吸引力，而非长相。一般来说，男女性的相互欣赏，一方面包括其身材吸引力，且

男女性对异性的身材偏好存在差异[52]。由此可以推断大学生想要提升身材的吸引力可能是大学生出现

不良饮食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大学时期，多数大学生存在爱与归属的需要，

希望得到情感上的关心和照顾，尤其是来自异性的情感支持。所以，大学生对自己身材体型要求更严苛，

且女性比男性有更严格的体型标准，都是为了给他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从而提升自己的异性吸引力。 
从研究结果来看，饮食行为各维度与身体满意度的相貌评估均呈负相关，与超重和自我分类均呈正

相关，且相关性均达到显著水平。并且期望偏差与饮食行为各维度均呈正相关，且均达到显著水平。这

表明个体体像认知的偏差越大，改变现有体像的倾向就越大，越容易引发不良饮食行为；个体对身体越

不满意，越想改变现有身材，出现不良饮食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但是为什么大学生普遍有改变现有体像

和身材的倾向呢？一方面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最有可能解释当代女性个体的体像满

意度不断下降和体像相关疾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因素[16]；另一方面可能受到大学生完美主义的影响，完

美主义是一种凡事要求尽善尽美并伴随批判性自我评估倾向的人格特质，因此个人完美主义倾向高的大

学生体会到的体像烦恼就越多，表现出对自我体像的不满意越多[53]。由此可以推断，大学生普遍对身体

表现出不满意，并有改变现有体像的倾向，可能受自我完美主义倾向的影响，男女大学生都希望自己拥

有比现在更加完美的体型。 
总的来说，大学生的期望偏差和身体满意度对不良饮食行为的发生都有影响，并且身体满意度在体

像认知的期望偏差和饮食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则身体满意度相比期望偏差的作用更重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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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满意度是诱发不良饮食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有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

讨。 

5. 结论 

(1) 高校大学生的实际体像、自我体像和理想体像显著相关，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在性别上差异性显

著，认知偏差在性别上不显著。 
(2) 高校大学生的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在性别上差异性显著。 
(3) 体像认知的期望偏差与饮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与身体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4) 大学生的身体满意度可以在体像认知预测饮食行为时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身体满意度是引起不

良饮食行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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