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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青春期身心的快速发展带来初中生对自己容貌体态的关注，但由于其不成熟的

思维认知水平，多数初中生不能正确认识、对待这一阶段的正常生理变化，产生对

自我身体的排斥与不满感，造成低身体自尊。对身体的不满会升高个体对他人消极

看法和评价的担忧，影响其日常人际交往。以往的相关研究对初中生群体的研究较

少，将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三者一起进行研究的几乎空白。为了丰

富相关研究领域成果，帮助初中生树立良好的身体观，促进初中生身心健康发展，

特开展此次研究。

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山西三所初中学校的 615名学生进行研究，回收有效问卷 532

份，采用 SPSS 22.0和 AMOS 20.0分析数据，结果发现：

1.身体自尊的性别差异显著，男生高于女生；只身体状况分维度的年级差异显著，

初一高于初三；身体自我价值感、身体状况的独生与否差异显著，独生子女高于非

独生子女；运动参与对身体自尊有积极影响。

2.女初中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负面评价恐惧的年级、

独生与否、运动与否差异不显著。

3.在同伴关系方面，只是交往恐惧自卑维度上的性别差异、独生与否差异显著，

女生高于男生，独生子女低于非独生子女；运动参与对同伴关系有积极影响。

师生关系在性别、年级、独生与否上差异显著，女生好于男生，初一、初二好

于初三，独生子女好于非独生子女。

亲子关系中的亲子亲和，其年级、独生与否差异显著，初一、初二之间没有显

著差异，却都好于初三，独生子女的亲子关系则比非独生子女更好；女初中生与母

亲的关系显著好于男生，与父亲的关系没有性别差异。亲子冲突在各变量的差异都

不显著。

4.初中生的身体自尊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负相关，与亲子亲和、同伴接受呈显

著正相关，与亲子冲突、交往恐惧自卑呈显著负相关；负面评价恐惧则刚好相反。

身体自尊可以直接影响亲子冲突、同伴关系，也可以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对其产生影

响，负面评价恐惧在身体自尊与亲子冲突、同伴关系的关系上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初中生；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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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uring
adolescence bring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ention to their appearance
and posture. However, due to their immature cognitive level, mos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annot correctly recognize and treat the normal physiological
changes at this stage, it causes to body dissatisfaction and rejection and low
body self-esteem.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body raises the individual's fears of
negative opinions and evaluations of others and affects their dail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past relevant studies have rarely studie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esearch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esteem,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s also
rare. In order to enrich the results of relevant research fields, encoura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stablishing a good sense of bod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e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In this study, 615 students from three junior high schools in Shanx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s, and 53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Data is processed by SPSS 22.0 and AMOS 20.0, it shows:
1. The levels of body esteem of mal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 students. Grade 1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rade 3 in their physical statu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nly
child or not in physical self-worth and physical condition, the only child
scored higher than the non-only child,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body
self-esteem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and
duration of exercise.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s significant, girls are higher than boys. Except
the gender difference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among grades, only child or no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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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3. In peer relationship,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the only child are

significant in the dimension of interaction and fear inferiority. Girls score are
higher than boys, and one child scores are lower than non-only children. The
frequency and duration of the exercise also affect peer relationship.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grade, and only child. The schoolgirls are better than schoolboys. Junior 1
and Junior 2 students are better than Junior 3. The one child is better than not
the only ch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irls and mother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schoolboys. There are significant parent-child affinity difference in Junior 1
and Junior 2 but not Junior 3. Both of them higher than Junior 3. And the one
child also score higher than not the only child. Well, in parental conflict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4. Adolescents body esteem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e with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The body estee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arental affinity,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eer acceptance,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interaction and fear inferiority. The
correlation among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on father-son affinity,
parent-child conflict, peer relationship is just opposite. Body esteem can
directly affect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peer relationship, it can also affect
that by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self-esteem and parental
conflict and peer relationship.

Key words:Adolescent; Body esteem;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nterpers-

on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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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对美的定义的不断刷新，现在许多人都标榜以“瘦”为美，加之最近

几年网络媒体的影响，还有明星层出不穷的整容事件、踊跃活动的网络红人，纷纷

致使青少年的外貌观发生变化。在青春期，生理上，青少年第二性征开始发育，男

女生生理特征区别更为明显；心理上，青少年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强烈关注自己

的外貌和体征，思维自我中心化——出现“假想观众”现象。这些因素使得初中生

投放了更多的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体特征上，但由于其思维认知还比较片面，多数初

中生不能正确认识、对待这一阶段的正常生理变化，产生对自我身体的排斥，造成

低身体自尊。低身体自尊即个体对自己身体产生的不满意感、低评价，会对其人格

特征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日常交往。

初中生“假想观众”的出现使个体认为别人也在时刻注意、观察着自己，低身

体自尊的初中生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身体存在很多缺点，而他人也会注意到这些缺点，

导致了其对来自他人的否定的、不好的评价的担心和害怕，使个体在行为上表现出

一种回避、退缩的特点，导致了其不良人际关系的产生，而不良的人际关系可能会

使初中生产生心理障碍、出现不良行为。

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不论是身体自尊与人际关系还是负面评价恐惧

与人际关系抑或是身体自尊与负面评价恐惧，在当前各自的研究领域都还很稀缺，

而这三者，任一个都对青少年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基于社会热点问题与青少年年

龄发展阶段特征，本文将探讨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的关系，望为相

关领域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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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人际关系的概述

1.1.1人际关系的内涵

人际关系，指通过交往与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建立的一种直接的心理关系[1]。

良好的人际关系利于促进初中生的学业成就、同一性发展和人格完善。本文从初中

生日常主要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着手，探究身体自尊、负

面评价恐惧与其三者之间的联系。

师生关系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彼此相互作用而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

它既强调师、生的双主体作用，又强调师、生在认知、情感、行为上的相互影响[2]。

亲子关系是基于血缘和共同的生活基础，由父母和子女的互动所构成的人际关系[3]。

原生家庭对青少年的行为模式、人格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伴关系是指同龄

人或者心理发展水平相近的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4]。

在青春期，青少年会建立更积极、亲密、互惠的朋友关系，青少年既能从同伴关系

中获得归属和需要的满足，还能将在友谊中学到的优良特质运用到其他关系中[5]，在

这一时期，同伴关系逐渐占据青少年生活的重心。

1.1.2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针对人际关系进行的研究已十分丰富，近年来更是融入了手机依赖、

微信社交等新元素，研究紧同时代发展接轨。在特点研究方面，整体上，人际关系

随年级升高而降低，且出现阶段分层，女生的人际关系普遍好于男生[6]。具体言之，

师生关系的性别、年级差异显著，女生好于男生，随年级升高师生的亲密性降低[6][7]。

在性别、年级、独生与否上亲子亲和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8]，亲子冲突存在显著性

别差异，但只有母子冲突存在年级差异[9]。同伴关系的性别差异存在不一致的结论，

而年级、独生与否上没有显著差异[10][11]，此外，锻炼频率对初中生的同伴关系也有

显著影响[12]。

研究证实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有许多，个体因素包含人格、自尊、自我评价、

自我接纳、自我价值感、情绪调节能力等，外部因素有父母教养方式、社会支持等。

其中，自尊与人际关系的研究显示，自尊水平高的个体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而低

自尊个体则表现出更多的人际孤立和人际不满，这一点在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中

也得到了很好的解释[13]。自尊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包含学业自尊、身体自尊等，初

中生自我意识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对自我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对个体身体的关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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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初中生对其身体产生的低评价易诱发中学生心理障碍，而目前身体自尊对人

际关系影响的研究几乎空白，基于当前对“美”的狂热追求的社会背景及初中生的

年龄阶段特征，对其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1.2身体自尊的概述

1.2.1身体自尊的内涵

身体自尊（body esteem or physical self-esteem）指个体对自我身体不同方面的满

意或不满意感，包括一般的身体自我价值感（主领域）、具体的有关身体各方面的

满意感（次领域）两个等级，不论是对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身体自尊与整体自

尊密切相关[14]。Mendelson和White指出，身体自尊的结构是多维的，包括体重自评、

一般外貌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人身体或外貌评价的归因[15]。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身体

自尊与个人身体外表的客观情况有关，但不存在必然关系，个体对其身体的认识和

接纳水平对身体自尊有重要影响。Blokstra，Burns和 Seidell在其研究中发现，尽管

体重正常，但仍有 23%的女性认为自己很胖[16]。

Ricciardelli等，Wardle等曾指出对于女孩来说，拥有健康的身体自尊会比较困

难，因为她们经常将自己与美国媒体所描绘的不现实的美丽标准进行比较（如“芭

比娃娃”的极端身材），女孩们面临普遍的社会压力去变得更瘦[17][18]。对国内的女

性来说也是如此，广告媒体、明星模特，都在宣传着“瘦即是美”的理念，更是加

剧了肥胖刻板印象的影响，女性陷入了群体性身体焦虑当中。中学生处于身心快速

发展的关键期和敏感期，身体自尊低的初中生个体对其身体外表的接纳水平偏低，

容易产生不满意感，引发体象或心理障碍，对其心理发展与人格完善有重要影响[19]。

在这种情况下，对初中生身体自尊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

1.2.2身体自尊的相关研究

当前，对身体自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体自尊与体育锻炼的关系上，研究主题

包括不同类别的体育项目、运动参与情况（时长、频率）等，研究对象集中在大学

生群体，近几年增加了对老年人和青少年儿童的关注，但比例不大。多数研究结果

报告了身体活动对身体自尊的积极影响[20][21][22]。

在个体因素方面，身体质量指数（BMI）、年龄、性别对身体自尊也有影响。

部分学者报告了身体自尊与 BMI之间的联系：BMI越高意味着越消极的身体形象

[18][24][25]。身体自尊随年龄的发展一直在变化，5岁的儿童已经发展出体重关心并可

能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了[26][27]，到了青春期，随着身体脂肪的增加，女孩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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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尊呈下降趋势，表现出比男性更低的身体满意感[28][29][30]，直到成年后也是如此

[31][32]。关于出现身体满意度性别差异的年龄，Ricciardelli等认为是在 8-9岁出现的

这种性别差异[17]，但 Hill等人在 7-12岁儿童群体没有发现男女孩身体满意度的显著

差异[23]。目前结论尚不统一。外在环境如大众传媒、父母亲友对身体自尊也有影响，

父母对孩子外貌、体重的担心和指责，同伴对外貌的嘲笑都会增加青少年的身体不

满感，降低其身体自尊。在身体自尊对社会交往的以往研究中，证实了身体自尊对

人际关系的显著预测作用[34][35]，低身体自尊水平的个体存在更多的认知歪曲和社交

回避行为[32]，导致其不理想的人际关系状况。

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体的自我评价受制于他人的看法和态度，初中生“假想观众”

的出现使得个体对他人的眼光看法投放了更多的注意力，低身体自尊水平的个体对

其身体产生了更多的不满感和低评价，会显著提高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从而

对其人际关系产生影响。

1.3负面评价恐惧的概述

1.3.1负面评价恐惧的内涵

Waston和 Friend将负面评价恐惧定义为，对他人评价的忧惧，为负面评价而苦

恼，以及对他人可能给自己负面评价的预期[36]，其本质是指个体因他人真实或想象

的否定、消极评价而产生的忧虑和恐惧。

青春期青少年自我意识、观点采择能力的快速发展使其更加重视同伴、亲友等

周围人的看法，他人的评价看法对青少年发展有重要影响[37]。当前，国内对负面评

价恐惧的研究还很少，负面评价恐惧的相关研究亟待发展，而且相较于西方追求个

体主义的精神，结合我国集体主义的传统文化背景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

义。

1.3.2负面评价恐惧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量少且各成一家、不成体系，以往的研究对象

包含了小学生到大学生群体，研究主题涵盖了社交焦虑、考试焦虑、自我效能感、

外表完美主义等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总的来说，青少年的负面评

价恐惧水平整体上呈递增趋势[38]，女孩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高于男孩[39][41][42]，负面

评价恐惧在生源地、专业、年级和独生与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33][41][43]。

有学者针对负面评价恐惧与身体外貌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了外表完美

主义与社交外表焦虑、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正相关[44][45]，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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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呈显著正相关[44]。个体对于身体的不满意与低评价、对身体自我的过分关注、

求瘦心理都会引起负面评价恐惧水平的增高[46]。

评价恐惧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个体负面评价恐惧的升高会

对某些人格特质产生影响，如羞怯[47]，进而影响人际关系。也有学者对负面评价恐

惧与人际关系进行直接研究的，发现，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存在显著相关[48]。

对整形者的研究也发现，选择整形的人通常感受到了更多的关于外貌的人际压力、

媒体压力和社会比较压力，她们拥有更高水平的外貌关注和外貌负面评价恐惧，对

自己的相貌更不满意[49]。

1.4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的关系

纵观国内外近十年研究，许多学者探讨了外部因素诸如父母教养、同伴交往对

青少年身体自尊与负面评价恐惧水平的影响，但近些年，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身体自

尊、负面评价恐惧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它们之间，究竟谁影响谁，如何作用？目前

结论尚不明晰，还待进一步研究考证。本文侧重于考察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对

人际关系存在的某种影响。

初中生正值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对生理变化的不接纳、对自我身体的不满意会

影响个体的健康发展，实证研究表明，身体自尊和人际关系存在显著相关关系[34]，

对身体的不满会导致个体更高的社交回避行为[32][50]，基于此，研究假设身体自尊会

对个体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个体对于身体的过分关注、不满意与低评价会引起负

面评价恐惧水平的增高[46]，而叶艳晖等证实了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困扰存在显

著正相关[48]。所以本次研究提出负面评价恐惧可能在身体自尊与人际关系之间起到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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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已有研究的不足

总结近十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如下发现：

（1）身体自尊与个体的自我价值、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但目前国

内针对其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根据在知网检索到的文献，现有的研究大多以运动

员或体育、舞蹈专业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且年龄多集中在大学生群体，对中小学生

或者老年人进行研究的很少，而已有研究课题也大多围绕体育锻炼情况等展开，对

身体自尊和人际关系进行的研究极少。

（2）关于负面评价恐惧，其概念在我国虽已提出 40多年，但针对其的研究较

少，过半的研究是围绕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展开的，直接对负面评价恐惧与人

际交往进行的研究仍是少数。

（3）与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有关的问题都极易在青春期这个特殊时期出现，

无论是低身体自尊还是高负面评价恐惧，都会对青少年产生特殊不可磨灭的影响。

但两者之间却没有学者进行直接研究，有的只是一些与身体自尊相关概念的研究，

如负面评价恐惧与外表完美主义、身体不满等的关系。

2.2研究意义

2.2.1理论意义

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这三者，任一个对青少年发展都至关重

要。但纵观前人研究成果，不论是身体自尊与人际关系还是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

系抑或是身体自尊与负面评价恐惧，在当前各自的研究领域都还很稀缺，而本研究

同时纳入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具体人际关系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希望可

以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成熟贡献一份力量。

2.2.2实践意义

初中生正值生理心理变化发展的关键期和敏感期，他们对自身的生理变化十分

敏感，但囿于认知水平发展的不成熟，有时不能对自己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和认

识，他们对自我身体的不接纳、不满意会导致其对自我的不接纳，会深刻影响其人

格特征及日常交往。此次对于三者关系的明确研究，望能引起教师、家长们的思考

和重视，在日常生活中适时、适当对青少年予以正确引导；同时也盼给予青少年个

体一些启示，能端正自我认识、辩证看待自身变化发展，积极阳光快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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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研究假设

假设 1：初中生的身体自尊与负面评价恐惧存在显著负相关，即高身体自尊的个

体拥有较低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

假设 2：初中生的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低负面评价恐惧

的个体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假设 3：初中生的身体自尊与人际关系存在显著正相关，即身体自尊水平高的个

体，其人际关系状况较好。

假设 4：负面评价恐惧在身体自尊与人际关系的关系上起部分中介作用。

2.4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山西省某三所初中初一到初三学生共 615名，年龄范围为 12-14岁，最

终回收有效问卷 532份，其中男生 259人，女生 273人。被试均身体健康，无明显

躯体异常现象，被试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59 48.7

女 273 51.3

年级
初一 149 28.0

初二 215 40.4

初三 168 31.6

是否独生子女
是 299 56.2

否 233 43.8

体育运动参与情况
是 455 85.5

否 77 14.5

一周运动次数

1~3次 258 48.5

3~5次 100 18.8

5次以上 97 18.2

每次运动时间

30分钟以内 228 42.9

30~60分钟 147 27.6

1小时以上 8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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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研究工具

2.5.1身体自尊量表

本研究选用徐霞、姚家新修订的身体自尊量表（PSPP，Physical Self-Perception

Profile），PSPP包括 1个主量表——身体自我价值感，4个分量表——运动技能、

身体状况、身体吸引力、身体素质。量表采用 4点计分，共 30道题，其中 3、4、5、

6、7、9、14、16、18、20、22、24、26、27、28、30为反向计分题，总分越高，身

体自尊越高。本研究中，身体自尊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克隆巴赫α系数依次为 0.925

（总）、0.658（身体自我价值感）、0.809（运动技能）、0.797（身体状况）、0.656

（身体吸引力）、0.745（身体素质），具有较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χ2/df=2.30，NFI=0.90，CFI=0.94，RMSEA=0.05）。

2.5.2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Waston和 Friend编制，陈祉妍修订的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采

用 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极其符合”），共 12道题，含 4道反向计分

题（2、4、7、10题），得分越高则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其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19，量表信度较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χ2/df=3.22，NFI=0.91，CFI=0.93，RMSEA=0.06）。

2.5.3亲子亲合问卷、亲子冲突问卷

本研究采用由 Olson等人编制的家庭适应与亲合评价量表，以相同内容测查了

父、母亲两个维度，采用 5点记分（1-“几乎从不”；5-“几乎总是”），共 10道

题，含 4道反向计分题（3、4、8、9题），总分越高表示亲子关系越好，本研究中，

其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803（父）、0.789（母），具有较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父：χ2/df=3.45，NFI=0.94，CFI=0.96，RMSEA=0.07；

母：χ2/df=3.40，NFI=0.94，CFI=0.96，RMSEA=0.07）。

选用方晓义等修订的亲子冲突问卷，以相同内容测查了父、母亲两个维度，涉

及到日常生活常见的 8种亲子冲突，采用 5点计分（1-“从未发生”；5-“每天几次”），

得分越高则亲子冲突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其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744（父）、0.757

（母），具有较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父：

χ2/df=3.56，NFI=0.90，CFI=0.92，RMSEA=0.07；母：χ2/df=2.56，NFI=0.94，CFI=0.96，

RMSEA=0.05）。



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9

2.5.4师生关系问卷

本研究采用由北京师范大学张磊基于 Pianta编制的师生关系量表（STRS）的基

础上参照我国的教育现状并进行师生深度访谈后研究编制的师生关系问卷，共 22个

题目，包括回避性、冲突性、亲密性和依恋性四个维度，采用从“完全符合”到“完

全不符合”5点计分，将 4~8、14~18、20、22题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师生间

的冲突和回避行为更多，师生关系更不好。本研究中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

0.900（总）、0.861（冲突性）、0.660（依恋性）、0.729（亲密性）、0.698（回避

性），信度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χ2/df=2.61，NFI=0.90，

CFI=0.93，RMSEA=0.06）。

2.5.5同伴关系量表

本研究选用邹泓的同伴关系量表，共有 30道题目，采用“完全不符合”、“不

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4点计分，有同伴接受、交往恐惧自卑两个

维度。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 0.929（同伴接受）、0.856（交往恐惧自卑），

信度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χ2/df=2.35，NFI=0.90，

CFI=0.94，RMSEA=0.05）。

2.6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22.0和 AMOS 20.0对数据结果进行处理。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的

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确认：析出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 32个，第一个因子变

异量的解释率为 13.61%（小于 40%的判断标准[51]），表明本研究较少受到共同方法

偏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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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初中生身体自尊的特点

3.1.1初中生身体自尊的性别差异

为了了解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其身体自尊的差异，对其量表分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后发现：男女初中生的身体自尊差异在其总分(t=3.17，p<0.05)及身体自我价值

感（t=2.71，p<0.05）、运动能力（t=2.27，p<0.05）、身体状况（t=2.59，p<0.05）、

身体吸引力（t=2.07，p<0.05）、身体素质（t=3.83，p<0.001）维度上均显著，男生

各项分值都比女生高，详见表 2。

表 2 初中生身体自尊的性别差异（M±SD）

男生（N=259） 女生（N=273） t

身体自我价值感 14.72±3.51 13.96±2.92 2.71*

运动能力 14.22±4.16 13.45±3.67 2.27*

身体状况 16.00±4.14 15.13±3.53 2.59*

身体吸引力 13.83±3.25 13.27±3.06 2.07*

身体素质 15.52±3.65 14.36±3.31 3.83***

身体自尊总分 74.29±16.18 70.17±13.65 3.17*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下同。

3.1.2初中生身体自尊的年级差异

为了了解不同年级的初中生其身体自尊的差异，采用 ANOVA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只有身体状况分维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F=3.26，p<0.05），其它均无

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初一的身体状况分值高于初三，详见表 3。

表 3 初中生身体自尊的年级差异（M±SD）

初一（N=149） 初二（N=215） 初三（N=168） F 事后检验

身体自我价值感 14.86±3.54 14.05±3.06 14.22±3.16 2.94

运动能力 14.42±4.19 13.65±3.85 13.52±3.76 2.43

身体状况 16.19±4.24 15.47±3.59 15.10±3.78 3.26* 初一>初三

身体吸引力 13.59±3.30 13.39±2.97 13.69±3.26 0.46

身体素质 15.37±3.65 14.77±3.46 14.75±3.48 1.60

身体自尊总分 74.4±16.27 71.31±14.31 71.2±14.77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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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初中生的身体自尊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

为了解独生与否初中生身体自尊的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发

现：身体自尊总分的独生与否差异不显著，但身体自我价值感(t=2.07，p<0.05)和身

体状况(t=2.43，p<0.05)的差异显著，独生子女在二者上的分值均高于非独生子女，

详见表 4。

表 4 初中生身体自尊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M±SD）

独生（N=299） 非独生（N=233） t

身体自我价值感 14.61±3.33 14.02±3.06 2.07*

运动能力 14.12±4.09 13.46±3.70 1.94

身体状况 15.92±3.87 15.11±3.80 2.43*

身体吸引力 13.65±3.15 13.45±3.14 0.74

身体素质 15.02±3.60 14.80±3.43 0.71

身体自尊总分 73.33±15.33 70.84±14.60 1.89

3.1.4初中生的身体自尊在是否参加体育运动上的差异

为了解体育运动参与情况对初中生身体自尊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运动与否在身体自尊总分（t=6.24，p<0.001）及身体自我价值感（t=3.81，

p<0.001）、运动能力（t=8.63，p<0.001）、身体状况（t=7.12，p<0.001）、身体吸

引力（t=4.12，p<0.001）、身体素质（t=4.27，p<0.001）维度上的差异都极其显著，

参加体育运动的初中生得分更高，详见表 5。

表 5 初中生身体自尊在是否参加体育运动上的差异（M±SD）

是（N=455） 否（N=77） t

身体自我价值感 14.55±3.23 13.04±3.02 3.81***

运动能力 14.27±3.94 11.22±2.64 8.63***

身体状况 16.02±3.76 12.79±3.24 7.12***

身体吸引力 13.77±3.16 12.19±2.81 4.12***

身体素质 15.19±3.50 13.37±3.24 4.27***

身体自尊总分 73.80±14.91 62.61±12.18 6.24***

3.1.5初中生的身体自尊在运动频率上的差异

为进一步了解体育运动参与频率对初中生身体自尊的影响，采用 ANOVA检验

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运动频率在身体自尊总分(F=13.42，p<0.001)及身体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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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F=28.21，p<0.001）、运动能力（F=13.34，p<0.001）、身体状况（F=22.11，p<0.001）、

身体吸引力（F=33.60，p<0.001）、身体素质（F=18.43，p<0.001）维度上的差异均

显著，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身体自尊总分及其各维度的差异都出现在一周运动 1~3

次与 3~5 次、5 次以上之间，每周运动 1~3 次的学生的身体自尊水平低于运动 3~5

次、5次以上的学生。详见表 6。

表 6 初中生身体自尊在运动频率上的差异（M±SD）

1~3次

（N=258）

3~5次

（N=100）

5次以上

（N=97）
F 事后检验

身体自我

价值感
13.88±2.72 15.3±3.43 15.47±3.84 28.21***

①<②；

①<③

运动能力 13.26±3.41 15.21±3.97 15.96±4.43 13.34***
①<②；

①<③

身体状况 14.85±3.39 17.28±3.39 17.83±3.96 22.11***
①<②；

①<③

身体

吸引力
13.01±2.80 14.73±3.10 14.79±3.56 33.60***

①<②；

①<③

身体素质 14.50±3.09 15.76±3.40 16.46±4.16 18.43***
①<②；

①<③

身体自尊

总分
69.50±12.42 78.3±14.70 80.5±17.30 13.42***

①<②；

①<③

注：①代表运动 1~3次；②代表运动 3~5次；③代表运动 5次以上。

3.1.6初中生的身体自尊在运动时长上的差异

为进一步了解体育运动参与时长对初中生身体自尊的影响，采用 ANOVA检验

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运动时长在身体自尊总分(F=32.56，p<0.001)及身体自我价值

感（F=19.93，p<0.001）、运动能力（F=27.46，p<0.001）、身体状况（F=36.04，

p<0.001）、身体吸引力（F=12.95，p<0.001）、身体素质（F=18.01，p<0.001）维度

上的差异均显著，经事后检验发现：身体自尊总分、运动能力、身体状况的得分随

运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在其余三个维度上，运动 30分钟以上的学生的身体自尊要

显著高于运动时间不超过 30分钟的初中生，详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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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初中生身体自尊在运动时长上的差异（M±SD）

30分钟以内

（N=228）

30~60分钟

（N=147）

60分钟以上

（N=80）
F 事后检验

身体自我价值感 13.67±2.82 15.15±3.19 15.94±3.67 19.93*** ④<⑤；④<⑥

运动能力 13.09±3.24 14.89±4.01 16.47±4.46 27.46*** ④<⑤<⑥

身体状况 14.71±3.23 16.86±3.67 18.22±3.91 36.04*** ④<⑤<⑥

身体吸引力 13.09±2.81 14.18±3.12 14.96±3.67 12.95*** ④<⑤；④<⑥

身体素质 14.29±3.10 15.80±3.39 16.65±4.06 18.01*** ④<⑤；④<⑥

身体自尊总分 68.84±11.96 76.88±14.85 82.2±17.28 32.56*** ④<⑤<⑥

注：④代表运动 30分钟以内；⑤代表运动 30~60分钟；⑥代表运动 60分钟以上。

3.2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特点

3.2.1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性别差异

为了了解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其负面评价恐惧水平的差异，对其量表分数进行独

立样本 t检验后发现：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性别差异显著(t=-2.35，p<0.05)，男生

低于女生，详见表 8。

表 8 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性别差异（M±SD）

男生（N=259） 女生（N=273） t

负面评价恐惧 37.10±9.06 38.88±8.36 -2.35*

3.2.2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在其它变量上的差异

除性别差异外，初中生的负面评价恐惧在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参与体育

运动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3.3初中生人际关系的特点

3.3.1初中生人际关系的性别差异

为了解不同性别的初中生的人际关系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男女生在母子亲和(t=-4.05，p<0.001)、交往恐惧自卑(t=-2.12，p<0.05)、师生

关系(t=2.16，p<0.05)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女生在母子亲和、交往恐惧自卑上的得

分高于男生，男生则在师生关系上得分高于女生，详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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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初中生人际关系的性别差异（M±SD）

男生（N=259） 女生（N=273） t

父子亲和 33.91±7.71 34.27±7.93 -0.53

母子亲和 35.25±7.39 37.80±7.11 -4.05***

父子冲突 12.87±4.26 12.98±4.17 -2.91

母子冲突 14.36±4.96 14.37±4.64 -0.37

同伴接受 64.81±10.91 64.81±11.48 -0.05

交往恐惧自卑 20.07±6.38 21.26±6.58 -2.12*

师生关系 51.84±16.11 48.99±14.13 2.16*

3.3.2初中生人际关系的年级差异

为了解不同年级的初中生的人际关系差异，采用 ANOVA检验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父子亲和（F=8.17，p<0.001）、母子亲和(F=7.67，p<0.001)、师生关系(F=37.44，

p<0.001)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亲子亲和、师生关系都表现为初一、

初二好于初三（师生关系得分越高表示师生间的冲突和回避行为越多，师生关系越

不好），详见表 10。

表 10 初中生人际关系的年级差异（M±SD）

初一（N=145） 初二（N=160） 初三（N=227） F 事后检验

父子亲和 35.20±8.50 34.87±7.45 32.11±7.31 8.17***
初一>初三

初二>初三

母子亲和 37.38±7.61 37.41±7.36 34.74±6.81 7.67***
初一>初三

初二>初三

父子冲突 12.93±4.47 12.82±3.68 13.06±4.61 0.16

母子冲突 14.18±5.03 14.43±4.44 14.45±5.05 0.16

同伴接受 64.74±12.16 65.65±10.96 63.80±10.56 1.28

交往恐惧自卑 19.80±7.08 21.01±6.17 21.04±6.35 1.90

师生关系 45.60±13.28 47.62±14.71 58.1±14.41 37.44***
初一<初三

初二<初三

3.3.3初中生人际关系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

为了解独生与否的初中生的人际关系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是否独生在父子亲和（t=4.28，p<0.001）、母子亲和(t=3.52，p<0.001)、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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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自卑(t=-2.45，p<0.05)、师生关系(t=-2.61，p<0.01)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独生子

女在亲子亲和上的分值高于非独生；在师生关系、交往恐惧自卑上则低于非独生，

详见表 11。

表 11 初中生人际关系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M±SD）

独生（N=299） 非独生（N=233） t

父子亲和 35.38±7.84 32.50±7.49 4.28***

母子亲和 37.56±7.30 35.32±7.24 3.52***

父子冲突 12.88±4.27 12.93±4.04 -0.15

母子冲突 14.25±4.64 14.49±5.00 -0.56

同伴接受 65.59±11.30 63.86±10.88 1.78

交往恐惧自卑 20.07±6.70 21.45±6.12 -2.45*

师生关系 48.87±14.99 52.31±15.23 -2.61**

3.3.4初中生的人际关系在是否参加体育运动上的差异

为了解运动与否对初中生人际关系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运动与否对初中生的同伴接受(F=2.49，p<0.05)、交往恐惧自卑(F=-2.68，p<0.01)

有显著影响，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感知到更多的同伴接受，更少的交往恐惧自卑，

详见表 12。

表 12 初中生人际关系在是否参加体育运动上的差异（M±SD）

是（N=455） 否（N=77） t

父子亲和 34.36±8.03 32.49±6.22 1.95

母子亲和 36.75±7.47 35.41±6.53 1.49

父子冲突 12.98±4.21 12.58±4.21 0.77

母子冲突 14.32±4.64 14.64±5.65 -0.47

同伴接受 65.38±10.71 61.42±13.30 2.49*

交往恐惧自卑 20.37±6.44 22.51±6.60 -2.68**

师生关系 50.02±15.11 52.48±15.51 -1.31

3.3.5初中生的人际关系在运动频率上的差异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频率对初中生同伴关系的影响，采用 ANOVA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运动频率在同伴关系的同伴接受（F=11.21，p<0.001）、交往恐惧自卑

（F=13.96，p<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运动频率每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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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学生的同伴接纳水平更低，交往恐惧自卑水平更高，详见表 13。

表 13 初中生人际关系在运动频率上的差异（M±SD）

1~3 次

（N=258）

3~5次

（N=100）

5次以上

（N=97）
F 事后检验

同伴接受 63.42±10.37 68.86±10.03 67.02±11.20 11.21***
①<② ；

①<③

交往恐惧自卑 21.71±6.41 18.25±5.65 19.00±6.50 13.96***
①>② ；

①>③

注：①代表运动 1~3次；②代表运动 3~5次；③代表运动 5次以上。

3.3.6初中生的人际关系在运动时长上的差异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时长对初中生同伴关系的影响，采用 ANOVA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运动时长只在交往恐惧自卑上存在显著差异(F=3.16，p<0.005)，主要表

现在运动 30分钟以内的学生的身体自尊水平高于 60分钟以上的，详见表 14。

表 14 初中生人际关系在运动时长上的差异（M±SD）

30分钟以内

（N=228）

30~60分钟

（N=147）

60分钟以上

（N=80）
F 事后检验

同伴接受 64.69±9.95 65.86±11.68 66.49±10.93 1.05

交往恐惧自卑 21.10±6.62 19.83±6.34 19.29±5.93 3.16* ④>⑥

注：④代表运动 30分钟以内；⑥代表运动 60分钟以上。

3.4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的关系

3.4.1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的相关分析

为考察初中生的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三者间的关系状况，进行

相关分析后发现：身体自尊与负面评价恐惧(r=-.131，p<0.01)、父子冲突（r=-.204，

p<0.01）、母子冲突（r=-.147，p<0.01）、交往恐惧自卑(r=-.272，p<0.01)呈显著负

相关，与父子亲和（r=.224，p<0.01）、母子亲和（r=.182，p<0.01）、同伴接受(r=.331，

p<0.01)呈显著正相关。负面评价恐惧与父子亲和(r=-.111，p<0.05)、同伴接受(r=-.169，

p<0.01)呈显著负相关，与父子冲突(r=.173，p<0.01)、母子冲突(r=.207，p<0.01)、交

往恐惧自卑(r=.575，p<0.01)呈显著正相关，身体自尊与师生关系、负面评价恐惧与

师生关系的相关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详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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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的相关关系

身体

自尊

负面

评价

恐惧

父子

亲和

母子

亲和

父子

冲突

母子

冲突

同伴

接受

交往

恐惧

自卑

师生

关系

身体自尊 1

负面评价恐惧 -.131** 1

父子亲和 .224** -.111* 1

母子亲和 .182** -.058 .720** 1

父子冲突 -.204** .173** -.253** -.204** 1

母子冲突 -.147** .207** -.280** -.258** .616** 1

同伴接受 .331** -.169** .379** .305** -.267** -.173** 1

交往恐惧自卑 -.272** .575** -.266** -.244** .262** .254** -.500** 1

师生关系 -.052 .016 -.284** -.284** .114* .149** -.213** .190** 1

3.4.2身体自尊对人际关系的预测作用

在相关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分层回归分析以检验身体自尊对人际关系的预测力，

发现：身体自尊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父子亲和（β＝0.209，p＜0.001）、母子亲和（β

＝0.182，p＜0.001）、同伴接受（β＝0.321，p＜0.001）；负向预测父子冲突（β＝

﹣0.166，p＜0.001）、母子冲突（β＝﹣0.112，p＜0.05）、交往恐惧自卑（β＝-0.255，

p＜0.001）。身体自尊可以有效地解释同伴接受 10%的变异量。见表 16。

3.4.3负面评价恐惧对人际关系的预测作用

在相关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分层回归分析以检验负面评价恐惧对人际关系的预测

力，结果显示：负面评价恐惧能显著正向预测父子冲突（β＝0.141，p＜0.001）、母

子冲突（β＝0.149，p＜0.001）和交往恐惧自卑（β＝0.553，p＜0.001）；负向预测

父子亲和（β＝﹣0.094，p＜0.05）、同伴接受（β＝﹣0.131，p＜0.01）。负面评价

恐惧对交往恐惧自卑有 30.2%的解释率。见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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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身体自尊对人际关系的预测

步

骤

预测变量
父子亲和 母子亲和 父子冲突 母子冲突 同伴接受 交往恐惧自卑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1 性别 0.023 0.526 0.174 4.110*** 0.014 0.325 0.002 0.044 0.003 0.076 -0.099 -2.236*

年级 -0.133 -3.097** -0.106 -2.487** 0.015 0.336 0.019 0.440 -0.025 -0.579 -0.069 -1.553

是否独生 -0.166 -3.864*** -0.150 -3.524*** -0.002 -0.039 0.020 0.463 -0.072 -1.647 -0.094 -2.133*

△R2 0.051 0.068 0 0.001 0.006 0.023

2 身体自尊 0.209 4.960*** 0.182 4.331*** -0.166 -3.797*** -0.112 -2.552* 0.321 7.684*** -0.255 -6.040***

△R2 0.042 0.032 0.027 0.012 0.100 0.063

表 17 负面评价恐惧对人际关系的预测

步

骤

预测变量
父子亲和 父子冲突 母子冲突 同伴接受 交往恐惧自卑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1 性别 .023 0.526 .014 .325 .002 .044 .003 .076 -.099 -2.236*

年级 -.133 -3.097** .015 .336 .019 .440 -.025 -.579 -.069 -1.553

是否独生 -.166 -3.864*** -.002 -.039 .020 .463 -.072 -1.647 -.094 -2.133**

△R2 0.051 0 0.001 0.006 0.023

2 负面评价恐惧 -.094 -2.205* .141 3.248*** .149 3.429*** -.131 -3.018** 0.553 15.361***

△R2 0.009 0.020 0.022 0.017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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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负面评价恐惧在身体自尊与人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三者间的关系，以身体自尊为自变量、负面评价恐惧为中介

变量、人际关系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模型，发现存在 4个中介模型：模型 1：身体自尊

→负面评价恐惧→父子冲突（见图 1）；模型 2：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母子冲

突；模型 3：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同伴接受；模型 4：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

惧→交往恐惧自卑。模型的各项指标均符合测量学的要求（NFI、IFI、TLI、CFI均

大于 0.9，RMSEA小于 0.08），拟合度较好，详见表 18。

表 18 负面评价恐惧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拟合指标

模型 χ2/df N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 4.227 0.968 0.976 0.960 0.975 0.078

模型 2 4.261 0.968 0.975 0.960 0.975 0.078

模型 3 3.253 0.978 0.985 0.973 0.985 0.065

模型 4 4.263 0.971 0.978 0.964 0.978 0.078

图 1 负面评价恐惧在身体自尊与父子冲突之间的中介模型图

由图 1 可知，以身体自尊为自变量，负面评价恐惧为中介变量，父子冲突为因

变量建立模型，发现：身体自尊对负面评价恐惧起负向预测作用（β＝-0.13，t=-2.981，

p＜0.01），负面评价恐惧对父子冲突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0.12，t=2.784，p＜0.01），

身体自尊对父子冲突存在负向预测作用（β＝-0.16，t=-3.550，p＜0.001）。而后，自

变量、中介变量不变，分别以母子冲突、同伴接受、交往恐惧自卑为因变量建立模

型 2、模型 3、模型 4，发现：在模型 2中，身体自尊对负面评价恐惧起负向预测作

用（β＝-0.13，t=-2.982，p＜0.01），负面评价恐惧对母子冲突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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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t=3.101，p＜0.01），身体自尊对母子冲突存在负向预测作用（β＝-0.11，

t=-2.385，p＜0.05）。在模型 3中，身体自尊对负面评价恐惧起负向预测作用（β＝

-0.13，t=-2.988，p＜0.01），负面评价恐惧对同伴接受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0.09，

t=-2.176，p＜0.05），身体自尊对同伴接受存在负向预测作用（β＝0.31，t=6.973，p

＜0.001）。在模型 4中，身体自尊对负面评价恐惧起负向预测作用（β＝-0.13，t=-2.984，

p＜0.01），负面评价恐惧对交往恐惧自卑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0.53，t=15.119，p

＜0.001），身体自尊对交往恐惧自卑存在负向预测作用（β＝-0.22，t=-5.836，p＜

0.001）。

使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法对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模型 1的 95%的

置信区间为[-0.267，-0.077]，模型 2的 95%的置信区间为[-0.219，-0.035]，模型 3的

95%的置信区间为[0.232，0.409]，模型 4的 95%的置信区间为[-0.376，-0.197]，均

不包含 0，说明四个中介模型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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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初中生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的特征

4.1.1初中生身体自尊的特征

性别上，男生的身体自尊在总分及各维度上均高于女生，且差异显著，这与陆

遵义等[2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从生理发展角度看，进入青春期后，男孩肌肉比率逐

渐增加，而女孩身体的脂肪含量不断增长，这就会造成身体外形的视觉差异——男

孩“精瘦”，女孩稍显丰腴，从而导致男女生对各自身体的满意度不同；从社会角

色定位的角度出发，女孩与温柔、安静特质相联系，男孩则常与顽皮、好动特质联

系在一起，女生在某种程度上会潜移默化这种定位，体育运动参与率低，从而导致

低水平的身体自尊，而男孩则刚好相反；从社会媒体的角度出发，大众传媒、明星

模特等都在传达相似的对理想身材的定义，无处不在的对美的统一标准增大了女性

对于身材的压力，使之对自己的身材要求更为苛刻挑剔，容易产生身体不满。

年级上，只在身体状况上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初一显著高于初三。其它

均无显著差异。这一点比较好理解，相比于初一，初三学生课业繁重，每天投入大

量的时间在学习上，进行户外或其它运动的时间就自然减少，造成比较低的身体状

况。

身体自尊总分在是否独生上差异不显著，但身体自我价值感、身体状况分维度

上的差异显著，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这是因为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拥有更

多的关爱和资源，他们常感到自己是被重视的，被喜爱的，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导致独生子女的身体自尊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但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更为进步

的思想观念，如今许多独生子女家长开始关注独生子女的全方面发展，不再一味的

娇纵溺爱，注重培养独生子女的独立性、日常生活能力等，导致独生与非独生子女

间的差异越来越小。

体育运动对身体自尊有积极影响，是否参加体育运动、运动的不同频率和时长

均对身体自尊有影响，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初中生其身体自

尊得分高于未参加运动的学生。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人一方面身体素质能得到提高，

一方面通过运动可以得到较好的身材和体型，能大大提高身体自尊。

4.1.2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特征

女初中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高于男生，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与邹维兴[39]、

李慧[41]等的研究结果一致。从童年到青春期伴随着更多的基于外表体型的判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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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一判断过程采用内隐加工的方式，而体重更多的被作为评判女生的一个标准。

进入青春期后，男孩更关注的是强壮的体格，发展出“肌肉关心”，与此相反的是，

女孩发展出“体重关心”[55]，“体重关心”与胖瘦概念相关，一旦体重增加，随年

龄增长不断强化的肥胖偏见就启动“报警”，导致女孩陷入对身体的焦虑中。而青

春期自我意识、性心理的发展导致了更多的对自己对他人的关注，相较于男孩，女

孩在生理上发生了更为外显的变化，更容易被评价，导致女孩受到了更多的来自身

体外貌方面的不好的评价，引起其负面评价恐惧水平的增高。

4.1.3初中生人际关系的特征

母子亲和的性别差异显著，父子亲和差异不显著，与刘小先的研究结果一致[8]，

这可能与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有很大关系，在传统家庭分工中，“男主外女

主内”，母亲为家庭操劳付出，陪伴、照顾孩子的时间更多，与孩子的关系就会更

好。女生比男生得分高，则与女生更细腻体贴的性格、更强的换位思考能力有关，

它使女孩更能体会母亲的不易，从而产生比男生更强烈的感情。

体育运动对初中生的同伴关系有显著影响，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的同伴接受水

平更高，交往恐惧自卑水平更低。运动频率每周 1~3次的学生的同伴接受水平更低，

交往恐惧自卑水平更高。Haines等人发现，肥胖与身体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与嘲

笑戏弄、社交孤立呈正相关[56]，Janssen，Craig等人表示青少年会对肥胖同伴表现出

更大的攻击性[57][58]。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的同学一方面可以通过运动保持良好的身材

和体型，使之更受欢迎，提高其同伴接纳度，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同学之

间的交流合作，使其更了解彼此，增进同伴关系。

初中生的师生关系存在性别、年级差异，女生的师生关系好于男生；初一、初

二好于初三。这可能是因为与初一初二相比而言，初三的学生面临更大的学业压力，

在高度应激的状态下，个体的情绪比较敏感易触发，且初三的学生心理“成人感”

更强，对事情更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容易与老师产生矛盾。总体来说，女生好于

男生，则可能存在性格方面的原因，男孩性格稍显冲动，而女孩更加细腻体贴，其

共情能力和换位思考能力更强一些，能理解老师工作的辛苦和不易，从而导致女孩

的师生关系好于男孩。

4.2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对人际关系的预测作用

数据结果显示，初中生的身体自尊与负面评价恐惧、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存在

显著相关关系，进一步回归分析后发现，初中生的身体自尊能显著预测其亲子关系

和同伴关系。低身体自尊的个体对其身体存在更多的不满感和否定，这种不满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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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内投就形成了对自我的否定，可能会升高人格的神经质、精神质等因素，导致

消极特质如悲观、自卑、怯懦的出现，进而影响人际关系。Park等人发现当外貌受

到他人的负性反馈时，低自尊者会产生社交回避[59]。Leary等人的研究表明，个体的

自尊水平与其人际知觉有较高的相关，低身体自尊的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感知到

的社交接纳程度低，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群体拒绝或排斥，这种群体拒绝或排斥可

能是真实的，也可能其是假想的，这就导致低身体自尊的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倾向于

将别人的行为知觉为拒绝，从而表现出一系列回避社交活动的行为，最终致使不良

人际关系的产生。

数据显示，初中生的负面评价恐惧与父子亲和、亲子冲突、同伴关系存在显著

相关，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负面评价恐惧能显著预测父子亲和、亲子冲突和同伴

关系。在青春期，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使得初中生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关

注他人，包括他人的发展变化、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评价，由于初中生不成熟的思维

认知水平，其对来自他人的意见和看法不能正确对待，通常采取回避或激烈对抗的

态度，导致了其不良的人际关系状况。

4.3负面评价恐惧在身体自尊与人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数据结果显示，初中生的身体自尊既可以直接对亲子冲突、同伴关系产生影响，

也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来影响亲子冲突和同伴关系。负面评价恐

惧在身体自尊与亲子冲突、同伴关系的关系上可以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低身体自尊

水平的初中生对自己身体产生了更多的不满意、低评价，认为自己的身体存在很多

缺点，初中生“假想观众”的出现使个体认为别人也都注意到了这些缺点，导致了

其对来自他人的否定的、不好的评价的担心和害怕，升高了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水

平，使个体在社交上表现出一种回避、退缩的行为，导致了其不良人际关系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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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此次研究探讨了初中生身体自尊、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

得出以下结论：

（1）男初中生的身体自尊水平比女初中生高，且差异显著；只身体状况的年级

差异显著，初一高于初三；身体自我价值感、身体状况的独生与否差异显著，独生

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运动参与对身体自尊有积极影响。

（2）女初中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负面评价恐惧的年

级、独生与否、运动与否差异不显著。

（3）在同伴关系方面，只是交往恐惧自卑维度上的性别差异、独生与否差异显

著，女生得分高于男生，独生子女低于非独生子女；运动参与对同伴关系也有积极

影响。

师生关系在性别、年级、独生与否上差异显著，女生好于男生，初一、初二好

于初三，独生子女好于非独生子女。

亲子亲和的年级、独生与否差异显著，初一、初二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却都好

于初三，独生子女的亲子关系则比非独生子女更好；女初中生与母亲的关系显著好

于男生，与父亲的关系没有性别差异。亲子冲突在各变量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4）初中生的身体自尊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负相关，与亲子亲和、同伴接受

呈显著正相关，与亲子冲突、交往恐惧自卑呈显著负相关；负面评价恐惧与父子亲

和、同伴接受存在显著负相关，与亲子冲突、交往恐惧自卑呈显著正相关。身体自

尊可以直接影响亲子冲突、同伴关系，也可以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对其产生影响。负

面评价恐惧在身体自尊与亲子冲突、同伴关系的关系上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5.2对策与建议

（1）正确认识、对待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出现

在青春期，身（第二性征）、心（自我意识）的发展使初中生开始关注自身，

能正确理解并接纳青春期生理变化的初中生可以顺利度过青春期，但对这种正常生

理变化不能正确对待的初中生则会对其产生排斥感，继而通过多种不正确的方式来

改变，如含胸走路、使用裹胸、节食等，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长时间处在这种不

满意低评价的情绪当中，会对初中生的人格发展造成深层次的影响，如人格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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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怯懦、内向，从而引起人际交往不良的后果。初中生对同伴交往的需求不断

上升，寻求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一旦遭受来自群体的不接纳甚至是拒绝，可能

会对青少年产生毁灭性的打击，轻者造成心理障碍，影响其日后学习工作，重者可

能形成反社会人格，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危害社会。

因此，家长、老师在加强自身意识、关注青少年发展的同时，也要对青少年性

心理予以正确、适当的引导，在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心理课、性教育讲座或是广播、

板报、手抄报等多种形式宣传，还可以通过设立心理信箱、推动心理咨询室的建设

与运营等措施来帮助学生排解烦恼，而不是对之讳莫如深，使学生求助无门。不管

是前人研究还是此次研究，都证明了参加体育运动对身体自尊的积极影响，校方可

以通过多样化体育课教学形式或组织集体活动来充分动员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既能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也能提高学生的身体满意度，进而提高其自我接纳度，促进

其身心健康发展。

（2）辩证认识自己，纠正认知偏差

负面评价恐惧的人倾向于对事情的发展做出一种消极预测，产生认知偏差，可

以通过以下途径降低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①识别自己的不当思维。心理课堂

上要教会学生运用 RET自助表，学会对自己的不当想法予以辩驳，纠正其错误认知。

②真实性验证。尝试去检验自己的想法，去了解事情的真相，看事实是否与自己的

预期相一致，事实胜于雄辩。③端正认识。首先要正确认识青春期的正常生理变化，

了解其发展特点，比如说个体间存在性别、发展速度的差异，让初中生尤其是女生

端正认识，调整心态，接纳青春期的变化。其次，学会客观评价自己，理性看待他

人的意见和看法。初中生批判思维发展不成熟，不能全面客观的认识自我与他人，

日常行为会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这就要求以班主任、心理教师为主，任教老师为

辅的教师队伍，关注学生心理及日常发展，切不可让学生因他人眼光、评价而盲目

从众忽视自我。

（3）积极沟通，促进人际关系

对于任一种关系来说，沟通很重要，在沟通过程中，理解、换位思考又很重要。

初中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不只初中生要了解自己的发展特点，家长和老师，作为

初中生最亲近的长辈，更应该加以学习领会，换位思考并及时反思，掌握与初中生

的相处之道，并予以适时适当的引导，促进初中生身心健康发展，顺利度过青春期。

同时，要让初中生学会并掌握一些人际交往的技巧，这可能需要班主任或心理教师

的配合工作，通过主题班会或心理课，结合实际，教会初中生正确的人际交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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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何交友，如何与他人沟通，如何合理拒绝他人等，使初中生树立正确的交友

观，结交“好”的朋友。最后，校方可以开展多种活动促进师生、生生、亲子、家

校的联络与沟通，促进各方关系。

5.3不足与展望

（1）样本代表性有限，导致研究结论的推广应用存在一定局限。另外测查过程

中在编制人口学变量时考虑得不够充分，如缺少对家庭背景信息的考察。希望后续

的研究者能作为参考加以细致划分，丰富相关领域研究结果。

（2）身体自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机理其复杂程度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后续感兴

趣的研究者可从其他视角加以论证，以明确身体自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机理。另外，

身体自尊的纵向发展变化也是值得关注的，未来可以做追踪数据以描绘身体自尊的

年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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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匆匆而过，还记得研一开学时梁晓燕老师对我们经常提到的：“你们的时

间很宝贵，因为它很短暂，你们可能现在因为刚入学还体会不到，但在这学期（研

一第一学期）上完课后，你们就会有深深的同感。”的确，回首想来，时间真是在

不经意间就流逝，在这过程中，有遗憾痛苦，也有欢乐喜悦。以前我常常会想，如

果人生重来一次，或者说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一定会比现在过得更好。直到

我听到“人生的选择”，它讲到“人生有 2条路，一条用来遗憾，一条用来成长。

就算你回到过去选择了另一条路也仍会为没有选择的那一条路而遗憾。所以不必纠

结，不必懊悔。”我很庆幸困扰我许久的问题在研究生生涯开始前就解决了，所以

在这两年，我可以端正心态，努力过好研究生生活的每一天。

在研究生期间，与我们接触最多联系最紧密的当属我们的硕士生导师了，我的

硕士生导师卢富荣老师，不仅在课堂上给予我们学术上的指导与帮助，在课堂之外

也在生活或职业发展上给了我们许多建议。在这里我要对卢老师表以最最诚挚的祝

福与谢意，谢谢您！还有我的授课恩师刘丽红老师、李瑶老师、刘丽老师、张绣蕊

老师等，在课堂上和蔼亲善的形象，理论结合实际的授课方式，既深化了课堂内容，

又增强了我们的实践能力。对此，我也要对这些老师献上我衷心的谢意与祝福。另

外还有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在生活和课业上也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这里我也

要对他们表示感谢。除此之外，还要感谢协助我进行问卷的发放回收与数据录入的

康琦同学，以及所有认真如实填写问卷的各位同学，感谢你们为我的学业、为学术

做出的一份贡献。谢谢！当然，我在此还要对始终如一关爱我、支持我的家人说声

谢谢，生活上予我衣食无忧，心灵上伴我一路直行，作为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支持者，

请允许我在这里用简单的文字聊以表达我的谢意。

最后，祝各位老师事业顺利，诸事遂心；祝各位同学学业有成，前途光明；祝

我亲爱的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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