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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身体自我是目前人格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个体的出生、成长到最后的死

亡，一直对个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和他人的

评价对它的影响很大。它能够帮助个体很好的适应社会。中职生这一群体，与普通

高中的学生相比，更早的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升学或者就业，他们中大部分人

会在结束学业后步入社会，走向职场。适应社会，善于社会交往成为他们面临的巨

大挑战。而在现实生活中，中职生对自己身体不满意和社交回避的现象却不少见。

所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对 430名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

情况，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1）中职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问题比较突出，女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高

于男生，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 

（2）总体上中职生对自己身体不满意。其中，91%的中职生对自己的身体的整

体不满意，49.5%的人对自己的身高不满意，49%的人对自己的体重不满意。 

（3）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非独生子女的

身体不满意程度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胖、瘦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更希望

自己孔武有力，女生更希望自己体态纤瘦。 

（4）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社交回避及苦恼。 

 

关键词：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社交回避及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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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body self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research, from the birth, growth to the final death of the individual, has been 

playing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ividual. In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factors and other people's evaluation 

have a great impact on it. It can help individuals adapt well to societ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compared with ordinary high school students, 

face the important choice of life earlier - to enter school or employment, 

most of them will enter society and enter the workplace after finishing their 

studies. Adapting to society and being good at social interaction have 

become great challenges for them. In real life, it is not uncommon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health and 

avoid society. In this study, 430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negative physical self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re more prominent. The degree of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of 

female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students, and that of non-only 

childre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nly-child students.  

(2) Generally speak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health. Among them, 91%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body as a whole, 49.5%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height, and 49%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weight. 

(3)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negative physical self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hether they have only one child or not. The 

degree of physical dissatisfaction of non-only childr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nly children.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fat and thin dimensions. Boys prefer to be strong in Kong Wu, while girls 

prefer to be thin. 

(4)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negative physical self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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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their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Negative physical self;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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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事职业教育七个年头了，七年的心理健康工作中，逐渐发现中职学生群体中

遇到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人际关系和自我接纳。一方面，从青少年自身发展

的特点来看，中职生年龄跨度 14～19 岁，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关键时期，身

心正逐渐从矛盾走向统一，自我意识快速发展。他们看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

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自我评价，对自己的评价往往被他人的评价左右。在当下的

信息爆炸的时代，中职生手机拥有率几乎 100%，各种信息对他们自我意识的发展和

完善造成很大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职生开始以“体型纤瘦”“皮肤白皙”等

要求去苛求自己，无法悦纳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形象产生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中职生渴望与人交往，渴望在交往中，被接纳和认可。在学习方面

本就不占优势的他们，逐渐将学习中的自卑情绪弥散到其他社交情境中。以至于在

人际交往中也出现回避现象和苦恼情绪。社交中的回避及苦恼现象与对自己身体形

象的不满往往同时出现。所以，本论文针对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

恼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和机制，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加强家庭和社

会对于中职生心理健康情况的重视，共同帮助中职生树立正确的身体观念，更好的

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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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社交回避及苦恼 

社交回避及苦恼包含两方面，回避社交的行为倾向和其身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

[1]。对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研究主要从形成原因、影响因素、个体差异等方面开展。 

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产生原因，各个心理学流派有其不同的观点。行为主义论者

认为，个体在社交情境中的刺激会与之前发生过的创伤经历密切相关。由于之前的

创伤经历给个体带来深切的痛苦和印记，所以当类似的情境再次出现的时候，现下

的刺激就会作为引发源，让个体体验到曾经的痛苦而产生社交回避和回避行为[2]。

社会学习论者认为社会焦虑是个体模仿和习得的，特别是与个体关系亲密的人。认

知理论者认为，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产生应归结于个体的不合理观念和认知。从自身

方面讲，个体的低价值感，在社交中否定自己表现会导致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产生。

从他人角度讲，对他人态度、行为的不合理认知也会产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精神分

析学派认为，社会焦虑与个体的童年经历有关。在童年时期，个体不被喜爱或充分

的接纳，将会导致社会焦虑，为避免焦虑，个体会采取回避的态度面对外界。人本

主义学派认为，社会焦虑的产生是由于个体缺乏归属感，个体的的社会归属与爱的

需要没有得到满足[3]。 

从先天生物遗传和后天环境因素角度看，社交回避及苦恼作为社会焦虑的表现，

其产生有遗传的作用，但不明显，更多的是后天环境使然。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

社交焦虑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适应性的情绪[4]。特质流派理论认为社交回避

者担忧别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5]。 

个体研究方面，近年来国内研究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对象主要以大学生为主，这

些研究主要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因素、总体状态及其在人口学变量方面的特征

展开。 

有些研究主要探讨影响因素方面，这些研究表明社交自尊、社会支持、自信、

羞怯等心理因素以及人际信任和教养方式等会对大学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产生影

响。如梁执群等人发现社交回避及苦恼与社交自尊有密切联系，低社交自尊者社交

回避及苦恼显著高于高社交自尊者[6]。吴燕发现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会受到其经

济条件的影响 [7]。丛中报告社会大学生群体中，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高者，其自我

接纳程度和自我评价水平很低，自我接纳对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很大[8]。杨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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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调查结果发现护士生群体中，新入学的学生容易出现社交回避行为，人际信任

度越高,体验到的社交苦恼情绪越少[9]。廖星、孙颖的研究表明，社交回避及苦恼越

高，大学生越不自信，反之亦然。大学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与自信程度呈显著负相

关，自信能较好的预测社交回避及苦恼的情况[10]。盛红勇在对大一新生的研究中发

现，羞怯、社交回避及苦恼与心理健康状况关系密切，羞怯高的同学，其社交回避

及苦恼程度也高，羞怯还会影响其心理健康。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社交回避与苦恼

能够很好的预测羞怯[11]。 

有些研究揭示了社交回避及苦恼的总体状况或是其在人口学变量方面的特征。

如有的研究发现社交回避与苦恼现象在大学生中很普遍，尤其是在女大学生和未恋

爱的大学生群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12]。任敏、顾秋瑀等也发现大学生的民族、学生

干部、恋爱因素会影响社交回避及苦恼[13]。彭纯子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焦虑方面，

大学生要高于中学生，男生高于女生，社交焦虑情况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14]。 

还有一些研究既探究了人口学变量的特征又同时研究了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

响因素。如王艳芝发现大学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处于中等偏低的程度，且存在性别、

年级、恋爱和独生子女等方面的差异，领悟社交支持高的个体，社交回避及苦恼程

度相对较低[15]。宋广文等的研究发现，大学生中，年级和科系会对社交回避及苦恼

有影响。并且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其社交中的回避行为和苦恼体验[16]。 

当下对于职业学校学生的有关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研究，相对要少一些。这类型

的研究主要有：杨秀珍发现高一学生的羞耻感、自我接纳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都

是中等水平，三者密切相关，自我接纳在羞耻感和社交回避及苦恼中起到中介作用

[17]。李珍在他的关于中职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研究中也发现，中职生的社交回避

及苦恼现象凸显[18]。黄吉彪等的研究发现：中职生社交焦虑比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

要明显；社交回避与苦恼问题也更多。性别方面，女生问题更多。中职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不佳[19]。 

1.2 负面身体自我 

1.2.1 身体自我 

身体自我的研究是人格心理学的重要内容，对身体自我的较早的研究是

W.James 和阿德勒。1890 年 W.James——自我研究的先驱，论述了自我研究的重要

性[20]。身体自我能够作为自身与外界的媒介，在社会交往中，释放信号，帮助个体

进行很好的社会适应，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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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负面身体自我的概念 

负面身体自我(negative physical self, 简称 NPS)，又称身体意象失调（body image 

disturbance)，是从负面取向角度对身体自我的研究，是个体对身体的消极认知、消

极情感体验和相应的行为调控[20]。 

1.2.3 负面身体自我的维度及测量 

已有的身体自我测量，大多是从正面角度进行的，很少从负面的角度进行研究。

早期的量表有涉及身体外貌和技能的部分，但没有区分不同维度。它的测量包括单

维度测量和多维度测量。单维度测量是对身体自我某一方面的测量，如 BCS(Body 

Cathexis Scale)，PEAS(Physical Estimation and Attractive Scales)。多维度测量有

Physical Self-Perception Profile（PSPP）[21]、Physical Self-Concept Scales，（PSC）

[22]和 PSDQ
[23]，这三个量表中只有 PSDQ 涉及到负面维度。 

国外的量表基于国外的文化基础，与中国国内的文化背景不同。从中国文化背

景出发，黄希庭等人编制的身体自我量表 [24]。陈红研究了青少年的身体自我特点，

编制了针对青少年的负面身体自我量表 [20]。 

1.2.4 负面身体自我的相关研究 

(1)国外研究 

国外研究中表明，大众媒体、性别、文化等会对负面身体自我产生影响。如

Marsh 表明人们对体像的认知中，性别差异显著，女性的得分低于男性[25]。Collions

表明所有不同种族、年龄、体重和地区的女性，都会希望自己的理想体态更瘦一些

[26]。Ohtahara 等研究发现，日本青少年中，女中学生认为自己的体重比实际体重要

更重，希望自己的理想体重更轻。女生的体像错觉发生率远高于男生[27]。Ogden & 

Elder研究发现，13-15岁的女生中，高年级的同学反而对自己的身体更加不满意[28]。

Rosenblum & Lewis 的研究表明青少年中，男生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满意，女生恰

恰相反[29]。Triggerman 在以初中生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在观看电视节目中，女生

更在意瘦的形象，而男生更希望自己充满力量感和肌肉感[30]。 

(2)国内研究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陈红为主。她在自己的著作中详尽的对青少年的

身体自我进行了研究，并从负面取向研究了负面在身体自我，编订了负面身体自我

量表。该量表分为五个维度，分别是整体、矮、胖、瘦和相貌。她研究了青少年在

这方面的特点，发现：青少年普遍对身体不满意，除矮维度外，其他均在性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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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差异，男生的不满意程度更低一些[20]。 

周天梅发现青少年群体中，体验过同伴嘲笑的个体，对自己身体更加不满意。

而且不同年级、地区和性别的这种不满意有显著差异[31]。尤晨晨发现初中生对自己

的身体总体来说是满意的[32]。梁瑞等人研究数据显示大多数人对自己的体像不满意，

这种不满意会给个体造成困扰，从而产生更多的抑郁、焦虑情绪。他们的结论还表

明同伴、家庭、媒体和文化都会影响负面身体自我。大学生同伴间外貌比较越多，

越对身体的不满意。家长越注重孩子的体重，控制孩子饮食，或嘲笑孩子的体重，

孩子就会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33]。黄丽研究也表明大众传媒是影响大学生身体意象

的重要因素。经常将自己的体型与媒体上纤瘦的形象作比较，大学生容易产生体型

误认和不满意[34]。 

1.3 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研究 

    负面身体自我，是对自己身体的消极认知和情绪体验。随着大众媒体在个体认

知和评价中占得比重越来越重，其鼓吹的以瘦为美的理想身体自我，会使个体盲目

的追求过于苛刻的理想身体自我，如果个体未达到理想标准，就会不满意自己的形

象，继而否定自我。另外，身体特征与社交中的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身体的特征会对社交体验和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外在形象的吸引力程

度不同，会导致不同的人际交往的经历[35]。人的身体形象作为外在特征，传递出很

多信息，这些信息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很

大程度上依靠外界的反馈，真正能够树立自己内在标准进行自我评价的人很少。所

以，不管个体的客观身体实际如何，个体对自己的身体知觉才是决定他在社会交往

中的表现。那么正向的身体自我会使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展现出自信，反之，负向的

身体意象会使个体在社交中逃避，产生焦虑体验[36]。 

以往的研究发现负面身体自我给个体带来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陈红等的研

究显示，抑郁、焦虑等心理症状与负面身体自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37]。王洪礼研究

表明，身体自我可以预测大学新生的交流恐惧[38]。从研究群体看，大学生群体中的

身体自尊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也有密切关系。梁执群等人[6]和吕雅[39]等人研究都表明

身体自尊是影响社交回避与苦恼重要因素之一，它可以显著预测社交回避以及苦恼。

另外，冯秋燕[40]、苑杰[41]和赵芷铭[42]分别发现在大学生群体和军校生群体中，低身

体意象会导致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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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近年来，对于身体自我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大多从正面取向的角度进行

研究，从负面取向的研究相对少一些。另外，对于社交回避及苦恼和负面身体自我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上，很少对中职生这一群体进行单独研

究。中职生群体有其独特的特点，值得我们去关注。 

2.1 研究问题 

中职生作为青少年中的独特群体，由于学业成绩原因到职业中学就读。与普通

高中的学生相比，他们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在学校学习生活中，中职生要做出

人生的重要选择——升学或是就业，并承担相应的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多重的压

力使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有研究表明，中职生的抑郁程度达 30.6%
[43]，中等

专业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同年龄的高中生要差，而人际关系问题是影响中等专业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首要问题[44]。在人际关系问题中，中职生常表现出对自己形

象的不满和社交的不自信。基于此，对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进

行研究，以期考察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作

用机制。 

2.2 研究目的 

通过探查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方面特点和现状， 探讨两

者的关系，了解中职生在这两方面的具体特点和表现，从而为中职生的心理教育工

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和明确方向，提高中职生身体自我的满意程度，促使其树立科学

的身体自我观和心理健康观，使其能够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2.3 研究假设 

(1) 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在性别、独生子女与否、及恋爱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 

(2) 中职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在性别、独生子女与否、及恋爱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 

(3) 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能够显著预测其社交回避及苦恼。 

2.4 研究意义 

2.4.1 理论意义 

负面身体自我的研究是人格心理学的重点内容，积累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国内

对此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鉴于身体自我在构建人格概念中起着重要作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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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为对象进行研究，可以丰富国内这一领域的成果。 

有研究指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容易在社会交往中出现

焦虑情况的时期[14]。中职阶段作为中职生走向成熟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对他们进

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研究能进一步论证了此项观点。在中职生群体中开展负面身体

自我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研究，丰富了这一理论成果。 

2.4.2 实践意义 

负面身体自我，作为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深深地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所

以关注负面身体自我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有研究表明，整个青春期，孩子的世界都

充斥着社会交往中的恐惧与焦虑[2]。研究中职生的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有利于正视

中职环境中学生所面临的社会焦虑困境和苦恼的情绪体验，意识到回避行为在交往

中给他们带来的巨大障碍，从而更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帮助和引导。 

通过调查职业中学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发展特点及其关系，

了解中职生在两者上的状况及发展特点，可以揭示中职生心理发展的现状，加深家

庭、社会对于中职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视，为中职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指明方向。有

利于中职生群体培养自己的正确认知，帮助中职生树立科学的身体观、自我观和心

理健康观，有利于他们适应学校生活和将来的工作环境，以便在之后的学习、工作

和生活中正视自我、完善自我。 

2.5 研究对象 

选取某职业中学高一、高二、高三每个年级三个班级的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

问卷 448 份，收回问卷 448 份，回收率为 100%。根据问卷呈现规律性作答或者出

现漏答、复选题目等原则剔出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43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6%。

具体被试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分布表 

变量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95 45.3 

女 235 54.7 

年级 

高一 153 35.6 

高二 133 30.9 

高三 144 33.5 

居住地 农村 277 64.4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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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 88 20.5 

城市 65 15.1 

独生子女 
独生 128 29.8 

非独生 302 70.2 

住校情况 
住校 292 67.9 

走读 138 32.1 

恋爱情况 
单身 378 87.9 

恋爱 52 12.1 

 

2.6 研究工具 

2.6.1 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egative Physical Self Scale, NPSS） 

本研究采用陈红编制的《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PSS)
[20]，该量表共有 48 个题

目，涉及 5个分维度，分别是整体（NPSS-G）、矮(NPSS-S)、相貌(NPSS-A)、瘦(NPSS-T)

和胖维度(NPSS-F)。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三周后的重测信度为 0.89，分半

信度为 0.83，并且有较好的效标效度。如果总分及各分维度的均分小于临界值 2 分，

表示个体对该维度是满意的，反之，表示个体不满意该维度。 

2.6.2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SAD）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由 Watson. D 和 Friend. R 于 1969 年编制而成[45]，

国内由马宏完成了中文修订版本，可用于同时测查个体的社交焦虑和回避行为。该

量表共有 28 道题，采用“是、否”评分，分值越高，表示个体社会交往中出现回

避行为越多，体验到的苦恼的程度越高。彭纯子[46]对其进行了国内版的信效度检验，

得出总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85，信效度良好，可以作为有效的测量工具。 

2.7 施测程序 

采用团体施测方法，在统一指导下，利用自习时间，请接受过培训的主试到高

一至高三各个班级进行集中施测。填写问卷之前，由主试统一解释指导语，说明注

意事项，以保证问卷作答的有效性。在确认被试理解指导语以及问题后进行施测，

填写完毕后，问卷当场收回。 

2.8 数据分析 

研究采用 SPSS17.0 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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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 社交回避及苦恼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为了探索中职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在性别、住校情况、恋爱情况、是否独生子

女、年级和居住地变量上有无差异，本研究中分别以这些人口学变量作为分组变量，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社交回避及苦恼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表 2 显示：不同性别中职生在社交回避及苦恼上的得分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

现为女生（13.69±6.31）得分高于男生（11.70±6.23）；是否独生子女在社交回避及

苦恼方面差异显著，非独生子女（13.27±6.40）得分高于独生子女（11.64±6.07）；

在住校情况、恋爱情况、年级和居住这几个变量上，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没有显著

性差异,即中职生社交回避及苦恼不受上述变量影响。 

由于恋爱(n=52)和单身(n=378)的样本量差异悬殊，为避免其影响差异检验结果，

对大样本单身数据随机选择与恋爱等量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仍然不显著。  

3.2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现状 

在陈红等编制的《负面身体自我量表》中，总分及各分维度的均分临界值为 2

分，小于临界值，代表个体对该维度是满意；反之，代表对自己身体不满意[20]。 

变量 M±SD t/F 

性别 男 11.70±6.23 -3.27** 

女 13.69±6.31 

住校情况 住校 12.41±6.27 -1.81 

走读 13.59±6.43 

恋爱情况 单身 12.98±6.37 1.68 

恋爱 11.40±6.04 

独生子女情况 独生子女 11.64±6.07 -2.45* 

非独生子女 13.27±6.40 

年级 

高一 12.46±5.50 2.03 

高二 13.70±6.78 

高三 12.29±6.69 

居住地 农村 12.92±6.21 0.69 

城镇 12.09±6.47 

城市 13.1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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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统计处理后，结果显示总均分（2.11±0.51）大于临界值 2,说明整体上中

职生对自己的身体是不满意的。 

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整体、矮、胖、相貌、瘦，具体数据见表 3。中

职生在整体、矮、和胖维度上平均分均大于临界值。表明中职生在整体维度、矮维

度和胖维度方面均对自己不满意。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3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特点（M±SD） 

负面身体自我

总分 
整体 相貌 胖 矮 瘦 

2.11±0.51 3.04±0.86 1.92±0.76 2.05±0.87 2.12±0.74 1.78±0.74 

3.3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1）性别差异 

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如表 4 所示，中职生在瘦维度

的得分在性别方面差异显著（t＝5.32，p＜0.001），男生不满意程度高于女生；中

职生胖维度上的得分在性别方面差异显著（t＝-3.48，p＜0.01），女生的不满意程

度高于男生。 

表 4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性别方面的差异性 t 检验 

变量 男(n=195) 女(n=235) t 

 M±SD M±SD  

整体 2.98±0.85 3.10±0.88 -1.40 

相貌 1.96±0.86 1.89±0.65 1.02 

矮 2.18±0.79 2.07±0.70 1.57 

瘦 1.99±0.88 1.61±0.55 5.32*** 

胖 1.89±0.94 2.18±0.78 -3.48** 

负面身体自我总分 2.13±0.57 2.09±0.46 0.73 

（2）年级差异 

对不同年级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中职生负面身

体自我各个维度的得分在年级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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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年级差异性 F 检验 

变量 高一(n=153) 高二(n=133) 高三(n=144) F 

M±SD M±SD M±SD 

整体 2.970.81 3.05±0.89 3.11±0.89 0.94 

相貌 1.95±0.79 1.98±0.78 1.84±0.69 1.36 

矮 2.15±0.76 2.13±0.78 2.08±0.69 0.31 

瘦 1.83±0.77 1.79±0.75 1.72±0.70 0.80 

胖 2.03±1.89 2.07±0.91 2.04±0.80 0.10 

负面身体自我总分 2.12±0.53 2.12±0.53 2.08±0.57 0.30 

（3）居住地差异 

对不同居住地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中职生负面

身体自我各个维度的得分在居住地方面，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6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居住地差异性 F 检验 

变量 农村(n=277) 城镇(n=88) 城市(n=65) F 

M±SD M±SD M±SD 

整体 3.02±0.85 3.09±0.90 3.06±0.85 0.18 

相貌 1.88±0.75 1.96±0.73 2.04±1.81 1.34 

矮 2.11±0.73 2.23±0.77 2.01±0.73 1.67 

瘦 1.76±0.69 1.82±0.86 1.85±0.79 0.50 

胖 2.00±0.84 2.22±0.90 2.01±0.92 2.33 

负面身体自我总分 2.09±0.50 2.18±0.54 2.10±0.52 0.90 

（4）住校情况差异 

对住校与否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中职生

负面身体自我各个维度的得分在是否住校方面，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7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差异性 t 检验 

变量 住校(n=292) 跑校(n=138) t 

 M±SD M±SD  

整体 2.98±0.86 3.16±0.85 -1.87 

相貌 1.88±0.73 1.96±0.86 -1.41 

矮 2.13±0.75 2.11±0.73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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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 1.76±0.72 1.82±0.79 -0.73 

胖 2.01±0.80 2.12±0.99 -1.14 

负面身体自我总分 2.09±0.69 2.15±0.54 -1.13 

（5）恋爱情况差异 

   比较恋爱与单身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总分及各维度，结果如表 8 所示，中职生

负面身体自我总分及各维度的得分在恋爱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由于恋爱(n=52)和单身(n=378)的样本量悬殊，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可能会影响差

异检验结果；故使用 SPSS 从大样本单身数据中随机选择与恋爱等量的数据进行数

据处理，t 检验结果依旧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 8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差异性 t 检验 

变量 单身(n=378) 恋爱(n=52) t 

 M±SD M±SD  

整体 2.94±0.88 3.06±0.86 0.93 

相貌 1.92±0.74 1.92±0.87 -0.01 

矮 2.09±0.79 2.13±0.74 0.28 

瘦 1.81±0.77 1.78±0.74 -0.32 

胖 1.93±0.94 2.06±0.85 1.04 

负面身体自我总分 2.10± 0.56 2.11±0.50 0.20 

（6）独生子女情况差异 

对独生和非独生的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中职生在胖维度上的得分在独生子女方面差异显著（t＝-2.12，p＜0.05)中职生负面

身体自我总分在独生子女方面差异显著（t＝-2.27，p＜0.05），而且都表现为非独

生子女的不满程度高于独生子女。 

表 9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独生子女差异性 t 检验 

变量 独生(n=128) 非独生(n=302) t 

 M±SD M±SD  

整体 3.10±0.96 3.02±0.82 0.85 

相貌 1.82±0.73 1.96±0.76 --1.83 

矮 2.10±0.77 2.13±0.73 -0.33 

瘦 1.79±0.73 1.78±0.75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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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 1.91±0.91 2.10±0.84 -2.12* 

负面身体自我总分 2.09±0.69 2.15±0.54 -2.27* 

3.4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 

3.4.1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相关性 

表 10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相关性 

 整体 相貌 矮 瘦 胖 

负面身

体自我

总分 

社交回

避及苦

恼 

整体 1       

相貌 0.11* 1      

矮 0.19** 0.25** 1     

瘦 -0.01 0.40** 0.17** 1    

胖 0.11* 0.57** 0.19** 0.04 1   

负面身体自我总分 0.21** 0.80** 0.47** 0.55* 0.70** 1  

社交回避及苦恼 0.10* 0.36** 0.12* 0.10* 0.21** 0.27** 1 

由表 10 可以看出，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所有分维度及总分都与社交回避及苦

恼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3.4.2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回归分析 

以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为预测变量，社交回避及苦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因变量 B Beta t R
2
 F 

负面身体自我

总分 
社交回避及苦恼 5.76 0.27 4.60*** 0.07 33.23*** 

   结果表明，回归系数 Beta 值达到显著性水平,预测系数为 0.27，说明负面身体

自我对于社交回避及苦恼有较好的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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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中职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4.1.1 中职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性别差异 

研究还表明，中职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得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女生的

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高于男生。女生在社交活动中表现出更多的社交回避的倾向，

更容易体验到苦恼等负性的情绪。这一研究结果与之前黄吉彪[19]对于中职生的研究

一致。在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幸蓉和王佳权[12]发现同样存在女生的社交回避及

苦恼程度高于男生的现象。 

自尊水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密切相关，两者呈负相关。高自尊水平的个体容易

产生积极的社交行为，低自尊水平个体容易产生社交回避行为，从而更多的体验到

苦恼的情绪[47]。在社会交往中，自尊越低的个体越倾向于采用自责,幻想和退避方式

[48]。低自尊，近似认为是高自卑。李艺敏和李永鑫的研究发现，89.21%的中职女生

有社交自卑感体验，中职女生存在比较明显的社交自卑感，社交自卑感与其家庭机

构、功能密切相关[49]。而在中学生自卑感的研究中，李伦琼也发现：中学生的自卑

感在性别上具有显著性差异，中学女生自卑程度远高于与男生自卑的程度[50]。中职

女生的自卑感使其表现出更多的社交回避倾向，体验到更多的苦恼情绪。 

其次，和女生相比，男生比较开朗活泼，敢于创新，思维活跃，对新事物的接

纳程度高 [51]。在人际交往中，女生与男生相比，更加心思细腻、多愁善感，受生

活中的事件影响程度更深，从而影响心理健康，表现出更多的社交回避及苦恼。 

另外，黄希庭等指出进入青春期后，女生的自我评价会降低[52]。中职女生正处

在青春期，在社交活动中，容易受“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特点影响，对自

我关注过多，自我期望值过高，还没有建立自己独立客观的自我评价，对自己的评

价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他人评价的影响，并以此来获得自我认同，所以

中职女生体验更多的社交回避及苦恼[53]。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表明，女性天生的生理因素，使她们对外界更敏感，容易

察觉到变化，而社会交往情境富于变化而又不易掌控控制，因此，敏感度较高的女

性会在社会交往中产生较大的心境变化，产生更多的情绪起伏，因此也会对社会交

往产生更多的回避和不满[54]。从社会因素方面讲，在社会交往中，传统“男主外，

女主内”的思想影响下，对于女性社交的要求要比男性低，缺乏社交技能训练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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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表现较为内敛，容易出现社交回避及苦恼[55]。 

4.1.2 中职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独生子女差异 

中职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得分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与独生

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表现出更多的社交回避倾向和苦恼情绪。 

王艳芝在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是否独生会影响社交回避及苦恼[15]，马

方圆等也发现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社会焦虑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

学生[56]。骆亮的研究也表明初中生中是否独生会影响社交回避和苦恼[57]。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相同地域，相同经济条件下，独生子女可以享受到更多

的父母的关注和更丰富物质条件。相比之下，非独生子女由于有其他兄弟姐妹，父

母对其关注程度会有所分散。在这种环境中，独生子女可以享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

交往机会，乃至物质支持，而非独生子女明显享受不到如此多的待遇；另一方面，

非独生子女在家庭生活中，需要与兄弟姐妹共享父母的爱，他们比独生子女更具有

争夺意识和危机意识，进入一个新社交环境时，更迫切的希望能够快速融入，产生

更强的社会焦虑，导致他们在社会交往中更容易出现社交回避及苦恼。 

另外，有研究表明，独生子女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和适应性，相比非独生子

女，具有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58]，这也可能是独生子女能够减少社会焦虑，较少出

现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原因。 

4.1.3 中职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在年级、居住地、恋爱和住校情况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职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在年级、居住地、恋爱和住校情况，

均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 

中职生之所以没有呈现出与大学生在年级的差异一致性，可能因为中职的年级

分化不具有特别的社会意义。大学中一四年级的学生，由于刚入学和临近毕业，会

得到来自家庭、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的支持，大二大三学生则更多的是迷茫和等待

未知的未来，所以会表现出年级差异。而中职生的年纪划分不存在这样的差异，不

论是升学还是就业，从学生一入学就已经基本确定，他们的家庭、朋友等支持系统

会一如既往的的支持他们。 

而在居住地方面，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所选的被试有限，分布区域较为集中。亦

或者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后，城乡差距越来越小，在农村还是城镇、城市，对社交

活动的影响差异不大。 

在恋爱方面，一方面被试可能出于自我保护，对自己真实状况有所隐瞒，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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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能是问卷设计中对于恋爱状况的描述不够具体导致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 

在住校情况方面社交回避及苦恼没有显著差异，可能是对住校生的宿舍环境与

其影响的期望过大，现实中可能住校或是走读，其周围环境并没有那么的不同。 

4.2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现状 

4.2.1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总体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总均分大于临界值 2，说明整体来看，中

职生不满意自己的身体。总分大于临界值者 214 人，占到整体施测对象的 49.77%，

近一半的中职生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这表明身体不满意具有普遍性。 

中职生普遍对自己身体不满意，与陈红研究结果不一致，她的研究结果表明，

整体上青少年对自己身体是满意的。中职生之所以有别于其他青少年，表现出对自

己身体自我的普遍不满意，一方面，中职生年龄集中在 14-17 岁，处于青春期，身

体外形发生巨大改变，第二性征迅速发展。中职生不可避免的会关注到自己身体的

变化。体重的增加和体型的变化，偏离了大众传媒中传递关于身体形象的美的标准，

再加上同伴之间的比较，家庭中的氛围，这些都会给中职生无形的压力从而影响其

对自己身体的满意程度[20]。另一方面，中职生的在入学初已经固定了学习的专业，

专业大致分为两类——升学和就业。升学专业对学生的要求更多的是知识掌握和成

绩的提高。与升学专业相比，就业专业除了要求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还要学会更好的

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促使他们更快更好的适应社会。并且许多就业专业如航空服

务、客户信息服务、音乐以及社会文化艺术专业都对学生的身体形象有更高的要求。

中职生之间的同伴比较以及学校氛围使这些要求不仅会影响本专业学生增加其对

身体的关注度，而且影响整个学校其他专业的学生，这一高关注度碰撞了青春期的

身体巨变，从而使中职生对自己的身体更加不满意。 

具体维度而言，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整体、矮、胖、相貌和瘦。其中，

整体、矮和胖维度高于临界值，相貌略低于临界值。由此可见，中职生最看重的是

身体的整体，并对自己的身高和胖特别关注，对自己相貌和瘦维度上相对比较满意。

研究结果显示，57%的中职生满意自己的相貌，69%的中职生对于自己的瘦满意。 

之所以中职生最关注的是身体的整体方面，首先，中职生已经在心理上把自我

分成了“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两个部分[59]。自我意识不断发展使中职生开始

积极构建理想自我，身体自我是理想自我的一部分，对于理想自我的追求会使中职

生特别注重自己的整体形象，从而影响到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观。其次，负面身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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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体维度是全面而综合的进行身体的评判，这种综合性的评价具有弥散性。这

个维度更多的是个体对身体情感上的不满意，当具体到某个维度某个特征时，如胖、

瘦、相貌等，人们又可以理智的去做评价[20]。  

4.2.2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具体维度中，

除了瘦和胖维度，在性别上其他维度都不存在显著差异。瘦维度方面，男生比女生

更不满意；胖维度上，女生比男生更不满意。 

对于男生不满意自己的瘦，女生在胖方面比男生更不满意这一结果，与国内外

许多前人的研究一致，如 Marsh 认为，女性在身体自我方面的得分低于男性[25]。究

其原因，一方面，女生较为注意自己的形象和体态，而体重是影响体态的重要因素，

所以大多数女生对于体重会很在意，希望自己能更纤瘦。Collions 报告，不论胖或

瘦，年龄大还是小，什么种族或是地区，所有的女性都希望自己更瘦[26]。Ohtahara

等发现女中学生认为自己的体重会比实际偏重，而理想体重又过于轻[27]。另一方面，

大众媒体也会影响女生对自己身体自我认知和评价。媒体中大肆宣传以瘦为美，无

论是电视、电影中美好的女子的形象都与瘦相挂钩，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中职女生对

于美的评判和认知。当她们看到偶像是瘦的，明星是瘦的，以及几乎所有的榜样人

物都是瘦的时，便通过社会比较和同伴比较，开始苛求自己也要变瘦，从而不满意

自己的身体体重。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描写美女的词语“窈窕”、“杨柳细腰”、“ 摇

曳生姿”等，都暗示着女子要以瘦为美。历朝历代中，除唐代外，其他时期对于美

的标准都是以瘦为美。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职女生会增加对自己身体的不

满意程度。 

反之，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男性形象是充满力量感的，强壮的。所以从这

个层面来讲，男生比女生更在意自己是否有力量，而对于体重的关注不如女生高，

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是否过于瘦弱，而显得缺乏力量感。 

4.2.3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的年级、居住地、恋爱、住校情况差异 

    出现这样的不显著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被试选取的范围过于小，数量太少或者

被试在进行问卷填写时有所顾虑，问卷设计不够详尽；也可能是由于中职与普通高

中和大学的教育环境不同导致结果不显著。另外，也可能是由于所选地域在某些方

面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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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在独生子女方面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总分在独生女子方面差异显著。具体维度

方面，只有胖维度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且都是非独生子女的不满意程度显著高于独

生子女。 

家庭对于个体负面身体自我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父母和兄弟姐妹[60]。家

人，作为个体的重要他人，对个体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家庭当中，对于体型

体重的过度关注和谈论，会让个体更容易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33]。非独生子女与独

生子女相比，他们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为了争夺父母的认可与爱，

会让自己更符合父母喜爱的形象。这种急切的渴望往往使他们过于关注自己某方面

的缺点，而产生对于自己身体的不满。此外，兄弟姐妹之间的比较也是影响负面身

体自我的重要因素。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的人，其他人也会受到

影响[61]。 

4.3 中职生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 

数据分析显示，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关系密切，两者呈显

著正相关，具体维度上，中职生的整体、相貌、矮、瘦和胖维度均与与社交回避及

苦恼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负面身体自我对于社交回避及苦恼有较好的正向预测作用。 

也就是说，中职生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程度越高，社交回避及苦恼表现就也突出；

反之，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程度越低，社交回避苦恼表现就不明显。这一结果与冯秋

燕[40]、苑杰[41]、赵芷铭[42]的研究结果一致。 

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高的个体，其身体满意度也高。同样，自我价值感低的个

体，其负面身体自我反而很高[62]。大众媒体是影响身体意象的重要因素。当前文化

背景下，美被单一化、极端化。以瘦为美，以白为美，“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

的价值观，占了主导地位。媒体对于单一的审美观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着中职生的身体观。中职生的自我评价尚未成熟，还无法全面客观的看待自

己，在与明星模特等进行向上比较时，对自己的身体出现的认识偏差。中职生渴望

被他人认可，而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中职生，体型体重必然会发生变化，体重的增

长和体型的变化无法达到以瘦和以白为美的明星标准时，中职生对自己的身体满意

度就会下降。青少年的身体满意度与自我价值感呈正相关，中职生身体满意度的降

低会使其自我价值感也相应的降低。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往往

低估自己的价值，产生自卑感。自尊在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起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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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低社交自尊的学生会因为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而不能自信的和他人进行交往。

他们不主动去和他人交往，甚至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去面对他人。在无法回避的情

况下，内心体验到苦恼和焦虑[63]。 

除了上面的自卑的因素外，中职生还可能由于受到同伴嘲笑，从而加深对自己

的身体的不满意程度，在社会交往中处于被动的角色，在社交场合中回避退缩，内

心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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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分别使用了负面身体自我问卷和社交回避及

苦恼问卷，对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及苦恼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并且

进一步探讨了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中职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问题比较突出，女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高

于男生，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 

（2）总体上中职生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这种不满具有普遍性。中职生最不满

的是身体的整体，其次是身高和胖。 

（3）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非独生子女的

身体不满意程度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胖瘦维度存在性别的显著差异，男生更希望自

己孔武有力，女生更希望自己体态纤瘦。 

（4）中职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社交回避及苦恼。 

5.2 建议 

（1）关注学生负面身体自我，提高身体满意度 

身体自我对于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身体自我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信

息高速传播的时代里，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信息，大众媒体对于学生的影响

越来越大。而媒体对于身材美丑的单一而极端的标准的大肆传播和渲染，正在悄然

影响学生对自我的评价，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当发现自己与

所谓的标准相差甚远时，就会对自己身体自我持否定态度，从而降低自尊和自信水

平，影响其人格发展。因此我们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应该尤为关注学生身体意

象，开发有关身体自我的课程和团体辅导活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身体观。从而

促进学生拥有健康的人格。 

（2）关注学生社交回避行为和苦恼情绪，帮助学生学会人际交往 

经常光顾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同学，有 80%是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在教学中

发现，几乎每个班都存在“躲在小角落，不愿与他人沟通”的同学，有的甚至一学

期都不和同学们主动讲一句话。中职生中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问题比较突出。改善这

一状况，一方面需要学校心理教育工作者开发课程、开展活动，促进学生进行良好

的人际交往；另一方面，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发动广大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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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到此项活动中，将人际交往教育渗透到课堂中去。针对社交回避倾向严重的

同学，发挥心理教师的作用，利用主题团体活动，改善其状况，帮助他们进行人际

交往。 

5.3 不足与展望 

（1）问卷调查研究中被试都来自一所职业中学,被试数量选取有限,被试所代表

的群体范围会受到制约。在之后的研究中，可利用校际之间交流参观机会，联合省

内其他中职院校共同开展此类研究，这样在样本的代表性上会更有说服力。 

（2）问卷设计方面有待加强，有些问题设置上可能会出现学生隐瞒自己实际

情况的现象。人口学变量资料收集时发现，维度的划分过于粗略。如可将恋爱状况

详细划分为：从未谈过恋爱，曾经谈过，现在正在恋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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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