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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 主持人: 黄希庭 
  主持人语:在心理学中,对人格的研究有多种

取向,如特质论取向强调个体差异具有跨情境和跨

时间的相对稳定性,生物学取向强调个体差异的遗

传生物机制,心理动力学取向注重潜意识本能对行

为的影响力,人本论取向强调创造性、责任心、自我

实现在心理和行为中的影响,学习论取向强调经典

条件作用、操作条件作用和观察学习在人格形成中

的作用,而认知论取向则从信息加工方式的角度来

描述行为模式的一致性。现在大多数人格研究并

不拘泥于某一种研究取向,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多取向综合研究。本期刊登的《中国人身体自我的

测量工具、影响因素与预测模型》一文阐述了最近

十年来,我国心理学家对中国人身体自我的研究,

结合我国文化提出了“负面身体自我图式”概念和

“负面身体图式指导负面身体自我者的认知加工”
等重要观点。《诚信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一文

讨论了诚信是一种人格特质还是一种行事风格,以
及该领域遇到的主要困难及展望。《共情中的认知

调节和情绪分享过程及其关系》一文讨论了共情的

性质、结构和功能,着重分析了共情所包含的自下

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

及其相互作用问题。《大学 生 心 理 健 康 与 自 信 人

格的关系 研 究》一 文 探 讨 了 大 学 生 自 信 人 格 与

心理健 康 之 间 的 关 系,并 提 出 了 相 关 建 议。这

四篇论文 各 具 特 色,对 开 展 综 合 研 究 颇 具 启 发

意义。

中国人身体自我的测量工具、影响因素与预测模型

陈 红
(西南大学 心理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最近10年,国内学者对中国人身体自我进行了理论和实证上的本土化探索,主要涉及对身体

自我的结构和特点,从正面和负面取向对现实身体自我、理想身体自我、负面身体自我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

讨;提出了“负面身体自我图式”概念和“负面身体图式指导负面身体自我者的认知加工”的重要观点,对该认

知加工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探讨了负面身体自我形成的影响因素、预测模型;探讨了饮食失调症状人

群的特点和学生超重的干预模式;初步探讨了胖负面身体自我注意偏好的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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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自我,作为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

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所谓身体自我,是指个体对

与自己身体有关的自我意识,它包括对自己身体的

认知评价(身体自我概念、身体意象)及由此产生的

对身体的满意度和个体对自己身体的管理三个方

面[1]。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人的身体自我进

行了理论和实证上的本土化探索。

  一、中国化身体自我测量工具编制

从青少年的身体自我满意度、理想身体自我、负
面身体自我和老年人身体自我方面编制了一系列中

国化的测量工具,探讨身体自我的结构和特点。
(一)青少年学生身体自我量表

青少 年 学 生 身 体 自 我 量 表 (physical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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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2],测量青少年对其身体自我的满意程度,涉
及五个维度即相貌、运动、身材、性、负面特征。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重测信度为0.81。
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64以上,稳定性

系数在0.72~0.86之间。
我国青少年学生对身体的满意度[3]从“最满

意”到“最不满意”依次是负面特征、相貌特征、性特

征、运动特征和身材特征。随年龄增长其发展呈现

波动性,青春期早期和中期呈明显下降趋势,随年

级升高对身体的不满意增多,青春期后期有缓慢上

升。女生比男生对身体更不满意,在相貌、身材、
性、负面特征方面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城市学

生比农村学生对自己的身体更满意。对中学生的

身体自我和自我价值感的关系研究[4]表明,整体上

中学生身体自我满意度与其自我价值感有显著相

关;各维度除身体的负面特征外,均与自我价值感

得分有极显著的正相关;高、低自我价值感的中学

生的身体自我满意度有极显著差异,身体满意度越

高,则学生的自我价值感也越高。与国外研究不一

致之处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学生身体自我的

亚成分中,运动特征相比相貌、身材对自我价值感

的影响似乎更大。
(二)青少年理想身体自我量表

青少年理想身体自我量表(idealphysicalself
scale)[5],测量青少年对理想身体特征的偏好。分

男性量表和女性量表。女性理想身体自我的维度

为性感魅力、运动健康、高大力量、浓眉大眼,女性

理想身体自我的维度为性感魅力、匀称健康、苗条

飘逸和洋气骨感。男性理想身体自我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0.65,分半信度系数为0.64。两周后

各维度的稳定性系数在0.82~0.96之间,重测信

度为0.93。女性理想身体自我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0.74,分半信度系数为0.71。两周后各维度

的稳定 性 系 数 在0.80~0.94之 间,重 测 信 度

为0.89。
对青少年理想身体自我特点的研究[6]发现,在

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理想身体自我是多维度

的,男性和女性理想身体有共同维度,均看重健康、
性感;也存在不同的维度,即男性身体更强调有力

量、强壮和高大,女性身体更强调苗条和匀称。青

少年对两性理想身体自我的偏好也有明显的性别

差异。对男性理想身体,女性更喜欢性感和相貌因

素,男性更看重力量因素;对于女性理想身体,男性

更重视性感因素,女性更重视相貌因素。随年龄增

长,青少年越来越看重性感因素,对男性身体越来

越强调力量因素和一般魅力因素,对女性身体越来

越强调相貌因素。体型指数BMI对青少年女性理

想身体偏好有显著影响。
(三)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量表

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egativephysical
selfscale)[7],下属维度包括整体外貌、相貌、矮、
胖、瘦。各维度分别包含认知情感、行为和投射三

个子因素。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胖(0.76~
0.83)、矮(0.75~0.83)、相貌(0.67~0.77)、瘦
(0.75~0.77)。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指标为χ2/

df(3.94)、GFI(0.97)、CFI(0.97)、MSEA(0.05),
有良好的构想效度。其下属维度与道德自我价值

感的区分效度为 0.01~ 0.07,与身体自我价值

感的聚合效度为 0.16~ 0.36。九个月后对男女

分别测得的重测信度[8]在0.48~0.78之间。
对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特点的研究[1,7]发现,

对身体的整体不满意在青少年中相当普遍,按程度

依次是:矮、相貌、瘦和胖。除矮维度外有明显的性

别差异,女生在整体上、相貌、胖方面比男生对身体

更不满意,男生对瘦更不满意。青少年负面身体自

我有年龄差异,发展有波动,15、16岁和18、19岁

是不满意的高峰时期;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的情

感、行为、投射维度在个体内部基本一致,但存在性

别差异,女生在情感和投射维度上均高于男生,且
女生更看重投射我。与西方研究结果相比,中国青

少年学生更关注整体、矮、相貌,而非胖;且仅在东

方被试中发现男生对瘦的不满意。
(四)老年人身体自我问卷

老年人身体自我问卷[9],涉及六个维度即运

动、相貌、功能、身材、性和行为特征。量表内部一

致性系数0.94,严格平行模型的信度系数0.94。
与Reboussin的老年人身体满意度量表效标相关

系数0.65,与Ryckman等的身体自我效能感的效

标相关系数0.56。老年人在总体上对身体较满

意,且不存在性别、年龄和体型指数的差异。但在

身材特征上,存在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性别和

体形指数的交互作用,性别、年龄和体形指数三者

的交互作用。其他五个维度均不存在性别、年龄和

体型指数差异。

  二、中国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的预测因素

(一)预测模型

西方研究提出了身体不满意的两种预测模型,
两路径模型(dualpathwaymodel)[10]:对瘦的社会

压力和内化的瘦理想标准作用于身体不满意;三路



径模型(tripartitemodel)[11]:社会文化影响包括父

母、同伴和媒体,通过中介变量社会比较和内化,作
用于身体不满意。对中国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影

响因素的预测模型研究[12],主要考察了六个因素:
体形指数(bodymassindex,BMI)、知觉到的同伴

嘲笑(perceptionofteasing)、瘦的社会压力(social
pressure)、外貌比较(appearancecomparison)、内
化的瘦理想标准(internalizedthinidea)和社会支

持(socialsupport)。通过对中学生、大学生及青年

人群体(n=1377)的研究,建立了不同性别的指标

良好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一些因素的文化一致

性:如BMI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嘲笑对身体不满

意产生影响。两种社会文化因素即嘲笑和对外貌

的社会压力对身体不满意有直接的影响。也发现

一些新的结果,如社会支持没有影响;中介变量的

作用机制存在性别差异。仅在女性中发现社会比

较和内化的瘦理想是社会文化影响和身体不满意

的中介变量。
(二)预测因素的性别差异

在不同性别中考察了影响因素的特点,对男性

的研究[13],包括青少年和成人早期大学生被试

(n=1219),考察了社会文化因素如对外貌的社会

压力、嘲笑和社会比较对其身高和胖的担忧。结果

发现社会压力和嘲笑对胖担忧有显著影响,且外貌

压力、嘲笑和社会比较对青少年和早期成人的身体

担忧有显著影响。对女性的研究[14],包括大学生

(n=1408)、初 中 女 生(n=346)和 高 中 女 生

(n=563),多层回归分析显示外貌压力和社会比较

均能预测对胖和相貌的担心,说明外貌压力和社会

比较确实与中国年轻女性特定的身体关注有密切

的关系。
在女性中,对社会比较和社会支持两种因素的

作用也作了进一步探讨[15],对12~22岁女性(n=
980)的测试发现,高中生负面身体自我胖维度量表

评分高于初中生。大学生的身体外貌比较问卷评分

高于高中生和初中生,肥胖组学生的得分大于体重

正常和消瘦组。研究发现,社会比较是女性负面身

体自我的影响因素之一,而社会支持无显著性影响。
(三)预测因素的纵向研究

通过纵向研究设计[16],考察双路径模型中的

部分变量对中国青少年饮食失调障碍症状跨时间

变化的影响。具体考察了内化的身体外貌理想、对
外貌的社会压力、嘲笑、社会比较和负面情感在9
个月的时间后对饮食失调症状、身体不满意的影

响。结果发现,对男孩和女孩,在时间1中高的胖

担忧和觉察到的社会压力都能预测时间2中饮食

失调症状随时间的增加。对女孩,负面情感也几乎

能预测跨时间的饮食失调症状变化。结果支持特

定的危险因子,包括个人对胖的担忧以及社会对身

体外貌的消极反馈,有助于解释青少年跨时间和跨

文化的饮食失调症状的变化。
对中国青少年体重自尊(weightesteem)变化

的预测因素研究[17],通过18个月的纵向追踪,探
讨了社会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和生物因素对青少年

身体自我(体重自尊)的影响。发现女孩在首时间

点中有更强的瘦理想偏好、高BMI和消极情感者,
更容易在18个月后体验到体重自尊的下降。男孩

高基线的外貌压力可以预测后继的体重自尊的减

少,该效应以年龄为中介变量。两性的高外貌社会

比较得分均能预测后继的体重自尊的变化。
总之,以上系列研究发现,以往研究在西方文

化下发现的影响因素对解释发展中国家青少年的

饮食失调症状和身体自尊的变化也有显著作用。

  三、认知加工偏好和脑机制研究

(一)负面身体自我图式理论

对负面身体自我的认知机制的解释主要是认

知图式理论[18-19]。该理论认为身体意象失调是由

扭曲和负面的自我图式造成的,它包含对体重、体
形和食物等信息的刻板化、情绪化和过分强调的评

价。当给负面身体自我者呈现或周围环境中出现

与体重、体形和食物等图式相关信息时,会导致该

图式的自动激活,从而使图式相关内容的获得性更

高,加工更精确、更容易,在不同信息加工阶段产生

选择性注意、判断和选择性存储。这种图式只是对

身体相关信息敏感,对与身体无关的信息没有加工

偏好。对图式信息的选择性偏好存在于不同加工

阶段,包括编码偏好、解释偏好、注意偏好以及记忆

偏好等。
(二)负面身体自我的认知加工偏好

编码偏好研究[20]。考察胖/瘦负面身体自我

大学生对胖/瘦相关的身体信息词加工偏好,结果

显示,加工胖相关词的编码速度比对照组显著更

快,对胖消极和隐喻词偏好量大于积极词;瘦负面

身体自我大学生对瘦相关词的编码速度显著比对

照组更快,但对瘦积极词、消极词、隐喻词、字面词

编码的偏好量不存在差异。发现了词性效应,即对

积极、消极和中性的身体词的加工存在明显的编码

偏好。这种认知加工偏好在阈下水平也有发现。
通过两个实验[21]考察了自我和他人启动条件下对



身体信息加工的认知偏好。发现负面身体自我大

学生在“我”和“他”的不同阈下启动条件下,“我”启
动下的编码反应时比“他”启动下的反应时长,在中

国和美国文化下得到一致的结论。
记忆偏好研究[22]。考察了美国和中国青年关

于身体意象的记忆偏好。有胖负面身体自我的大

学生存在对胖词的记忆偏好,即对胖词的记忆更多

更准确。大学生被试存在对目标词的明显的记忆

偏好,该结果在中国和美国大学生得到一致的结

论,说明存在跨文化一致性。
注意偏好研究[23]。针对已采用的线索实验范

式和Stroop颜色命名任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

注意特点,提出胖负面身体自我个体对胖相关信息

的注意偏好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即胖负面身体自我

个体对胖相关信息可能存在注意维持时间更长或

注意解除困难的假设。实验1采用线索范式研究

高胖负面身体自我个体对胖相关词语和身体轮廓

图的注意转移和注意维持,将线索目标SOA设置

为300ms,实验结果支持假设,但未能排除反应准

备和线索对目标产生掩蔽等因素的影响。实验2
采用在身体轮廓图周围呈现字母,要求被试进行字

母辨认的任务,对被试的注意维持成分进行直接测

量。结果证明高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对胖身

体轮廓图确实是注意维持时间更长,但同时也发现

他们对一般身体轮廓图的注意时间更长。实验3
采用返回抑制的实验范式,发现胖负面身体自我实

验组在胖身体轮廓图线索条件下的返回抑制量小

于瘦身体轮廓图线索条件下的返回抑制量,且实验

组在胖身体轮廓图线索条件下的返回抑制量小于

同条件下的对照组。也验证了注意维持时间更长

的假设。三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胖负面身体自我女

大学生对胖身体信息的注意偏好是注意的维持时

间更长而不是注意转移更快。
总之,该领域的系列研究均支持负面身体自我

图式指导认知加工的理论假设。与西方研究相比,
本土化的认知加工机制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对亚临床被试的研究拓展,西方研究多关注临床被

试,对亚临床被试的加工偏好研究结论缺乏一致

性;第二,对词性效应的研究,区分更明确和仔细,
如积极、消极、中性;身体词、隐喻词、形似词;第三,
将加工偏好的研究首先拓展到阈下水平;第四,研
究方法上,注意克服西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对

实验词对照词的情绪色彩、词频和其他特征上不匹

配;实验前对身体相关信息的启动效应;因身体信

息词汇与食物词汇没有分开而可能出现饥饿效应,

忽视身体图式与体重相关的突出特征等;第五,首
次初步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瘦的负面自我被试

的加工特点。
(三)负面身体自我脑机制初探

关于负面身体自我的脑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

索[24]。对身体不满意女性的ERP测量支持对消

极身体词的加工比中性词的加工更精细,表现为

P2、P3、LPC波幅的增加。这种注意偏好在信息加

工的感觉和认知阶段均存在。同时通过对实验组

和对照组在基线测试和正式测试对中性词加工的

比较发现,两次测验的LPC平均波幅有显著差异,
说明对消极身体词的加工对中性词的加工有影响。
说明ERP技术对考察非临床被试的注意偏好方面

可提供更敏感和有效的测量。
另一研究[25]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探

讨胖负面身体自我图式女性对身体图片做出再认后

的脑内时程动态变化。本研究分为两个实验,两个

实验的实验程序一样,不同在于被试。结果发现,实
验一以正常女大学生为被试,发现在650~1000ms
内,“胖图和瘦图”比“中性图片”的ERP波形均有

一个更为正向的偏移。差异的地形图显示,在中后

部活动最强;而实验二以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为

被试,发现在早期成分P2、N3以及300~1000ms
内,“胖图和瘦图”比“中性图片”的ERP波形均有

一个更为正向的偏移(LPC),差异的地形图显示,
在中部最强,并且在750~800ms和850~900ms
内,“胖图”比“瘦图”的ERP波形存在一个更正的

偏移,差异的地形图显示,在中前部偏右最强。

  四、中国青少年饮食失调和超重干预模

式探索

  (一)饮食失调研究

除了探讨正常群体的身体不满意及其危险因

素外,从临床取向角度,侧重对青少年饮食失调症

状的研究[26]。采用国际通用的饮食失调诊断标准

(Eating DisorderDiagnosticScale,EDDS),对

2292名青少年和成年初期学生的测试显示,完全

满足DSM-IV中饮食失调的比例是2.3%,样本中

没有完全符合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Nervosa,

AN)的被试,但有1.1%(23人)符合除“闭经”外的

所有标准;一人除体重正常外,符合其他AN的标

准。样本中有0.3%(7人)符合易饿病(Bulimia
Nervosa,BN)诊断标准,另外7人除强迫行为少

于DSM 阈限外,其他指标均符合 BN 标准。有

0.4%的人符 合 暴 食 症(BingeEatingDisorder,



BED)。女性报告的ED症状显著高于男性,高收

入家庭的被试高于低收入者。
另一研究[27]测试了有饮食失调症状中国青少

年学生与相似人口学变量的同龄人在社会文化经

验、外貌知觉上存在差异。42名学生符合饮食失

调诊断标准,包括神经性厌食症、易饿病和暴食症

的症状组与42名没有症状的对照组进行比较,测
试了觉察到的社会压力、嘲笑、社会比较和负面情

感以及对相貌的担忧。结果发现:症状组报告更多

社会压力、被嘲笑、外貌比较和对相貌的担心,呈显

著差异,但在负面情感上两组没有差异。对五个因

素进行jackknife鉴别分类(discriminantclassifi-
cation)分析发现,76.2%的症状组和81.0%的对

照组能被正确分类。在症状组中,那些报告了完全

或部分符合易饿症和暴食症标准的被试有95%能

被正确鉴别;神经性厌食症的有59.1%能被正确

鉴别。该研究首次发现在中国青少年年中,与体型

和体重没有直接关联的因素,如与相貌相关的社会

压力和社会比较以及对相貌的担忧,也对饮食失调

症状的增加有影响。
(二)基于学校的学生超重干预模式探索

中国青少年的负面身体自我的干预主要针对

学生体质健康问题(超重)。国外对青少年超重的

干预的主要模式包括:以学校为背景的干预主要集

中于校园的健康课程、锻炼课程和食物服务;以家

庭为背景的干预,通过提高父母的健康意识,从而

鼓励其孩子锻炼,减少看电视和打电脑游戏的时

间,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建议使用更有趣、更有

吸引力的活动来增加运动量;以社区为背景的干预

研究,如改变社区的锻炼和营养环境等。
对中国青少年超重的预防干预研究采用以学

校为背景的模式。研究一[28]基于女性身体不满意

的预测模型,从认知取向角度,通过以干预课程为主

的认知干预活动(内容涉及“自我客体化”、“瘦理想

内化”、“身体外貌的社会比较”、“身体外貌的同伴嘲

笑”等),降低青春期女生的身体不满意,形成健康的

身体观。结果表明,身体不满意的干预活动能够有

效防止初中女生身体不满意的进一步增加,对高中

女生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差异;对高中和初中实验

组女生进行自编女生成长问卷测试和访谈,结果显

示干预活动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初中生父母调查的

结果反映了大部分父母比较满意此干预活动。
研究二从行为取向角度,选取健康饮食行为、

运动时间、体重管理方法、饮食习惯和饮食态度等

方面,期望通过健康饮食课程,健康环境塑造,积极

反馈和强化等方法对中学生的体重进行干预,达到

增强健康饮食行为和提高锻炼积极性,改善健康饮

食态度从而起到预防超重和肥胖的目的。结果表

明:在运动时间、饮食习惯和健康饮食态度上存在

显著性差异。增加了被试的运动时间,饮食习惯更

健康并改善了健康饮食的态度。在体重指数上实

验组与控制组存在边际的显著差异,体重指数仅存

在减少的趋势。
总之,初步尝试的干预方案具有可行性和积极

效应,但还有待完善,如考虑干预措施更适合不同

年龄学生的特点,加入社区、学校老师、家长等因

素,使干预效果更明显,有效预防和减少学生因超

重和肥胖对其身心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拓展:第一,开
展身体自我的脑机制研究,如对注意偏好脑机制的

深入研究,对饮食失调人群(如限制性饮食者、神经

性厌食症、贪食症)、肥胖者的认知加工的脑机制研

究,对食物成瘾的研究等;第二,开展文化差异的研

究,对身体自我的民族差异、地区差异的跨文化研

究,东西方文化差异研究;第三,对更具有中国文化

特异性的身体自我领域,如身高、相貌、瘦的研究;
第四,进一步验证基于学校的学生超重干预模式,
探讨其推广性;第五,对特定人群的应用性研究,如
对减肥者、增高者、女性美容者、灾后损伤者的研

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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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dvancementoftheStudyofChinesePhysicalSelf

CHENHong
(SouthwestUniversity,SchoolofPsycholog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reviewsindigenousresearchonthePhysicalSelfinChinesesamples(CPS)basedontheoryandre-
searchfromthepast10years.TheearlieststudiesinvestigatedthedimensionsandstructureoftheCPSintermsofper-
ceivedrealandidealmaleandfemalephysicalcharacteristicsaswellasthenatureofspecificbodyimageconcernsinChi-
neseyoungpeople.Subsequently,experimentaltestswereconductedtotestfornegativePSschemata.Testofstatistical
causalmodelsaswellasthefirsteverprospectiveandinterventionstudiesofriskfactorsforbodyimageandeatingdis-
turbancesconductedonChinesesoilhavebeenmorerecentfocioftheprogramme.Finally,possibleneuralmechanisms
underlyingtheCPSarecurrentlyunderinvestigation.
Keywords:physicalself;negativephysicalselfschema;predictivemodel;longitudinalstudy;brain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