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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身体意象和进食障碍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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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旨在调查 275 名在校大学生身体意象、自尊与进食障碍的现状，并探讨身体意

象通过自尊对进食障碍的中介作用。结果：（1）大学生在自尊与身体意象两方面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大学生进食障碍的发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3）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呈现显著负相关；自尊与进食

障碍呈现显著负相关；身体意象与自尊水平碍呈现显著正相关；（4）自尊在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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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身体的感觉是我们对自己最基本的感觉。对身体的满意度与现代社会审美下的身材标准密切相关。

当自己感觉到实际体型体重与期望的理想状态有差距时，会对自己产生负面认知从而变得无法接受自己。

身体意象在自我概念中相当重要。陈红等研究者认为身体意象指个体对自己的身体特征的一种主观性、

综合性及评价性概念［1］。身体意象由外貌关注、外貌评价、肥胖焦虑、体重自评等不同成分组成，是

自我概念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因素［2］。

个人会将自己的身体特征与社会标准相比较，体验到满意或者不满意的感受，产生高或者低的自尊，

会对个体身心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有研究认为对身体的不满会影响自尊，在自我意识中，对自身身体特

征的认知占据了中心位置，因此身体意象和自尊存在显著性相关［2］。

我国大学生产生进食障碍倾向的发生率逐年升高，向西方发达国家靠拢。然而，国内对于大学生发生

进食障碍的关注较少。进食障碍发生的心理社会因素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对身体的不满是阐述进食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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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倾向的主要因素，如大量研究表明对体型的不满和对体重的关注程度可以预测进食障碍倾向［3］。澳大

利亚一项研究显示，正常体重的男性少年的不满体型程度比偏瘦组和超重组更高；5 岁的女孩受社会文化

影响已经会形成关于瘦的概念，并持续一生，致力于使自己满意的体型体重，注重自己的外形吸引力［4］。

低自尊和身体不满被认为都是导致进食障碍的重要因素。雷霖等研究者对北京 499 名女大学生通过

青少年及成人自尊量表和身体意象量表进行筛查，发现与正常体重的个体相比，偏瘦组有较高的自尊水

平［5］。造成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在崇尚痩身美的社会氛围下，大学生将社会文化对于苗条、

瘦身的身体标准内化，导致即使在生理意义上体型体重都正常的个体反而对自己的身体产生负向评价，

从而发生异常进食行为，如：催吐节食、过度运动等行为。综上所述，个体的自尊水平越低，进食障碍

发生的概率越高。因此，可以认为大学生对自身体型体重的歪曲认识、不合理的期望及较低的自尊是引

发进食障碍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 300 份，剔除无效问卷 13 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287 份。有效

回收率为 95.67%。研究对象的基本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有效被试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effective subjects

基本信息 分类 N 百分比 %

性别
男 130 45.3
女 157 54.7

年级

大一 61 21.3
大二 88 30.7
大三 71 24.7
大四 67 23.3

2.2  研究工具

（1）身体意象状态量表（BISS）

采用托马斯·福（Thomas F）、卡什（Cash）等人在 2002 年编制的身体意象量表。由 6 个条目组成，

考察被试在某一时刻对自己的身体外形，身体大小，体重，吸引力，自我感受，与他人比较的认识。

（2）自尊量表（SES）

由季益富、于欣在 1993 年翻译并修订的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该量表主要测量个体的整体自

尊。它是使用频率是最高的自尊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3）进食障碍检查量表 6.0 版（EDE-Q 6.0）

该量表用来评估过去 28 天的进食障碍核心心理病理特征及进食障碍行为。由 28 个条目组成，其中 

22 个条目用于评估进食障碍的核心心理病理特征，分为 4 个分量表：饮食限制、进食顾虑、体形顾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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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顾虑。另外 6 个条目用于协助诊断，评估进食障碍行为发生频率的自填条目。分量表的题目 7 点计分。

4 个分量表分数是其所属条目的平均分数，代表该方面症状的严重程度。4 个分量表分数加平均后得到

代表性进食障碍分数，代表进食障碍症状严重程度的总量表分数［6］。分量表和总量表分数越高，代表

症状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95，信度良好。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6.0 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在进行统计分析之前，使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研究问卷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有 7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且

第 1 个因子只能解释方差的 12.22%，因此，并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身体意象与自尊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3.1.1  大学生身体意象与自尊在性别方面的差异

从表 2 可以看出大学生群体持较高水平的自尊水平，中等偏上水平的身体意象水平。大学生在自尊与

身体意象两方面均存在性别的显著差异，在自尊上，男生得分低于女生，说明女生的自尊水平更高；而在

身体意象方面，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说明相较于女大学生，男大学生持有的身体意象水平更高，更积极。

表 2  身体意象与自尊的性别差异

Table 2 Sex differences in body image and self-esteem

性别 M SD t

自尊
男 2.60 0.36

-2.47*

女 2.71 0.44

身体意象
男 5.58 0.96

2.51*

女 5.25 1.21

注：**p<0.01，***p<0.001，下同。

3.1.2  大学生身体意象与自尊在年级方面的差异

由表 3 可知，自尊与身体意象在大学生群体中不存在年级差异。

表 3  身体意象与自尊的年级差异

Table 3 Grade differences in body image and self-esteem

年级 M SD F

自尊

大一 2.70 0.39

2.59
大二 2.58 0.46
大三 2.64 0.34
大四 2.75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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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M SD F

身体意象

大一 5.35 1.08

1.15
大二 5.26 1.21
大三 5.56 0.97
大四 5.47 1.14

3.2  大学生进食障碍各维度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差异

3.2.1  大学生进食障碍的总体情况

由表 4 可知，大学生进食障碍问题相对严重。在进食障碍量表上得分≥ 5 的个体进食障碍程度达到

临床显著性，测得的大学生中有 10.6% 在量表得分≥ 5，在分析协助诊断题目之后，发现 8.6% 的大学生

的进食障碍程度达到临床显著性。 

表 4  大学生进食障碍的总体情况

Table 4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eating disorder in college students

得分 频率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 1 27 9.0% 9.2%
≥ 2 61 20.8% 29.8%
≥ 3 79 26.9% 56.6%
≥ 4 96 32.8% 89.2%
≥ 5 32 10.6% 100.0%

3.2.2  大学生进食障碍在性别方面的差异

由表 5 可知，进食障碍的 3 个分维度在年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表现为在饮食限制、进食相关 2 个

维度中大二、大三得分高于大四。在体重相关方面，大二高于大一、大四。总体处于正常水平，未达到临

床显著性，这表明二年级的大学生的进食障碍程度相较于三年级的大学生、四年级的大学生进食障碍更高。

表 5  大学生进食障碍的年级差异

Table 5 Grade differences in eating disord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SD
F LSD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进食障碍 3.47±1.07 3.81±1.23 3.7±1.24 3.22±1.11 3.635** 大二＞大三，大二＞大四
饮食限制 3.29±1.41 3.62±1.48 3.7±1.43 2.84±1.49 4.847*** 大二＞大三，大二＞大四
进食相关 3.26±1.22 3.49±1.32 3.57±1.33 2.91±1.23 3.58** 大二＞大三，大二＞大四
体型相关 3.63±1.06 4±1.25 3.7±1.17 3.51±1.11 2.516
体重相关 3.55±1.22 4.02±1.41 3.81±1.39 3.37±1.24 3.448** 大二＞大一，大二＞大四

3.3  大学生身体意象、自尊与进食障碍的相关分析

如表 6 所示，自尊与身体意象显著正相关（p<0.01），在身体意象量表上的得分越高，则个体的身

体意象越积极，其自尊水平越高。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呈显著负相关（p<0.01），说明身体意象越消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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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进食障碍发生率可能越高。自尊与进食障碍呈现显著负相关（p<0.01）。身体意象、自尊与进

食障碍呈现两两高相关关系。在进食障碍的分维度中，身体意象与饮食限制维度相关不显著，与进食相关、

体型相关以及体重相关三个维度相关显著（p<0.01）。自尊与进食障碍的 4 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p<0.01）。

表 6  身体意象、自尊与进食障碍的相关分析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body image, self-esteem and eating disorder

身体意象 自尊 进食障碍 饮食限制 进食相关 体型相关 体重相关
身体意象 1

自尊 0.437** 1
进食障碍 -0.268** -0.324** 1
饮食限制 -0.063 -0.279** 0.892** 1
进食相关 -0.174** -0.302** 0.905** 0.833** 1
体型相关 -0.382** -0.327** 0.926** 0.708** 0.745** 1
体重相关 -0.290** -0.275** 0.938** 0.779** 0.786** 0.877** 1

3.4  大学生身体意象、自尊与进食障碍的回归分析

根据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研究可知，身体意象、自尊及进食障碍相关显著。由此也表明身体意象、

自尊极有可能对进食障碍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在控制性别与年级两个变量后分别对身体意象、自尊、

进食障碍各维度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

由表 7 可知，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0.29，p<0.001）。在加入自尊

这个中介变量后，身体意象仍对进食障碍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0.17，p<0.001），并且自尊与身体

意象之间也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β =0.17，p<0.001）；同时自尊与进食障碍之间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

（β =-0.72，p<0.001），因此自尊在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关系中中介效应显著。据此建立了自尊在身体

意象与进食障碍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1。

表 7  身体意象、自尊与进食障碍的回归分析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body image, self-esteem and eating disorder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进食障碍 0.28 0.08 7.87***

性别 -0.12 -0.85
年级 -0.08 -1.17

身体意象 -0.29 -4.61***

自尊 0.49 0.24 28.95***

性别 0.18 4.29***

年级 0.01 0.33
身体意象 0.17 8.68***

进食障碍 0.35 0.12 9.80***

性别 0.01 0.10
年级 -0.07 -1.12
自尊 -0.72 -3.80***

　 身体意象 　 　 　 -0.17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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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

身体意象
进食障碍

0.17***
-0.72***

-0.17***

图 1  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image and eating disorder: mediating model of self-esteem

3.5  自尊的中介作用

为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以及估计其可信区间，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设定

重复抽样 50000 次。若间接效应在 95% 置信区间上限与下限之间未包含 0，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 

从表 8 可知，身体意象能够显著预测自尊（p<0.01），身体意象可以显著预测进食障碍（p<0.001），

自尊可以显著预测进食障碍（p<0.01）。身体意象对进食障碍的间接效应上限下限的区间不包括 0，说

明中介效应存在；身体意象对进食障碍的直接效应上限下限的区间不包括 0，说明中介变量自尊是部分

中介变量。由此可见自尊在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间中介作用显著，起部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 42%。

表 8  身体意象、自尊、进食障碍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8 Mediating effects of body image, self-esteem and eating disorders

效应值 BoostSE Boost LLCI Boot ULCI 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0.17 0.08 -0.32 -0.02 58%
间接效应 -0.12 0.04 -0.20 -0.05 42%

总效应 -0.29 0.07 -0.43 -0.15 100%

4  讨论

4.1  大学生身体意象总体状况讨论

以往研究者提出，影响身体意象的因素有：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BMI）、自我效能感、自

尊、人格、家庭因素等。本研究表明，大学生持有正常偏积极的身体意象水平，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表现为相较于女生，男生的身体意象水平更积极。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其研究结果普遍认为，

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7］。另有大量研究探讨了身体意象的性别差异的内在机制，

旨在从根本上解释身体意象在性别之间的差异。例如，哈利维尔（Halliwell）等认为：男性更倾向于把

身体看作一个整体，而女性更倾向于把身体部分区分来看；男性更关心身体功能的强弱，女性倾向于关

注身体的展示；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己的身体表现出更满意的态度，女性则相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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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学生自尊总体状况讨论

低自尊水平的大学生经常对自己的体型体重等外部形象做负性评价，常常否定自己，倾向于认为自

己的外表不够漂亮、不够瘦，身材不够理想，进而产生消极的身心健康状况，盲目采取节食、催吐、超

量运动等损伤身体的方式来维持身材，导致进食障碍。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平均自尊水平在中等偏上

水平，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该结果与国内其他研究一致，如一项对 1384 名大学生进行自尊水平

测量的研究中发现，性别在自尊及分量表上呈现显著差异［9］。

4.3  大学生进食障碍总体状况讨论

本文选用 EDE-Q6.0 进食障碍问卷进行测评大学生的进食障碍问题，EDE-Q 不仅可以作为进食障碍

的核心心理症状与其他的进食态度与行为的测量工具，而且可以测量进食障碍的出现频率。既可以衡量

已有进食障碍症状大学生的进食障碍严重程度，也可以作为筛查进食障碍的初步工具。本研究未发现大

学生进食障碍倾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大部分前人研究不符，可能与研究取样不同有关。

研究发现大学生进食障碍情况存在年级的显著差异。二年级的大学生更容易发生进食障碍，四年级

的大学生相对不容易发生进食障碍。这与康玉崎等的研究不符，可能是取样过程不同于量表不同造成。

他认为大学生存在年级的显著差异，其中大三、大四学生的得分高于大一、大二学生，因为大三、大四

学生将面临社会影响以及求职压力，对外表以及身体外形的要求得更高［10］。在发放的问卷中，8.6% 的

大学生在 EDE-Q6.0 中显示其进食障碍水平达到临床显著性。这意味着已经达到进食障碍的临床显著性，

与以往研究对比证实了大学生发生进食障碍的人数正逐年上升。

4.4  大学生身体意象、自尊、进食障碍关系讨论

4.4.1  身体意象与自尊关系讨论

本研究显示，身体意象与自尊呈现显著相关性，身体意象可以正向预测自尊，即在身体意象量表中

得分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具有积极身体意象的个体，其自尊水平也较高。这和已有研究显示的

结果一致：积极的身体意象有助于形成高水平的自尊［11］；大学生通过关注身体外形，并比较社会审美

中的标准身材，若与标准一致，则感到满意，产生较高自尊，若不一致，则感到不满意，则会产生低自

尊，不满意程度加深，则个体容易产生体像障碍［12］。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大学生将“以瘦为美”

的社会审美内化，即身材越瘦，身体意象评价越高。

4.4.2  自尊与进食障碍关系讨论

本研究显示自尊对进食障碍有显著的负相关，即自尊水平越高，个体进食障碍倾向越不明显。这与

前任研究结果一致。付丹丹等的研究显示，自尊与暴食行为、与体重体型有关的态度呈现显著负相关，

同时自尊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进食障碍症状［13］。也就是说，当大学生的自尊水平越低时，其进食障碍发

生的可能性就越高。低自尊的个体，更加容易出现暴饮暴食，过度节食，催吐等异常行为，产生一系列

不健康的身心状态。

4.4.3  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关系讨论

在身体意象的信息加工理论的模式中，身体意象被看作是认知偏见的一种类型，它来源于与身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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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和饮食有关的记忆储存中的自我图式。研究结果与身体意象信息加工观的理论一致，身体意象与进食

障碍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一项关于大学生适应性进食的研究不谋而合，其研究显示，适应性进

食的维度之一直觉进食代表了进食障碍倾向较弱，发现其与身体不满、体像障碍呈负相关［12］，即身体

不满可以正向预测进食障碍倾向。对进食障碍患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显示，进食障碍患者的理想身体与

现实身体的差距较大，即存在体像障碍［14］。

4.5  自尊的中介效应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身体意象与自尊有显著高相关，自尊可以作为预测大学生进食障碍的指标之一，身体

意象与进食障碍的关系呈现显著高相关。因此，身体意象、自尊与进食障碍两两高相关。建立自尊作为

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的中介变量模型发现，自尊在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消极的身体

意象对大学生患进食障碍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外形的大学生，持有消极身体意象，

发生进食障碍的可能性较高；消极身体意象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会随着身体意象的消极发展越来越低，进

而发生暴饮暴食，过度关注体重，异常瘦身行为等进食障碍症状。有前人研究发现，个体对自己身体外

形的认知与现实的身体意象是不符的，理想外形往往被夸大，这种错误理解的身体意象会直接降低个体

的自尊，使其发生异常进食行为，“理想—现实”体重体形的差距越大，个体感受到的自尊就会越低，

个体越容易发生进食障碍［15］。

5  结论

（1）大学生的身体意象与自尊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自尊水平上，女生的自尊水平比男生高；

在身体意象方面则相反，相较于女生，男生的身体意象水平更积极。大学生进食障碍的发生不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但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大二学生更容易发生进食障碍；

（2）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呈现显著负相关，自尊与进食障碍呈现显著负相关，身体意象与自尊水

平碍呈现显著正相关；

（3）自尊在身体意象与进食障碍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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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Body Image and 
Eating Disorder: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Huang Kun Zhang We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275 college 
students’ body image, self-esteem and eating disorder,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ody image 
on eating disorder through self-esteem.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lf-
esteem and body image;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grade differences in the occurrence of eating disord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image and eating 
disord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steem and eating disord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image and self-esteem; (4) Self 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body image and eating disorder.
Key words: Body image; Self-esteem; Eating dis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