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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量与评估·

汉、藏、彝族青少年身体自我满意度比较

周莹 1,2,3 陈红 3

【摘 要】目的:探讨民族对青少年身体自我满意度的作用特点。方法:采用中学生身体自我量表测量了

汉、藏、彝族 739 名中学生身体自我满意度的状况,并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结果:总体上汉、藏、彝族青少年

对身体自我是满意的。在身体自我五个维度及总体身体自我上,藏族青少年的满意度均高于彝族青少年(P<0.

001); 在身体相貌特征、身体运动特征、身材特征和总体身体自我满意度上, 藏族比汉族青少年更满意(P<0.

001);除了负面特征外,汉族与彝族青少年体验到的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女生对身体自我的满意度较男生更

低(t=3.1~4.6,P<0.001),肥胖者对身材特征尤其不满意。结论:此结果对于民族教育和有针对性的紊乱行为干预

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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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O 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physicalself-satisfaction ofadolescents from differentna-

tionalities.M ethods: 739 adolescents from H an,Tibet and Y i nationalities w ere assessed w ith Physical Self-Scale.

R esults:In general,adolescents from the three nationalities w ere allsatisfied w ith theirphysicalself.The Tibetw ere

significantly m ore satisfied than those from Y i nationality w ith physical self. W ith appearance, m ovem ents, body

shape and overallphysicalself,Tibetw ere m ore satisfied than H an.There w as no significantdifferences betw een Y i

and H an on physicalselfexceptbody flaw .G irls w ere significantly dissatisfied w ith physicalselfthan boys.Fatado-

lescents w ere significantly dissatisfied w ith body shape.C onclusion: These results provide usefulclues to psycholog-

ically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s to adolescents from differentnationalities.

【K ey W ords】adolescents;physicalself-satisfaction;nationality;fat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00039 3.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400715

身体自我是自我概念中最早萌芽的基础部分,随

着医疗、卫生保健、运动、教育等领域研究的增多,身体

自我对于自我整合、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的作用日益得

到关注。身体自我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各方面

如相貌、运动能力、身材等是否满意的程度[1]。不同的

民族文化背景下, 对于身体自我的感知和评价有所不

同[2],针对不同民族背景的青少年学生,根据其对于身

体自我满意度的发展变化特点, 适时地采取教育干预

措施对于预防紊乱行为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身

体自我研究领域,许多研究都肯定性别[1]、肥胖情况[3]、

年龄[4]对身体自我及其发展的作用,但很少有研究引

入了文化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将探讨民族因素

对青少年身体自我发展的作用特点。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西藏拉萨藏族学生( 181 人,男 102、女

79人 ) 、四 川 凉 山 州 彝 族 学 生( 190 人 ,男 109、女 81

人) 及北京汉族学生( 368 人,男 168、女 200 人) 各选

取一所普通中学,在六个年级中,每个年级随机选取一

个班 , 初 一 至 高 三 人 数 分 别 为 121、129、93、173、89、

134 人,共取被试 739 名( 男 379 名,女 360 名) ,年龄

在 13 到 18 岁之间( 16±2) 。

1.2 方法 黄希庭等编制的中学生身体自我量表,

主要包括身体相貌特征、身体运动特征、身材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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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负面特征五个维度,共 33 个题目,7 点记分,得

分越高满意度越高, 其各维度上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0.64 以上,稳定性系数( 0.72~1.86) 较高,间隔两周后

进行重测, 其重测信度为 0.81, 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92,因子负荷水平为 0.352~0.857。因素分析显示,该

量表具有良好的构念效度[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 α 系数 0.92,分半信度为 0.85。

肥胖指数 ( B M I) 的计算公式如下:B M I= 体重

( 公斤) /身高( 米) 2。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提出适合

中国成人的肥胖标准, 即肥胖指数大于等于 24 为超

重,大于等于 28 为肥胖[5]。

1.3 统计 采用协方差分析,结果用 SPSS 统计软件

处理。

结 果

2.1 影响青少年身体自我满意度的因素

将性别、民族作为主要因素,将肥胖指数、年龄作

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 以确定各因素对身体自我

的影响。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青少年身体自我协方差分析( F 值)

身体自我 肥胖指数 性别 民族 年龄 民族 ×性别

身体相貌特征 1.96 16.40*** 29.99*** 11.01*** 1.71

身体运动特征 6.07* 13.10*** 15.96*** 2.01 1.08

身材特征 55.22*** 50.12*** 23.85*** 1.68 2.76

性特征 0.69 8.09** 30.01*** 0.02 0.71

负面特征 1.35 2.70 8.15*** 0.82 0.64

总体身体自我 10.98*** 13.49*** 33.86*** 5.23* 1.69

*P<0.05,**P<0.01,***P<0.001

从协方差分析结果来看, 民族因素在身体自我五

个维度及总体身体自我上作用显著; 肥胖指数对身体

自我满意度有影响, 尤其是在身材特征和身体运动特

征上; 性别主效应在除负面特征外的身体自我各维度

和总体身体自我上显著。

2.2 汉、藏、彝族青少年身体自我满意度比较

根据前述方差分析的结果进一步采用 LSD 法进

行多重比较( 如表 2) 发现在身体自我五个维度及总

体身体自我上, 藏族青少年体验到的满意度均高于彝

族青少年;在对身体相貌特征、身体运动特征、身材特

征及总体身体自我的满意度上, 汉族体验到的满意感

均低于藏族;除了负面特征外,汉族青少年对身体自我

的满意感与彝族青少年没有显著差异。

2.3 不同性别、不同体重青少年身体自我满意度比

较

如表 3 所示,从总体上来说,青少年学生对身体自

我都比较满意。其中青少年对身材特征、身体运动特征

的满意感较低,而对负面特征、身体相貌特征和性特征

的满意感较高。

表 2 汉、藏、彝族青少年自我身体满意度的比较( x±s)

身体自我 汉族 藏族 彝族 民族间两两比较

(N =368) (N =181) (N =190) ( P<0.001)

身体相貌特征 5.3±1.1 5.8±0.9 5.1±1.1 藏族 > 汉族 藏族 > 彝族

身体运动特征 4.6±1.3 5.2±1.1 4.6±1.3 藏族 > 汉族 藏族 > 彝族

身材特征 4.4±1.7 5.5±1.2 4.6±1.4 藏族 > 汉族 藏族 > 彝族

性特征 5.5±1.3 5.6±1.2 4.7±1.2 藏族 > 彝族

负面特征 5.6±1.7 5.8±1.5 5.1±1.9 汉族 > 彝族 藏族 > 彝族

总体身体自我 4.9±1 5.7±0.8 4.8±0.9 藏族 > 汉族 藏族 > 彝族

男女性别差异在身材特征、身体相貌特征、身体运

动特征、性特征和总体身体自我的满意感上显著。如表

3 所示,男生对于身体自我普遍比女生更满意。男生对

于身体运动特征满意感最低, 对身体相貌特征满意感

最高;女生对于身材特征、身体运动特征满意感较低,

对身体相貌特征满意感最高。

偏胖的青少年学生对于身体自我的满意度除了性

特征,普遍都比体重正常的青少年满意度更低。尤其是

在身材特征上,体重偏胖的青少年尤其不满意,且对身

体运动特征满意度较低。

表 3 不同性别、不同体重青少年自我身体满意度比较( x±s)

身体自我 男 女 t值 体重正常 体重偏胖 t值

(N =379) (N =360) (N =619) (N =78)

相貌特征 5.6±1.1 5.2±1.1 4.9*** 5.4±1.1 5.2±1.2 1.0

运动特征 4.9±1.2 4.5±1.2 4.5*** 4.8±1.2 4.3±1.4 3.1***

身材特征 5.1±1.4 4.2±1.6 8.1*** 4.8±1.5 3.8±1.7 5.6***

性特征 5.4±1.3 5.1±1.3 3.1** 5.3±1.3 5.3±1.3 -0.2

负面特征 5.4±1.7 5.6±1.7 -12.1*** 5.5±1.7 5.5±1.7 0.2

总体 5.3±0.9 4.9±0.9 6.0*** 5.1±0.9 4.8±1.1 3.9***

**P<0.01, ***P<0.001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在青少年身体自我满意度中

的重要作用,在身体自我五个维度及总体身体自我上,

藏族青少年的满意度显著地高于彝族青少年; 在身体

相貌特征、身体运动特征、身材特征和总体身体自我满

意度上,藏族比汉族青少年更满意;除了负面特征外,

汉族与彝族青少年体验到的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可

能是因为不同民族的群体代表着不同文化、社会规范、

价值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养方式、同伴态度以及

( 下转至第 8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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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中贫富反差则表现明显, 贫困生

容 易 出 现 心 理 问 题 极 有 可 能 与 此 有 关 。

非贫困生拥有足够的经济基础, 在地方

模式下可以通过正常的消费满足自己的

愿 望 ,其 调 节 方 式 也 呈 多 样 化 ,如 上 网 、

迪吧、购买时兴产品、谈恋爱等等。

与国内其他有关军校大学生的研究

[2]相比,此次调查发现军校管理组总体上

在焦虑因子上得分较高, 但在人际敏感

和偏执上不明显。抑郁往往与焦虑相伴,

军校管理组中抑郁因子得分最高, 因此

焦虑症状也明显。军校管理模式中学生

除了要完成一日学习任务外, 还要花费

较 多 的 时 间 进 行 内 务 整 理 和 军 政 训 练 ,

学习时间和娱乐时间相对不足, 压力不

能得到正常释放可能是焦虑产生的一个

重要原因。

但是, 军校管理模式非常重视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 每日三次的集合点名

都要求队干部对学生最近出现或可能出

现的思想问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目的

是让学生统一思想认识, 减少人际交往

摩擦,保持安定、团结、稳定的局面。且学

生 的 日 常 生 活 、 学 习 等 都 要 求 以 队 、分

队 、班 等 为 单 位 统 一 、集 体 行 动 ,这 就 要

求个体之间团结协作, 而对学生的评优

选 先 也 要 考 虑 其 所 在 单 位 的 整 体 表 现 ,

故 军 校 模 式 下 的 个 体 特 别 重 视 团 结 ,集

体荣誉感强烈。理论上,军校管理模式中

只要基层干部认真执行了日常思想政治

教育,个体应在人际敏感、偏执等因子上

趋于正常。我院长期的思想心理教育[3]表

明: 学生的思想问题背后往往是心理问

题, 故我们鼓励队干部积极学习心理科

学, 提高思想育人和心理育人的教育能

力,目前约有 30% 接受了“心理咨询师”

的培训, 这使得队干部具有一定心理辅

导的职能。同时也说明好的管理制度,执

行者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其效果。

总之, 两种管理模式下处于不同经

济地位的个体皆存在明显的心身健康问

题, 军校模式和地方管理模式对个体的

心身健康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都需要

重视或完善已有体制存在的不足。而两

种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如何使

二者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值得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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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方式的集合, 这一集合构成了青少年身体自

我评价的社会背景或“社会性参照群体”—主流态度。

根据米德的符号互动论[6],个体自我是在与社会的交

互作用中,确切的说是与参照群体的互动中形成的。而

作为自我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体自我亦受到来自于参照

群体的影响。以藏族学生为例,藏族由于生活环境相对

落后,加上民俗传统的影响较深,接触新事物以及观念

更新较慢,但宽阔的草原生活无拘无束,使藏族学生形

成了不计小节、不受拘束、少有顾忌、热情、开朗的性格

特征[7] 。汉族和彝族青少年都是对美有着相似的强调

和苛求,这种民族特点除了体现在民风民俗上( 如彝

族选美) ,还体现在媒体的渲染中( 如汉族居住区常见

的整形美容广告等) 。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性别[3]、肥胖[3,8-10]对于身体

自我满意度的作用。女生对于身体自我的满意度显著

低于男生,女生尤其对身材特征不满意,男生对身体运

动特征的满意度最低。这与时下社会媒介广泛渲染的

女子以苗条为美,男子以健硕为美相互应证。无论汉、

藏还是彝族青少年, 偏胖的学生对于身材特征的满意

度很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增

加,人们对身体健康、饮食健康更为关注,肥胖的体态

不符合现在大部分人的审美观, 给肥胖者心理造成极

大的压力,肥胖还会给身体健康造成很多负担和困扰,

这一点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在每个民族都广泛重视起

来。

本研究中负面特征维度的评分是以有负面特征的

存在为前提的,而取样多是正常青少年,没有残疾等类

型的负面特征,遂评价皆为满意。将来的研究可以集中

于肥胖女性这一群体,考察其身体自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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