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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采用体质量指数(ＢＭＩ)体象量表将女大学生对自身体型认知与期望认知进行量化并考察体型认知

偏差对节食倾向的预测作用ꎬ为进一步提供干预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取便利抽样的方式ꎬ抽取重庆 ２ 所师范院校各 ５
个班共 ５７９ 名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采用多元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节食倾向的预测因素ꎮ 结果　 ４１.６２％的女大学生主

观体型认知与实际体型存在偏差ꎬ量化后 ８１.６９％(４７３ 名)的女大学生对体型期望存在偏差ꎮ 体型期望认知偏差的程度与

饮食行为呈负相关ꎬ与节食倾向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１０ꎬ０.３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节食倾向与 ＢＭＩ 呈正相关ꎬ与饮食行为

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４ꎬ－０.１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体型期望认知偏差程度、饮食行为、ＢＭＩ、饮食健康意识、年级对节食倾

向均有预测作用ꎬ５ 个预测变量与节食倾向的多元相关系数为 ０.４３ꎬ决定系数为 ０.１８ꎬ回归模型整体检验值为 ４.２４(Ｐ ＝
０.０４)ꎮ ５ 个预测变量可解释节食倾向的 １８.１％ꎬ其中解释力最强的是体型期望认知偏差程度ꎬ能够解释变异量的 １２.９％ꎮ
结论　 女大学生对自身的体型认知普遍存在偏差ꎬ主要是期望更瘦ꎮ 对自身体型不理性的期望会导致采取不良饮食甚至

节食的行为ꎬ严重影响身心的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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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阶段是自我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ꎬ由于社交

活动逐渐增多ꎬ异性交往频繁ꎬ对自身外表及他人评

价非常重视ꎬ其中体型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ꎮ 近年

来ꎬ“瘦即是美”的审美观在大众中普遍存在ꎬ对女性

的影响远远大于男性[１] ꎬ这种非理性的认知往往带来

许多负性心理和行为[２－３] ꎮ 有研究指出ꎬ大学生易受

外部因素的影响ꎬ产生对自身体像过高的期望ꎬ从而

出现感到烦恼与幸福感缺失的现象[４] ꎮ 而该现象在

女大学生中更为严重ꎬ且更容易出现非理性的体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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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ꎬ并倾向采取行动提高自己的外表吸引力[５] ꎮ 大学

生在自我认知存在偏差、价值观不稳定的情形之下ꎬ
易受外界和自我不理性认知的影响ꎬ进而通过不良饮

食方式、节食、减肥药等病理性瘦身行为达到瘦身的

目的ꎮ 研究表明ꎬ女大学生对自身体形的歪曲认识ꎬ
不合理的期望是影响瘦身倾向进而引发进食障碍的

重要因素[６] ꎮ 这种对自身体型的非理性认知ꎬ不仅会

导致心理健康问题ꎬ还会发展为不当的行为ꎬ对身心

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ꎮ 本研究采用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体象量表将女大学生对自身体型认知与期望认

知进行量化ꎬ考察体型认知偏差对节食倾向的预测作

用ꎬ为进一步提供干预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采取便利抽样的方式ꎬ在重

庆 ２ 所师范院校(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
各抽取 ５ 个班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纳入标准:
全日制在校本科女大学生ꎬ在调查所在学期主要时段

在校ꎮ 排除标准:夜大、在职学生、研究生、休学、长期

不在校学生ꎮ 调查时向学生说明调查目的ꎬ意义及填

写方法ꎮ 提交问卷视为知情并同意此次调查ꎮ 最终

１０ 个班级女学生全部提交问卷ꎬ共 ６３５ 份问卷ꎬ有效

问卷 ５７９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１.２％ꎮ 其中大三学生 ３４５ 名ꎬ
大二学生 １１１ 名ꎬ 大一学生 １２３ 名ꎮ 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正常的 ３６９ 名ꎬ消瘦 １７２ 名ꎬ超重和肥胖 ３８ 名ꎮ
各年级 ＢＭＩ 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 ０１ꎬＰ ＝
０.１４)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进行调查ꎬ问卷包括基本情况ꎬ
饮食相关行为问卷(饮食行为、饮食健康意识、节食倾

向)ꎬ ＢＭＩ 体象量表 ( ＢＭＩ￣Ｂａｓｅｄ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ｅｓｔꎬＢＭＩ－ＳＭＴ)ꎮ
１.２.１　 基本情况　 包括年级、主观体型认知、身高、体
重ꎮ 主观体型认知为被试者自认为属于“胖” 或“不

胖”ꎮ 根据身高体重计算 ＢＭＩꎬ作为实际体型的判断ꎮ
以 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 / ｍ２ 为消瘦ꎬ１８.５ ~ ２３.９９ ｋｇ / ｍ２ 正常ꎬ
２４ ~ ２７.９９ ｋｇ / ｍ２ 为过重ꎬ２８ ~ ３２ ｋｇ / ｍ２ 为肥胖[７] ꎮ 主

观体型认知与实际体型相比有差异为主观体型认知

偏差ꎮ
１.２.２　 饮食相关行为　 饮食行为问卷(共 １０ 题)和饮

食健康意识问卷(共 ５ 题)ꎬ选项为经常、有时、偶尔、
无ꎬ分别计 ３ ~ ０ 分ꎬ按照利于健康为正向ꎬ反向题进行

反向计分ꎬ即得分越高饮食行为越好ꎮ 节食倾向问卷

根据进食态度问卷( ＥＡＴ－２６) [８] 进行改编ꎮ ＥＡＴ－２６
是评定进食障碍症状和相关特征使用最广泛的测量

工具之一ꎬ由节食、贪食和食物关注、口欲控制ꎬ本研

究采用其中关于节食的部分ꎬ共 ９ 题ꎮ 按总是、经常、
有时、很少、从不ꎬ分别计 ５ ~ １ 分ꎬ即得分越高越倾向

于节食ꎮ 量表在已有的研究中显示信、效度良好ꎬ本
次测量中节食倾向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ꎬ信度

良好ꎮ 由于本问卷仅取进食障碍量表的其中一个维

度的节食量表部分ꎬ因此以区别效度评估其效度ꎮ 题

项与总分之间相关系数在 ０.５１ ~ ０.８２ 之间ꎬ题项与题

项之间相关系数在 ０.１３ ~ ０.４０ 之间ꎬ均小于其与总分

的相关系数ꎬ且均小于 ０.５ꎮ 各相关系数均在 ０.０１ 水

平上呈显著相关ꎮ 说明问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ꎮ
１.２.３　 ＢＭＩ－ＳＭＴ[９] 　 共 ２ 题ꎬ每题呈现相同的 ４ 幅由

瘦至胖的女性体形图ꎬ以 ４ 副图为基本点ꎬ从左至右给

出 ２７ 个评定点(４ 幅图分别对应第 ５ꎬ１１ꎬ１７ꎬ２３ 点)ꎮ
２ 题分别让被试者选出自己的“实际体型”和“期望体

型”ꎮ 按由左至右的方格计为 １ ~ ２７ 分ꎬ并直接转换为

客观体形指数 １４ ~ ４０ꎮ ＢＭＩ－ＳＭＴ 图形量表具有生动、
客观、易于施测的特点ꎬ在不同种族、不用年龄段间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１０] ꎮ 本研究自身体型期望偏差
＝个体所选“实际体型”转换分值－个体所选“期望体

型”转换分值[６] 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整体筛选ꎬ采
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采用了 ｔ 检
验、χ２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重线性回

归分析等方法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女大学生体型认知偏差　 ５７９ 名女大学生中ꎬ主
观体 型 认 知 与 实 际 体 型 存 在 偏 差 的 有 ２４１ 名

(４１.６２％)ꎬ其中 ２２５ 名(３８.８６％)女大学生认为自己

胖ꎬ３５４(６１.１４％)名认为一般或者不胖ꎮ 认为自己胖

的女生中ꎬ与实际体型相比ꎬ ＢＭＩ 消瘦和正常的占

９５.１１％(２１４ 名)ꎻ认为不胖的女大学生ꎬＢＭＩ 超重或

肥胖的 ２７ 人ꎬ占 ６.１８％ꎮ 量化后 １８.３１％ (１０６ 名)女

大学生对自身体型期望无认知偏差ꎬ其中 ７０.９８％(４１１
名)的女生希望自己更瘦ꎬ１０.７１％(６２ 名)希望自己更

胖ꎮ 在体像认知无偏差的人中ꎬ实际 ＢＭＩ 为消瘦有

３７.７４％ꎬ正常 ５６.６０％ꎬ超重或肥胖 ５.６６％ꎮ 希望自己

更瘦 的 女 生ꎬ 实 际 ＢＭＩ 为 消 瘦 有 ２７. ２５％ꎬ 正 常

６５.９４％ꎬ超重或肥胖 ６.８１％ꎮ 希望自己更胖的人中ꎬ
实际 ＢＭＩ 消瘦的占 ３２.２６％ꎬ正常 ６１.２９％ꎬ超重和肥胖

６.４５％ꎮ
２.２　 女大学生饮食相关行为　 主观体型认知存在偏

差的女大学生饮食行为与节食倾向得分高于无偏差

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４５ꎬ９.４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自身体型期望存在偏差女大学生节食倾向得

分高于无偏差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５. ５５ꎬ Ｐ <
０.０１)ꎮ 不同 ＢＭＩ 女大学生节食倾向得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Ｆ ＝ ７.２７ꎬＰ<０.０１)ꎮ 两两比较发现ꎬＢＭＩ 正常

女生节食倾向得分高于消瘦组(Ｐ ＝ ０.００)ꎬ其余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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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ꎮ 不同年级女大学生饮食行为与饮食

健康意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３.１５ꎬ
１１.１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两两比较发现ꎬ大三女生健康

意识得分高于大二与大一女生ꎬ大三饮食行为得分高

于大二(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女大学生饮食相关行为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饮食行为 饮食健康意识 节食倾向
主观体型认知与实际体型的偏差 无 ３３８ ２２.９５±２.９６ ７.６７±３.０７ ３４.８０±６.３９

有 ２４１ ２２.３２±３.２６ ７.２２±３.２０ ３０.０３±５.６６
ｔ 值 ２.４５ １.７３ ９.４８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０

自身体型期望偏差 无 １０６ ２２.８５±２.７０ ７.８８±３.２１ ３５.９２±６.２１
有 ４７３ ２２.６５±３.１８ ７.４０±３.１１ ３２.１２±６.４０

ｔ 值 ０.６６ １.４３ ５.５５
Ｐ 值 ０.５１ ０.１５ ０.００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消瘦 １７２ ２２.８５±３.１２ ７.７４±３.０３ ３４.３９±６.９９
正常 ３６９ ２２.６３±３.０５ ７.３３±３.１９ ３２.１４±６.１５
超重 / 肥胖 ３８ ２２.５５±３.５５ ７.８７±２.９８ ３２.２４±６.８９

Ｆ 值 ０.３４ １.３２ ７.２７
Ｐ 值 ０.７１ ０.２７ ０.００

年级 大一 １２３ ２２.８０±３.１１ ６.９０±３.４２ ３１.８７±６.４０
大二 １１１ ２２.０２±３.０３ ６.６０±２.７０ ３２.７２±６.２１
大三 ３４５ ２２.８６±３.１０ ７.９８±３.０６ ３３.１８±６.６６

Ｆ 值 ３.１５ １１.１８ １.８５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３　 女大学生体型认知与饮食相关行为的相关性　
体型期望认知偏差的程度与饮食行为呈负相关ꎬ与节

食倾向呈正相关ꎻ节食倾向与 ＢＭＩ 呈正相关ꎬ与饮食

行为呈负相关ꎻ健康意识与年级、饮食行为均呈正相

关ꎮ 见表 ２ꎮ
２.４　 女大学生节食倾向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见

表 ３ꎮ

表 ２　 女大学生体型认知偏差与

饮食相关行为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５７９)

变量 年级 ＢＭＩ
体型期望认

知偏差程度

饮食健

康意识
饮食行为

ＢＭＩ －０.０５
体型期望认知偏差程度 －０.０３ ０.０６
饮食健康意识 ０.１６∗ －０.２９ －０.０６
饮食行为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３１∗

节食倾向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３６∗ ０.０３ －０.１８∗

　 注:∗Ｐ<０.０５ꎮ

表 ３　 女大学生节食倾向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５７９)

常量与自变量 回归系数 Ｒ２ 值 △Ｒ２ 值 Ｆ 值 Ｂ 值 β 值 Ｐ 值
常量 ２５.７９
体型期望认知偏差程度 ０.３６ ０.１３ ０.１３ ８５.２９ ０.６５ ０.３４ ０.００
饮食行为 ０.３９ ０.１５ ０.０２ １４.７７ －０.３８ －０.１８ ０.００
ＢＭＩ ０.４１ ０.１６ ０.０１ ９.１４ １.３３ ０.１１ ０.００
饮食健康意识 ０.４２ ０.１８ ０.０１ ７.７５ ０.２６ ０.１２ ０.０１
年级 ０.４３ ０.１８ ０.０１ ４.２４ －０.６３ －０.０８ ０.０４

　 　 由表 ３ 可见ꎬ以节食倾向为因变量ꎬ体型期望认知

偏差程度、饮食行为、ＢＭＩ、饮食健康意识、年级作为自

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ꎬ结果表明ꎬ体型期望认

知偏差程度、饮食行为、ＢＭＩ、饮食健康意识、年级对节

食倾向均有预测作用ꎮ ５ 个预测变量与节食倾向的多

元相关系数为 ０.４３ꎬ决定系数为 ０.１８ꎬ回归模型整体

检验值为 ４.２４(Ｐ ＝ ０.０４)ꎬ因此 ５ 个预测变量可解释节

食倾向的 １８.１％ꎬ其中解释力最强的是体型期望认知

偏差程度ꎬ能够解释变异量的 １２.９％ꎻ其次为饮食行

为ꎬ能解释变异量的 ２.２％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４１.６２％女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认知

存在偏差ꎬ其中 ３８.８６％的女大学生感知自己比较胖ꎬ
但有 ９５.１１％存在认知偏差ꎬ即感知到较胖的女大学

生ꎬ有 ９５.１１％实际 ＢＭＩ 处于消瘦和正常ꎮ 而认为自

己不胖的女大学生仅 ６.８１％存在偏差ꎬ即感知到不胖

的女大学生其实只有 ６.８１％超重或肥胖ꎮ 说明存在认

知偏差的女大学生ꎬ绝大部分主观上是期望自己更瘦

的ꎮ 除主观上的判定ꎬ本研究采用 ＢＭＩ－ＳＭＴ 量表将

女大学生心目中自身的体型与期望的体型量化后进

行对比ꎬ结果显示ꎬ８１.６９％的女大学生对自身体型期

望存在偏差ꎬ 其中最 主 要 是 希 望 自 己 变 得 更 瘦

(７０.９８％)ꎮ 说明多数女大学生对自身的体型存在不

理性的认知ꎬ并且更倾向于瘦ꎬ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

致[１１－１３] ꎮ 可能是:(１)受到“以瘦为美”不当审美标准

的影响ꎮ 近年来由于受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ꎬ大众尤

其是女性对体型审美评判标准变成了“瘦”“苗条”等ꎬ
在此标准的影响下ꎬ女大学生普遍认为自己应该更瘦

才能符合大众的审美观点ꎮ ( ２) 宣传教育不够[１４] ꎮ
目前较为简便和科学的体型判断依据是 ＢＭＩ、腰围、腰
臀比等ꎬ但以上指标主要常用于专业人员进行肥胖和

健康筛查ꎬ没能在大众中进行推广运用ꎬ由于缺乏正

确的判断标准ꎬ女大学生很容易出现对自身体型的错

误判断ꎮ (３) 大众传媒的影响[１５] ꎮ 当前媒体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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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女性形象往往是体重低于常人标准的ꎬ而大学

生经常将自己的体型与媒体上纤瘦苗条的形象作对

比ꎬ很容易陷入对自己体型产生非理性认知与不满意

的情况ꎮ (４)大学生群体特点所致ꎮ 与高中和职业阶

段相比ꎬ大学生没有繁重课业压力和工作压力ꎬ同时

社交活动逐渐增多ꎬ异性交往频繁ꎬ对自身外表及体

型更加关注ꎮ 同时集体生活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周围

不当审美观和社会潮流的影响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节食倾向方面ꎬ无论主观体型认

知存在偏差还是自身体型期望存在偏差的女大学生ꎬ
节食倾向得分均高于不存在认知偏差者ꎬ且相关分析

发现ꎬ节食倾向与认知偏差程度呈正相关ꎬ体型期望

认知偏差的程度与饮食行为呈负相关ꎬ说明女大学生

对自身体型认知偏差越大越容易导致不良的饮食行

为甚至节食ꎬ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３ꎬ１１ꎬ１６－１７] ꎮ 本研

究显示ꎬＢＭＩ 正常女生节食倾向得分高于消瘦女生ꎬ即
与消瘦相比ꎬＢＭＩ 正常的女生更倾向于节食ꎮ 相关分

析显示ꎬ实际 ＢＭＩ 值越高的女大学生越倾向于节食ꎮ
在饮食健康意识方面ꎬ大三女生得分高于大二与大一

女生ꎮ 有研究表明ꎬ与高年级的学生相比ꎬ大一和大

二的学生更热衷于瘦身ꎬ且容易采取病理性瘦身行

为[１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年级越高的女大学生饮食健

康意识越好ꎬ且大三女大学生在饮食行为和饮食健康

意识方面得分均高于大一、大二ꎮ 可能与高年级大学

生思考问题方式更成熟、接受相关知识更多有关ꎮ 说

明对针对大学生的饮食健康教育或许对大学生形成

正确的观念ꎬ从而养成良好的饮食行为是有效的途

径ꎮ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体型期望认知偏差程

度、饮食行为、ＢＭＩ、饮食健康意识、年级对节食倾向均

有预测作用ꎬ其中体型期望认知偏差程度是最强的预

测因子ꎬ与雷霖等[６] 研究观点一致ꎮ 说明女大学生对

自身体型不理性的期望ꎬ会采取非理性的措施进行改

变ꎬ严重的影响身心的健康ꎮ 应有针对性的采取干预

措施ꎮ
本研究显示ꎬ女大学生普遍存在对体型认知的偏

差ꎬ主要是期望自己“更瘦”ꎬ而这种认知对女大学生

饮食行为产生一定影响ꎬ如更负向的饮食行为、倾向

于节食等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体型期望认知偏差程

度、饮食行为、ＢＭＩ、饮食健康意识、年级是节食倾向的

预测因素ꎮ 提示针对女大学生的相关宣教迫在眉睫:
(１)应引导女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体型认知ꎬ辅导员和

校团委可通过多种渠道如讲座、宣传手册、选修课、辩
论赛、多种社团活动等ꎬ在校园内营造正确的审美观

念ꎻ倡导媒体不鼓吹“瘦身风”ꎬ坚决杜绝相关商业商

品入住校园ꎮ (２)定期进行体测ꎬ大力宣讲科学的体

型判定标准ꎬ强化大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和指标对体型

和健康程度进行判定ꎬ而不仅是体重ꎮ (３)通过专门

的课程和活动ꎬ教会大学生通过健康的饮食方式和科

学锻炼的方式达到塑形和强身的作用ꎮ 通过各种激

励手段促进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ꎬ形成积极运动的

校园氛围ꎮ (４)应加强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监测ꎮ
非理性的认知会带来心理健康的问题ꎬ从而形成不当

的行为ꎬ学校应在不同年级定期发放相关的筛查问

卷ꎮ 对有倾向的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助ꎬ有必要时

应开设相应的心理咨询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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