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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初中生体象障碍、学校适应和亲子亲和之间的关系ꎬ为促进初中生心理健康与学校适应水平、调
整亲子关系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９ 年 ８—１２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使用体象障碍量表、学校适应量表和亲子亲和

量表对分层整群抽取的北京市 １ ３６７ 名初中生进行调查ꎮ 结果　 初中生体象障碍在性别、家庭类型、户籍和年级特征上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Ｆ 值分别为－３.６７ꎬ －３.０５ꎬ－２.８７ꎬ ８.６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初中生学校适应在性别、家庭类型和年级特征

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Ｆ 值分别为 ３.１６ꎬ３.９２ꎬ９.７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初中生亲子亲和父亲和母亲分表在年级特征上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１０.５８ꎬ１１.７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体象障碍对学校适应有负向预测作

用(β＝ －０.３２ꎬＰ<０.０１)ꎬ亲子亲和对学校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０.４５ꎬＰ<０.０１)ꎮ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结果显示ꎬ亲子亲和

在初中生体象障碍与学校适应关系中起调节作用ꎬ加入交互项之后ꎬ回归方程解释学校适应的 ２８％ꎬ其中新增解释量△Ｒ２

值为 ３％ꎮ 结论　 亲子亲和在初中生体象障碍与学校适应关系中起调节作用ꎬ应重视并促进其树立正确体象观ꎬ加强亲职

教育以建立高质量亲子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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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适应是指学生在学校情境中愉快地参与学
校活动ꎬ在学习、人际交往、参与学校活动和情绪适应
方面表现成功的状况[１] ꎮ 对初中生而言ꎬ适应学校生
活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ꎬ将会影响到一生的发展[２] ꎮ

有研究显示ꎬ初中生学校适应与身体自我概念密切相
关[３] ꎮ 身体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身体的知觉和评
价ꎬ在初中生自我概念形成中处于基础与主要地
位[４] ꎮ 研究发现ꎬ初中生身体自我概念存在偏差ꎬ甚
至可 发 展 为 体 象 障 碍 ( ｂｏｄｙ ｄｙｓｍｏｒｐｈ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ＢＤＤ)ꎬ并存在增长趋势[４] ꎮ 具体表现为客观上身体
外表并不存在缺陷ꎬ或者仅有轻微缺陷ꎬ而个体想象
出自己的缺陷ꎬ或者将轻微缺陷夸大ꎬ并由此产生心
理痛苦[５] ꎮ

影响学校适应的重要外部因素来自初中生生存
微系统的家庭ꎬ其中亲子关系质量是该系统最突出的

４６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第 ４１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８



考察指标[５－８] ꎮ 本研究拟探讨初中生体象障碍、亲子
亲和及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ꎬ为预防初中生学校适应
问题和促进心理健康提供实证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９ 年 ８—１２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
法ꎬ选取北京市延庆、门头沟、平谷、密云和怀柔 ５ 个
区ꎬ每区各选 ３ 所中学ꎮ 以班级为单位ꎬ每所中学取样
１００ 名ꎬ包括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学生ꎮ 共 １ ５００ 名学
生参与研究ꎬ有效样本 １ ３６７ 份ꎬ应答率为 ９１.１％ꎮ 其
中男生 ６５７ 名(４８.１％)ꎬ女生 ７１０ 名(５１.９％)ꎻ城镇户
籍学生 ６２７ 名 ( ４５. ９％)ꎬ 非城镇户籍学生 ７４０ 名
(５４.１％)ꎻ初一学生 ４７６ 名(３４.８％)ꎬ初二学生 ４５９ 名
(３３.６％)ꎬ初三学生 ４３２ 名(３１.６％)ꎮ 本调查在实施
前征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ꎬ所使用的工具如下ꎮ
１.２.１ 　 人口学特征 　 主要包括性别、年级(初一、初
二、初三)、户籍性质(城镇、非城镇)、家庭结构(完整、
非完整)ꎬ其中非完整家庭指单亲、失亲家庭ꎮ
１.２.２ 　 体象障碍量表( Ｓｅｌｆ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Ｂｏｄｙ Ｉｍ￣
ａｇｅ) [５] 　 该量表包括躯体缺陷感、体貌认知度、体貌
关注度、情绪受损度、社会交往度、体貌改变度、他人
评价度和体障诱因度 ８ 个因子ꎬ共 ２３ 个条目ꎬ每个条
目为 １ 个有关自己体貌的陈述句ꎬ要求被试根据自己
近一段时间的情况做出回答ꎮ 采用 ４ 级评分(０ ＝没有
~３ ＝总是)ꎮ 得分越高表示体象障碍程度越重ꎮ 本次
研究中ꎬ各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７ ~ ０.８１ꎬ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ꎬ
数据模型指标拟合良好(χ２ / ｄｆ ＝ ３.１２ꎬＣＦＩ ＝ ０.９１ꎬＮＦＩ ＝

０.９２ꎬＴＦＩ ＝ ０.９１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４)ꎮ
１. ２. ３ 　 学校适应问卷 (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 [３] 　 共 ２７ 道题目ꎬ分学校态度、同伴关系、学业
适应、师生关系与常规适应 ５ 个维度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
计分(１ ＝完全不符合~ ５ ＝ 完全符合)ꎮ 得分越高表示
学校适应状况越好ꎮ 本研究中ꎬ各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６４ ~ ０.７９ꎬ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８ꎮ 验
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ꎬ数据模型指标拟合良好( χ２ /
ｄｆ ＝ ３.２４ꎬＣＦＩ ＝ ０.９１ꎬＮＦＩ ＝ ０.９３ꎬＴＦＩ ＝ ０.９２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ꎮ
１.２.４　 中文版亲子亲和量表　 量表由张文新依据 Ｏｌ￣
ｓｏｎ 的家庭适应与亲和评价量表(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ｓꎬ ＦＡＣＥＳ) 修订而成[９] ꎮ 共
１０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点记分(１ ＝完全不符合~ ５ ＝完全符
合)ꎬ问卷包括内容相同的父子亲和与母子亲和 ２ 个
分问卷ꎬ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７９ꎬ０.８２ꎮ 本研究
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１ꎬ０.７８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和 ＡＭＯＳ ２０.０ 进
行数据分析ꎮ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ｔ 检验揭
示各量表在性别、家庭类型、户籍和年级等人口学上
的特征ꎻ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法分析体象障碍、亲子亲
和与学校适应之间的相关性ꎻ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体
象障碍和亲子亲和对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ꎻ建立结构
方程模型进行调节效应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初中生体象障碍、亲子亲和及学校适应水平　 不
同性别、家庭类型和年级的初中生学校适应得分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初中生各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体象障碍 亲子亲和(父) 亲子亲和(母) 学校适应
性别 男 ６５７ １.０５±０.１７ ２.０２±０.２６ ３.２２±１.０７ ３.６７±１.２１

女 ７１０ ２.３５±０.４２ ２.２４±０.３７ ３.８１±１.２５ ２.６６±０.３１
ｔ 值 －３.６７ －１.５７ －１.８７ ３.１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０１

家庭类型 完整 １ ２７８ １.２５±０.３３ ２.３１±０.４５ ３.７１±１.２６ ３.５６±１.２１
非完整 ８９ ２.３２±０.４５ ２.０１±０.３２ ２.７６±１.１４ ２.４８±０.３５

ｔ 值 －３.０５ １.４３ ３.８７ ３.９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户籍 城镇 ６２７ １.４２±０.２６ ２.７３±０.８７ ３.６４±１.１７ ３.３５±１.１１
非城镇 ７４０ ２.３１±０.３２ ２.２３±０.３１ ３.３６±１.０５ ２.６７±０.８９

ｔ 值 －２.８７ １.４６ １.２７ １.２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２１

年级 初一 ４７６ １.９８±０.２７ ２.１３±０.３１ ３.１８±１.２１ ２.１７±０.５４
初二 ４５９ ２.１５±０.４６ ２.０５±０.２６ ３.０２±１.１５ ３.２３±１.１５
初三 ４３２ ２.５４±０.６２ ３.１２±１.１２ ４.１７±１.８７ ２.８９±０.９１

Ｆ 值 ８.６３ １０.５８ １１.７２ ９.７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初中生体象障碍、亲子亲和与学校适应的相关分

析 　 初中生学校适应与体象障碍呈负相关 ( ｒ ＝
－０.３５)ꎬ学校适应与父亲亲子亲和、母亲亲子亲和均
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１ꎬ０.４８)(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初中生亲子亲和在体象障碍和学校适应关系中

的调节作用　 根据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方法判定标准[１０] ꎬ研究
将亲子亲和预设为调节变量符合研究假设ꎮ

将研究变量进行数据中心化处理ꎬ分别以体象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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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亲子亲和及体象障碍×亲子亲和作为自变量ꎬ学校
适应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ꎮ 由表 ２ 可知ꎬ体象
障碍对学校适应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 ＝ －０.３２)ꎬ亲子
亲和对学校适应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０.４５)(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加入体象障碍和亲子亲和交互项后ꎬ回归方
程解释学校适应的 ２８％ꎬ其中新增解释量△Ｒ２ 值为
３％ꎬ交互项对学校适应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０.１４ꎬＰ
<０.０１)ꎬ说明亲子亲和在体象障碍与学校适应关系中
具有正向调节效应ꎮ

表 ２　 初中生亲子亲和调节效应的层次回归分析(ｎ ＝ １ ３６７)

自变量 Ｂ 值 β 值 Ｒ２ 值 △Ｒ２ 值 ｔ 值
第一层 ０.２５ ０.２５
　 体象障碍 －０.３０ －０.３２∗∗ －８.５９∗∗

　 亲子亲和 ０.４２ ０.４５∗∗ １０.２４∗∗

第二层 ０.２８ ０.０３
　 体象障碍 －０.２６ －０.３０∗∗ －８.１４∗∗

　 亲子亲和 ０.４１ ０.４３∗∗ ９.５２∗∗

　 体象障碍× ０.１６ ０.１４∗∗ ４.５６∗∗

　 亲子亲和

　 注:∗∗Ｐ<０.０１ꎮ

　 　 为进一步检验亲子亲和在体象障碍与学校适应
关系中的调节效应ꎬ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法ꎬ结果显示ꎬ
在低亲子亲和组ꎬ体象障碍对学校适应具有负向预测
作用(Ｂ ＝ － ０.３９ꎬ ｔ ＝ － １０.１４ꎬＰ< ０.０１)ꎻ在高亲子亲和
组ꎬ体象障碍对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下降ꎬ且无统计
学意义(Ｂ ＝ －０.１５ꎬｔ ＝ －１.９２ꎬＰ>０.０５)ꎮ 表明体象障碍
对初中生学校适应的负向预测随着亲子亲和水平的
升高呈下降趋势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初中生亲子亲和在体象障碍与学校适应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３　 讨论
体象障碍对初中生学校适应具有负向预测作用ꎬ

体象障碍水平越高ꎬ初中生学校适应水平越低ꎬ与已
有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１１－１２] ꎮ 初中阶段儿童进入青
春期ꎬ对自身体貌开始在意ꎬ且随着儿童自主意识增
强和交往范围拓宽ꎬ对自身形象更加苛求ꎮ 有研究表
明ꎬ青春期少女有明显的负面身体意象[１３] ꎮ 此外ꎬ媒
体宣传的各种“理想身体标准”也会影响中学生对自

己形体的评价和要求ꎮ 对躯体的过度关注会导致更
多社会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１４－１５] ꎬ从而对学校适应产
生消极影响ꎮ 由体象障碍引发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和
认知资源耗费已经成为初中生学校适应问题的重要
风险因素ꎮ

研究还发现ꎬ亲子亲和对初中生学校适应具有正
向预测作用ꎬ即初中生亲子亲和水平越高ꎬ学校适应
情况越好ꎮ 亲子亲和主要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
情感联结ꎬ既可以表现于积极的互动行为中ꎬ又可以
表现在父母与子女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１６] ꎮ 依
据家庭功能理论分析ꎬ个体的适应能力与所在家庭成
员亲密度相关ꎬ且该论断在实证研究结论中得到证
实[１７] ꎮ 此外ꎬ家庭亲密度对初中生学习不良、问题行
为和正常社会化有影响作用[１８－２０] ꎮ 研究认为ꎬ亲子亲
和对初中生学校适应的各个方面存在稳定、持续的影
响ꎬ是提升初中生学校适应水平的一项重要保护性
因素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 亲子亲和不仅能够对初中生学
校适应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ꎬ而且在体象障碍与学校适
应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ꎬ即亲子亲和水平越高ꎬ体象
障碍对初中生学校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就越小ꎬ验证
了心理弹性模型理论[２１－２２] ꎮ 高亲子亲和水平通过提
高初中生自尊水平ꎬ提升自我评价水平和抗挫力ꎬ进
而降低由体象认知偏差带来的困扰和压力ꎬ有效缓冲
体象障碍对学校适应的消极影响ꎮ

为提高初中生学校适应水平ꎬ首先学校应重视对
初中生审美指导ꎬ帮助其树立正确审美观ꎬ掌握健康
审美标准ꎬ针对大众媒体宣扬的严苛甚至扭曲审美标
准所引起的负面身体意象ꎬ结合学校相关课程实施矫
正辅导ꎻ其次ꎬ加强初中生家长亲职教育ꎬ帮助家长调
整家庭功能ꎬ为初中生营造良好的家庭生态环境ꎬ同
时对青春期情绪困惑与心理问题给予个性化疏导ꎬ以
提高其自尊水平和自我认知能力ꎮ

志谢　 在此对为本研究提供数据的 １５ 所学校表达诚挚的

谢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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