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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自拍照编辑与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关系以及相貌不满意的中介作用和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
 

采用自

拍照编辑问卷、
 

整容手术接纳量表、
 

相貌不满意量表和自我同情量表对606名在校女大学生进行施测.
 

结果发现:
 

①
 

自拍照编辑显著正向预测女大学生整容意愿;
 

②
 

相貌不满意在自拍照编辑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

作用;
 

③
 

自我同情调节自拍照编辑与相貌不满意之间的关系,
 

与低自我同情的女大学生相比,
 

自拍照编辑对高自

我同情的女大学生相貌不满意的影响更小.
 

结果表明,
 

自拍照编辑会通过提升相貌不满意来增强整容意愿,
 

而自我

同情会削弱自拍照编辑对相貌不满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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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e
 

editing
 

and
 

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tion
 

a-
mo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cial
 

dissatisfac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compassion,
 

a
 

total
 

of
 

606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a
 

list
 

of
 

questionnaires
 

regarding
 

selfie
 

editing,
 

facial
 

dissatisfaction,
 

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tion
 

and
 

self-compassion.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①
 

Selfie
 

editing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
tion.

 

②
 

Facial
 

dissatisfac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e
 

editing
 

and
 

cosmetic
 

surgery
 

consid-
eration.

 

③
 

Self-compassion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e
 

editing
 

and
 

facial
 

dissatisfaction.
 

Compared
 

with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low
 

self-compassion,
 

selfie
 

editing
 

has
 

less
 

influenc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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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al
 

dissatisfac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
 

self-compassion.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selfie
 

editing
 

can
 

increas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undergo
 

cosmetic
 

surgery
 

by
 

improving
 

facial
 

dissatisfaction,
 

while
 

self-compassion
 

could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selfie
 

editing
 

on
 

facial
 

dis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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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假设

整容手术是指个体通过采取外科手术(如,
 

隆胸)和非手术(如,
 

肉毒杆菌注射)程序来改善身体外

貌[1].
 

近几十年来,
 

全世界接受整容手术的人数急剧增加.
 

在全球整容热潮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也开始选择接受整容手术.
 

一份报告显示,
 

2018年,
 

中国有近2
 

200万人接受了整容手术,
 

其中约90%为

女性消费者,
 

近40%的消费者年龄在20~25岁之间[2].
 

这些数据表明,
 

年轻女性已成为中国整容市场的主

力军.
 

尽管整容手术可以提升女性的外貌吸引力,
 

但由于目前整容手术行业存在商业监管不力等问题[3],
 

整容手术也存在着潜在风险,
 

如,
 

术后面部表情麻木、
 

慢性疼痛和感染等[4-5],
 

并且年轻女性特别容易受到

术后心理疾病的影响,
 

如抑郁、
 

躯体变形障碍等[6].
 

因此,
 

在整容热潮逐渐上升的趋势下,
 

对女大学生的整

容意愿进行适当的控制和引导是非常有必要的.
 

总的来说,
 

揭示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

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自拍照编辑与整容意愿

自拍是个体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表达、
 

自我展示和印象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印象管理理论认

为,
 

人们往往会选择更积极的信息进行自我呈现,
 

从而有助于建立、
 

维持和提升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

象[7].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更新,
 

各种修图软件和美颜相机的出现使人们可以人为地将照片中的自己

改变成其认为“最理想”的样子.
 

这些软件为人们进行积极自我相关信息的呈现提供了基础.
 

自拍照编辑

是指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拍照之前对自拍照进行编辑美化的行为[8],
 

相比于男性,
 

女性更喜爱使用

裁剪照片、
 

滤镜和照片美化工具等方式对自拍照进行编辑美化[9].
 

可以说,
 

自拍照编辑热潮已成为中国

文化中的一部分[10].
尽管自拍照编辑有利于女性向他人展现更好的自我形象,

 

但同时也会影响其对自我理想形象的建构,
 

促使个体产生不恰当的审美,
 

使她们脱离现实,
 

并形成一种“她们应该变成美的样子”的期望[11].
 

这种期望

可能促使一些女性选择整容手术来使自己的身体更快捷地接近理想美的标准.
 

临床外科医生表示,
 

一些选

择整容手术的病人希望医生能对比编辑美化后的自拍照来为她们整容[12].
 

自拍照编辑已经成为影响女大

学生整容意愿的新的重要风险源,
 

而当前国内只有少量研究探讨了二者的关系.
 

已知的与这一主题有关的

一项实证研究也发现,
 

自拍照编辑与女大学生的整容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13].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1:
 

自拍照编辑可以正向预测女大学生的整容意愿.
1.2 相貌不满意的中介作用

自拍照编辑如何影响女大学生的整容意愿,
 

相貌不满意可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相貌不满意是个体对

自己相貌的情感评估,
 

主要源于个体对自己面孔吸引力的感知与其想拥有的理想相貌之间的差异,
 

导致其

对自身相貌产生消极主观评价[14].
 

以往有关自拍照编辑对身体意象影响的研究多关注其对整体的身体不

满意的影响,
 

如体质量和体形等方面,
 

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相比于整体的身体不满意,
 

自拍照编辑对女性的相貌不满意存在更大的影响[10,
 

15-16].
另一方面,

 

实证研究表明,
 

相貌不满意会对女性的整容意愿产生极大的影响[13,
 

17-19].
 

Fardouly等[20]的

研究表明,
 

女性在社交媒体上观看其他女性化妆后的自拍照后,
 

对自己的相貌更不满意,
 

更有动力去改变

自己的面部、
 

头发和皮肤[20];
 

Cash[14]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
 

当人们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不满意时,
 

整容手术

是减轻由外貌不满意带来的负面情绪的有效策略之一.
 

在中国,
 

相比于整体的身体不满意,
 

相貌不满意可

能对女性的整容意愿影响更大.
 

例如,
 

Jackson等[19]发现,
 

相比于身体不满意/身体羞耻,
 

相貌不满意似乎

是影响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此外,
 

当下中国整容市场的现状也反映出女性整容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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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面部为整容部位,
 

面部脂肪填充、
 

隆鼻和眼睑手术等面部手术是中国女性最受欢迎的整容手术[21].
 

这

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相貌不满意或为女大学生选择整容手术的重要因素.
 

前人研究还发现,
 

相貌不满意在

感知到的媒体压力/外貌理想内化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17-18].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2:
 

相貌不满意在女大学生自拍照编辑对整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3 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

自我同情是指个体在处于逆境时,
 

以非批判的、
 

理性的态度看待问题,
 

以友善的方式对待自己、
 

理解

自己,
 

同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遭遇不是特有的,
 

而是全人类普遍经历的,
 

能坦然接纳自己的不足[22].
 

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
 

自我同情是预防负面身体意象出现的保护因素,
 

它可以缓冲或削弱媒体所盛行的“理想

美”标准对身体意象带来的负面影响[23].
 

Slater等[24]发现,
 

相比于仅观看理想化身体图像的女性,
 

同时观

看一系列理想化身体图像和自我同情陈述语时的女性的身体满意度更高.
 

大量研究表明,
 

通过干预措施提

高自我同情程度可以提高个体的身体满意度、
 

身体欣赏能力,
 

降低外貌有关的社交焦虑症等[25-26].
 

由此,
 

我们认为,
 

高自我同情可能会缓冲自拍照编辑对女性相貌不满意的负面影响,
 

但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自我

同情在自拍照编辑与相貌不满意关系之间的作用.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3:
 

自我同情在自拍照编辑与相

貌不满意的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图1 自拍照编辑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假设模型

女性一直是整容手术的主要消费群

体,
 

尤其是年轻女性[21],
 

并且她们更多

地参与自拍照编辑之中[9].
 

基于此,
 

本研

究关注的主要群体为年轻的女大学生.
 

目前有关女大学生自拍照编辑与整容意

愿之间关系的本土化研究非常有限.
 

因

此,
 

本研究构建如图1所示的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
 

拟探讨自拍照编辑对女大学

生整容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相

貌不满意的中介作用和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
 

对西南大学在校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685份,
 

回收有效问卷606份,
 

有效回收率为88.47%.
 

所有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6~25岁之间(M=20.00岁,
 

SD=1.16).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拍照编辑问卷

采用孟男等[27]编制的自拍照编辑问卷,
 

共3个题目,
 

测量个体在社交媒体发布自拍照之前编辑自拍照

(3种修图方法来美化照片)的频率.
 

采用5点计分,
 

1代表“从不编辑”,
 

5代表“总是编辑”,
 

得分越高表示

自拍照编辑越频繁.
 

在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2.2.2 相貌不满意量表

采用Chen等[28]编制的中文版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egative
 

Physical
 

Self
 

Scale,
 

NPSS)的相貌不满意

分量表,
 

共11个题目,
 

测量思想情感(如,
 

“我对自己的长相感到沮丧”)、
 

推测(如,
 

“我周围的人都不喜欢

我的长相”)和行为(如,
 

“如果有什么办法能改变我的长相,
 

我一定坚持做下去”).
 

采用5点计分,
 

0代表

“从不”,
 

4代表“总是”,
 

总分越高,
 

说明个体越不满意自己的相貌.
 

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89.
2.2.3 自我同情量表(简版)

采用Raes等[29]编制的、
 

Wang等[30]翻译的自我同情量表 简版(the
 

Self-Compassion
 

Scale-Short
 

Form,
 

SCS-SF)评估自我同情程度.
 

该量表共12个题目,
 

如“当我情绪低落时,
 

我倾向于觉得大多数其他

人可能比我更快乐”.
 

采用5点计分,
 

1代表“从未如此”,
 

5代表“总是如此”,
 

总分越高,
 

代表自我同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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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2.4 整容手术接纳量表

采用 Henderson-King等[31]编制的、
 

Wu等[32]翻译的中文版整容手术接纳量表(the
 

Acceptance
 

of
 

Cosmetic
 

Surgery
 

Scale)的考虑(consideration)子维度来评估人们将来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考虑进行整容

手术.
 

该分量表包含5个题目,
 

如“将来我可能会做一些整容手术”,
 

采用7点计分,
 

0代表“非常不同

意”,
 

6代 表“非 常 同 意”,
 

总 分 越 高,
 

表 示 个 体 越 愿 意 未 来 接 受 整 容 手 术.
 

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5 社交媒体使用强度问卷

采用Ellison等[33]编制的、
 

牛更枫等[34]翻译的社交媒体使用强度问卷中文版(Social
 

Media
 

Use
 

Inten-
sity),

 

共8个项目.
 

其中,
 

前2个项目通过自我报告法测量个体在特定的社交媒体(如,
 

QQ空间)中的好友

数量及日平均社交媒体使用时间;
 

后6个项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很不符合”
 

~5
 

“非常符合”)测量个

体与社交媒体的情感联结强度以及社交媒体融入个体生活的程度(如,
 

“社交媒体是我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如果社交媒体关闭了,
 

我会感到很难过”).
 

本研究针对个体广义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
 

因此同文献[16]一
样,

 

本研究仅采取后6个项目来测量个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强度,
 

总分越高,
 

反映个体使用社交媒体的强度

越高.
 

在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
2.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1.0以及Hayes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35].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36].
 

结果显示,
 

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8个,
 

其中

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为22.74%(<40%),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
 

范围和相关系数见表
 

1.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自拍照编辑、
 

整容意愿和相貌不

满意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自我同情与自拍照编辑、
 

整容意愿和相貌不满意均呈显著负相关.
 

此外,
 

整容意愿、
 

自拍照编辑和社交媒体使用强度存在显著正相关,
 

与年龄相关不显著.
 

故在此后的分析中将社

交媒体使用强度作为控制变量.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N=606)

变量 M SD 范围 1 2 3 4 5

1
 

社交媒体使用强度 3.76 0.62 1.67~5 1

2
 

自拍照编辑 3.21 1.02 1~5 0.22** 1

3
 

整容意愿 2.55 1.53 0~6 0.14** 0.25** 1

4
 

相貌不满意 1.21 0.67 0~4 0.12** 0.28** 0.46** 1

5
 

自我同情 3.33 0.51 1.45~4.67 -0.06 -0.14** -0.18 -0.45**

6
 

年龄 20.00 1.16 16~25岁 0.04 0.08* 0.03 0.02 0.02

  注:
 

*
 

p<0.05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对假设模型进校检验.
 

首先,
 

使用模型4对相貌不满意的中介

作用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表2中方程1-3):
 

在控制了社交媒体使用强度后,
 

自拍照编辑能显著正向预

测整容意愿(β=0.24,
 

t=5.51,
 

p<0.001);
 

放入中介变量相貌不满意后,
 

自拍照编辑能显著正向预测

整容意愿(β=0.12,
 

t=3.13,
 

p<0.01),
 

且显著正向预测相貌不满意(β=0.26,
 

t=6.36,
 

p<0.001),
 

相貌不满意能显著正向预测整容意愿(β=0.42,
 

t=12.16,
 

p<0.001).
 

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检验

表明,
 

相貌不满意的间接效应值为0.11,
 

95%的置信区间为[0.07,
 

0.15],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2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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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自我同情在自拍照编辑对

相貌不满意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比例为
 

45.83%.
 

这表明自拍照编辑既能直接

影响女大学生的整容意愿,
 

又能通过影响相

貌不满意来影响整容意愿.
进一步使用模型7检验自我同情在相貌

不满意中介效应前半段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

明(表2中方程2和方程4),
 

将自我同情带入

模型,
 

同时控制社交媒体使用强度后,
 

自我同

情负向预测女大学生相貌不满意,
 

同时自拍

照编辑与自我同情的乘积项显著预测相貌不

满意(β=-0.10,
 

t=-2.68,
 

p<0.01),
 

说

明自我同情能够调节自拍照编辑对相貌不满

意的预测作用.
 

较之低自我同情倾向的女大

学生,
 

高自我同情倾向的女大学生的自拍照

编辑对相貌不满意的促进作用更弱.
为探究自我同情与相貌不满意交互作用的实质,

 

本研究以自我同情平均值加、
 

减一个标准差作为临界

值划分出高自我同情组、
 

低自我同情组.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2),
 

对自我同情水平较低(M-1SD)的被

试,
 

自拍照编辑对相貌不满意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bsimple=0.35,
 

t=3.11,
 

p<0.01;
 

而对自我同情

水平较高(M+1SD)的被试,
 

自拍照编辑对相貌不满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simple=0.08,
 

t=0.68,
 

p>
0.05,

 

表明随着女性自我同情水平的提高,
 

自拍照编辑对相貌不满意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变量
方程1:

 

整容意愿

b SE t
方程2:

 

相貌不满意

b SE t
方程3:

 

整容意愿

b SE t
方程4:

 

相貌不满意

b SE t
自拍照编辑 0.24 0.045.51*** 0.26 0.046.36*** 0.12 0.04 3.13** 0.21 0.04 5.49***

相貌不满意 0.42 0.0312.16***

自我同情 -0.420.04 -11.85***

自拍照编辑×自我同情 -0.100.04 -2.68**

R2 0.07 0.08 0.23 0.26

F 19.48 25.08 73.02 43.78

  注:
 

*
 

p<0.05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01水平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各变量采用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
 

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作为控制变量.

4 讨 论

4.1 自拍照编辑对整容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
 

自拍照编辑和女大学生整容意愿显著正相关,
 

即自拍照编辑频率越高,
 

女大学生追求整

容手术的意愿越强烈,
 

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1,
 

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0,
 

13].
 

当下,
 

社会文化中盛行着“理想

美”标准,
 

年轻的女性也更容易内化和追求这些标准,
 

导致多数女性活在“外貌压力”
 

“容貌焦虑”之中.
 

尽

管编辑美化照片可以提升女性在社交网络上的外貌吸引力,
 

但这种对自我形象的理想建构过程,
 

很容易让

女大学生遵循不切实际的理想美标准[37].
 

通过自拍编辑美化过程,
 

女大学生认识到改变外貌的某些特征能

提升自我的外貌吸引力.
 

而自拍照编辑对外貌的改变是虚拟的、
 

短暂的,
 

对真实外貌的改变起不到任何作

用,
 

驱使女性转而寻求整容手术以达到长久提升吸引力的目的.
 

因此,
 

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
 

修图行为如

此盛行的今天,
 

如何避免过分修饰自我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进一步深思.
4.2 相貌不满意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
 

相貌不满意在自拍照编辑与整容意愿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即自拍照编辑正向预

测女大学生的相貌不满意,
 

并通过相貌不满意间接影响整容意愿,
 

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2.
 

前人研究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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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相貌不满意在媒体压力、
 

理想外貌内化与整容意愿的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17-18].
 

Higgins的自我差异

理论认为,
 

当个体的真实状态和理想状态或应达到的状态存在差距时,
 

就会产生消极情绪,
 

如不满意、
 

焦

虑等[38].
 

尽管自拍照编辑能帮助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呈现更好的自我形象,
 

而这种行为也会促进其仔细审视

自己外貌的缺陷,
 

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如何修图,
 

使其更接近理想目标[39].
 

因此,
 

编辑自拍照可

能会使女性进一步认识到真实自我形象与理想自我形象的差距,
 

使其对相貌感到更不满意.
 

为了能长久地

减小真实自我形象与理想自我形象的差距,
 

女大学生往往会考虑通过整容来提升自己的外貌吸引力[31,
 

40].
 

同时,
 

相貌不满意对女性整容意愿的影响也从侧面反映了脸部特征为什么成为整容手术中最受欢迎的部位

之一[19].
 

此外,
 

自拍照编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女性自我审视的方式,
 

过去女性喜欢自己与广告中那些完

美的模特形象进行对比,
 

现在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将真实的自我形象与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拍照中的自我

形象进行比较,
 

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整容的意愿.
4.3 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
 

自我同情在自拍照编辑对相貌不满意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3.
 

具体而言,
 

对于高自我同情水平的女大学生,
 

自拍照编辑对相貌不满意的影响更小.
 

与前人研究相一

致[23],
 

本研究发现自我同情是女大学生身体意象的重要保护因素.
 

自我同情由3个相互关联的成分组成:
 

自我宽容、
 

普遍人性和正念[41].
 

首先,
 

在自拍照编辑的过程中,
 

高自我同情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善待、
 

宽容

自己,
 

无条件地接纳自己,
 

而不是批评自己的外貌缺陷、
 

进行自我谴责.
 

其次,
 

普遍人性意识帮助人们认识

到所有人都是不完美的,
 

能更准确地感知和纠正自我不适应的思维、
 

感觉和行为模式.
 

因此,
 

具有高自我

同情的人可能会更全面地评价自己,
 

而不是局限于狭隘的美的理想标准中无法自拔.
 

最后,
 

从正念的角度

来看,
 

具有高自我同情的个体会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来感知自己的外貌,
 

既不忽视、
 

也不放大自己的缺陷和

不满.
 

而低自我同情的个体则缺少了这样的保护机制,
 

进而因编辑过程中感知到真实外貌与理想美标准的

差异或在编辑前和编辑后的照片的比较中陷入长期的自我监视,
 

逐步增强了女大学生的相貌不满意.
 

因

此,
 

自我同情能够削弱自拍照编辑对女大学生相貌不满意的负面影响.
此外,

 

本研究提出的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可以为女大学生相貌不满意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建议.
 

已有研

究表明,
 

自我同情写作和自我同情冥想训练可以作为帮助个体消除由外在理想形象所引起的身体意象困扰

的手段[26,
 

42],
 

这启示我们提高自我同情可以作为一种帮助个体减少外界消极影响的干预措施,
 

应有意识地

创建一些有利于培养自我同情的情境来减轻自拍照编辑带来的负面影响,
 

引导女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身体意

识,
 

进而减少整容手术行为的发生.
4.4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
 

本研究是一个横断面研究,
 

很难确定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未来可通过纵向研究进一步考察;
 

第二,
 

本研究被试仅选取了女大学生,
 

年龄和性别限制了实验结果推广

性,
 

未来可在更多被试群体中检验研究结果;
 

第三,
 

本研究中所有变量都是通过自我报告来测量的,
 

容易

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
 

未来可考虑加入实验法等更为客观的测量方法探讨自拍照编辑对整容意愿以及相貌

不满意的影响(如招募被试到实验室进行自拍照编辑,
 

并完成编辑前、
 

编辑后的状态性整容意愿、
 

相貌不满

意等测量);
 

此外,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研究进一步探讨个体在观看原始自拍照和编辑后的自拍照时的脑激活,

 

揭示自拍照编辑与整容意愿、
 

相貌

不满意之间的脑机制.

5 结 论

1)
 

自拍照编辑不仅能直接正向预测女大学生整容意愿,
 

还能通过相貌不满意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女

大学生整容意愿;

2)
 

自我同情对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
 

当女大学生自我同情水平较低时,
 

自

拍照编辑对其相貌不满意的影响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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