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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客体化理论和整容意愿的

三因素模型,
 

采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问卷、
 

整容手术接纳量表、
 

身体意识客体化量表以及相貌不满意量表对

443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
 

①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能直接预测整容意愿;
 

②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

谈话可以通过自我客体化、
 

相貌不满意的中介作用对整容意愿进行间接预测,
 

同时还可通过自我客体化→相貌不

满意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整容意愿产生影响.
 

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社会心理机制,
 

为干预和预防女大学生整容意愿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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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line
 

appearance-related
 

peer
 

conversation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tion,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A
 

total
 

of
 

433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a
 

list
 

of
 

questionnaires
 

regarding
 

the
 

online
 

appear-
ance-related

 

peer
 

conversation,
 

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tion,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facial
 

dissatisfac-
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nline
 

appearance-related
 

peer
 

conversation
 

could
 

directly
 

predi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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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could
 

indirectly
 

predict
 

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
tion

 

by
 

separate
 

mediation
 

effect
 

of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facial
 

dissatisfa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ould
 

influence
 

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tion
 

by
 

serial
 

mediation
 

effect
 

of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facial
 

dissatisfaction.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tion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rfering
 

and
 

preventing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cosmetic
 

surgery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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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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ISAPS)报告的全球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在2011年的整容手术数量和2017
年的整形外科医生数量排名世界第三[2].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中国整容市场的扩张速度是全球平均水

平的6倍[3].
 

并且 Wen[4]发现,
 

即使人们认为整容手术存在风险,
 

但也普遍认同,
 

漂亮就是资本,
 

即漂亮的

外表对个体的事业和婚姻是一项有价值的长期投资,
 

从而选择进行整容手术以提升自己的吸引力.
随着全球整容手术的爆发式增长态势,

 

近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女性的整容意愿[5].
 

然而,
 

国内有

关女性整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很少,
 

需要更多的中国本土化研究进行深入的调查.
 

尽管整容手

术在国内越来越普及,
 

但是影响人们整容意愿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还有待于充分探讨.
 

鉴于中国整容手

术率的大幅增长,
 

尤其是年轻的女大学生群体,
 

以及整容手术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如,
 

术后面部表情麻

木、
 

慢性疼痛、
 

躯体变形障碍等)[6-7],
 

当下,
 

我们有必要对女大学生追求整容手术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更

深入的了解.
1.1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与整容意愿的关系

外貌谈话,
 

也称身体谈论,
 

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个体将谈话重点放在身体外貌上,
 

这种谈话内容

将进一步强化外貌的价值和重要性,
 

促进理想型外貌的建构[8].
 

与外貌相关的话题包括:
 

理想身形、
 

对超

重的恐惧、
 

饮食和锻炼习惯、
 

对他人外表的评价等,
 

这些外貌谈话将影响其对理想体型标准的内化和身体

意象的发展[9].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网站的全球化应用,
 

当下,
 

社交媒体已成为中国青少年以及青年

群体进行在线交流的重要渠道,
 

国内的社交媒体(如,
 

QQ、
 

微信等)吸引了数亿的用户,
 

个体更易进行线上

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
 

及时交流外貌相关信息(如,
 

明星身材、
 

吸引力)、
 

公开评论彼此的外貌特点[10].
 

Menzel等[11]的整容意愿三因素模型认为,
 

媒体、
 

同伴和家庭是影响个体整容意愿的主要因素.
 

在社交媒体

上和同伴的谈话可能会结合媒体和同伴两种因素的作用,
 

从而对个体的整容意愿产生更强烈影响.
 

Trekels等[12]发现,
 

使用Facebook和同伴进行线上的外貌谈话可能导致个体内化不切实际的外貌目标,
 

并

强化自我客体化行为和消极的自我评价,
 

诱发消极情绪,
 

成为整容的压力来源.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1: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能够正向预测女大学生的整容意愿.
1.2 自我客体化的中介作用

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是指女性从观察者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身体,
 

更多地将自己的身体当

作一个基于外表被观看和评价的客体的现象[13].
 

根据客体化理论,
 

与人际交往有关的客体化经历的频率

(如,
 

外貌评论)和更高程度的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等负面结果有关[14].
 

Wang等[15]提出,
 

外貌谈话是

一种通过鼓励人们在谈论身体外貌时仔细审视自己或他人的外貌而形成的一种人际互动的客体化体验,
 

它

可能通过增强女性的自我客体化程度来影响个体的整容意愿.
 

前人的研究[16-18]也证明了自我客体化与女性

的整容意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Calogero等[19]采用内隐启动自我客体化的实验方法,
 

发现增强女性的自我

客体化程度会强化其做整容手术的意愿.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我们认为,
 

与同伴在线上的外貌谈话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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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的自我客体化程度,
 

她们通过“观察者”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
 

期望达到社会文化所倡导的理想

外貌标准,
 

但一般而言,
 

这些标准难以快速且轻松地达到,
 

进而会进一步强化女性整容的意愿.
 

因此,
 

本研

究提出假设2:
 

自我客体化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对整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3 相貌不满意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
 

对自己身体越不满意的人,
 

整容意愿越强烈[20].
 

在中国,
 

大多数整容手术集中在面部(如,
 

隆鼻、
 

提眉等),
 

并且70%以上的外科手术涉及高中或大学毕业的年轻女性[21],
 

因此,
 

随着当前面部整容

手术的发展,
 

一些研究者开始聚焦于考察相貌不满意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
 

相貌不满意(facial
 

dissatisfaction)是女性对自己面孔吸引力的感知与她想要拥有的理想外貌之间的差异,
 

导致其对自己相貌

产生消极主观评价[22].
 

实证研究表明,
 

相貌不满意对女大学生的整容意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3-25].
 

另一方

面,
 

少量研究探讨了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与相貌不满意的关系,
 

Cai等[17]采用自编的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

谈话问卷发现,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与女大学生的相貌不满意成正相关关系.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3:
 

相貌不满意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4 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的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女性的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可能是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和整容意愿关系

之间的中介变量.
 

但是它们之间发挥的是并行中介作用还是链式中介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研究发

现,
 

身体意象的发展会受到个体自我客体化的影响,
 

比如,
 

自我客体化程度更高的女性对自己的相貌更不

满意[24].
 

此外,
 

还有研究发现,
 

自我客体化可以强化客体化经历对身体意象的作用[26].
 

Ching等[24]还发

现,
 

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在理想外貌内化和整容意愿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鉴于此,
 

本研究认为,
 

女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与同伴的外貌谈话作为一种客体化经历,
 

可能有助于提高她们对理想外貌的认识,
 

促使其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被观察物,
 

如果她们不能实现这些理想外貌,
 

则可能会对相貌更不满意,
 

从而倾

向于选择整容手术来提升自己的外貌吸引力.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4:
 

存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
自我客体化→相貌不满意→整容意愿的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基于客体化理论与三因素模型建立假设模型(图1),
 

拟系统地考察线上外貌相关的

同伴谈话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
 

以及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在二者之间的作用.

图1 链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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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份,
 

回收有效问卷443份,
 

有效回收率为94.26%.
 

所有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6~25
 

岁之间(M=19.97岁,
 

SD=1.07).
2.2 研究工具

2.2.1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量表

采用Cai等[17]编制的中文版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量表的外貌分维度来评估个体在常用中文社交

网站上与朋友和同伴交谈外貌相关信息的频率.
 

该量表包含6个题目,
 

如“和朋友(同龄人)在常用的社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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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如,
 

微信、
 

微博、
 

QQ等)谈论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吸引力的频率”.
 

采用5点计分,
 

0代表“从不”,
 

4代表“非常频繁”.
 

在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2.2 相貌不满意量表

采用Chen等[27]编制的中文版负面身体自我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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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条目

的平均分构成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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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意识客体化量表

采用Jackson等[25]翻译的身体意识客体化量表中文版中的身体监控分量表作为自我客体化的一个测

量指标.
 

该问卷包括
 

8
 

个题目,
 

以测量个体对自己身体外观的关注程度,
 

如
 

“我每天会多次想起自己(的外

表)看起来怎样”.
 

采用7点评分,
 

1代表“完全不同意”,
 

7代表“完全同意”.
 

总分越高,
 

表示个体越频繁地

进行身体监控,
 

对身体的关注程度越高,
 

有更高的自我客体化水平.
 

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

2.2.4 整容手术接纳量表

采用 Wu等[28]翻译的中文版整容手术接纳量表的整容意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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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牛更枫等[29]翻译的社交媒体使用强度问卷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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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如,
 

QQ空间)中的好友数量及日平均社交网站使用时间;
 

后6个项目采用

Likert
 

5点计分(1
 

“很不符合”~5
 

“非常符合”)测量个体与社交网站的情感联结强度以及社交网站融入个

体生活的程度(如,
 

“如果社交网站关闭了,
 

我会感到很难过”).
 

本研究针对个体广泛的社交网站使用情况,
 

因此同文献[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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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社交网站的强度越高.
 

在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1.0
 

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Hayes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组件进行链式中介作用

检验和Bootstrap分析[31].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
 

将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KMO=0.91,
 

Bartlett值为
 

9
 

826.09(p<0.001).
 

因子未旋转的结果表明,
 

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有
 

8
 

个,
 

其中第1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23.92%(<40%),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
 

自我客体化、
 

相貌不满意和整容意愿两两之间呈显著

正相关(p<0.001),
 

具体见表1.
 

这符合后续进一步对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

学要求[32].
 

此外,
 

整容意愿和社交媒体使用强度存在显著正相关,
 

而与年龄相关不显著(p>0.05).
 

故在

此后的回归分析中将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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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N=443)

变量 M SD 范围 1 2 3 4 5 6

1
 

年龄 19.97 1.07 16~25岁 1

2
 

社交媒体使用强度 22.41 3.50 11~30 0.08 1

3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 9.75 4.80 0~24 0.12** 0.30*** 1

4
 

自我客体化 32.92 6.74 12~55 0.07 0.30*** 0.38*** 1

5
 

相貌不满意 1.21 0.66 0~3.18 0.003 0.17*** 0.29*** 0.47*** 1

6
 

整容意愿 12.76 7.64 0~30 0.05 0.13** 0.36*** 0.43*** 0.45*** 1

  注:
 

**代表p<0.
 

0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代表p<0.
 

00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3.3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与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关系: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首先,
 

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将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作为自变量,
 

整容意愿作为因变量,
 

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作为中介变量,
 

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作为协变量.
 

根据
 

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
 

6进

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
 

该方法可以对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整合性检验[33].
结果显示(表2):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整容意愿(β=0.20,
 

p<0.001);
 

线上外

貌相关的同伴谈话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水平(β=0.32,
 

p<0.001)和相貌不满意(β=
0.12,

 

p<0.01);
 

自我客体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女大学生的相貌不满意(β=0.42,
 

p<0.001)和整容意愿

(β=0.23,
 

p<0.01);
 

相貌不满意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整容意愿(β=0.30,
 

p<0.001).
表2 各变量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R R2 F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t

整容意愿 0.36 0.13***

社交媒体使用强度 0.03 -0.06 0.12 0.60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 0.35 0.26 0.45 7.69***

自我客体化 0.43 0.19*** 48.57

社交媒体使用强度 0.21 0.11 0.30 4.12***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 0.32 0.23 0.41 7.06***

相貌不满意 0.48 0.23*** 41.40

社交媒体使用强度 0.003 -0.09 0.09 0.06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 0.12 0.03 0.22 2.78**

自我客体化 0.42 0.32 0.52 8.49***

整容意愿 0.55 0.30*** 51.11

社交媒体使用强度 -0.04 -0.13 0.04 -1.08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 0.20 0.11 0.30 4.25***

自我客体化 0.23 0.12 0.33 4.07**

相貌不满意 0.30 0.20 0.39 6.22***

  注:
 

*
 

代表p<0.05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
 

代表p<0.0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
 

代表p<0.001水平上有

统计学意义.

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分别计算95%的置信区间,
 

结果如表3所示.
 

中介效应结果显示,
 

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产生的总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值,
 

说明两个中介变量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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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与整容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这一中介效应由3个间接效应构成:
 

第一,
 

由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自我客体化→整容意愿产生的间接效应
 

1,
 

其置信区间不含0值,
 

表明自我

客体化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与整容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间接作用(0.07,
 

占总效应的
 

18.17%);
 

第

二,
 

由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自我客体化→相貌不满意→整容意愿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2的置信区

间也不含0值,
 

表明这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也达到了显著水平(0.04,
 

占总效应的
 

10.06%);
 

第三,
 

由线

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相貌不满意→整容意愿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3的置信区间也不含0值,
 

表明该

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也显著(0.04,
 

占总效应的9.48%).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影

响的链式中介模型如图2
 

所示.
表3 中介效应检验(n=443)

间接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15 0.03 0.10 0.20 42.26

间接效应1 0.07 0.02 0.04 0.12 20.59

间接效应2 0.04 0.01 0.02 0.06 11.37

间接效应3 0.04 0.02 0.01 0.07 10.30

  注:
 

Boot
 

SE、
 

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
 

95%
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代表p<0.0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
 

代表p<0.00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图2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影响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

4 讨 论

4.1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和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女大学生的整容意愿,
 

这一结果表明,
 

通过

社交媒体进行外貌谈话会导致个体的整容意愿的增强.
 

这与以往线下外貌相关同伴谈话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34].
 

一般而言,
 

线下外貌谈话的相关话题主要包括对他人(明星、
 

同龄人等群体)外貌的评价、
 

减肥锻炼

策略、
 

节食等[9].
 

而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的主题除了在社交媒体的对话界面交流上述谈话内容外,
 

社

交媒体的多样性拓展了谈话内容和形式,
 

当下,
 

大学生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
 

QQ空间发表相关言论或自

拍照等信息,
 

同伴通过在下方留言可以和发布信息者交流相关外貌信息(比如,
 

一些言论可能涉及赞美“你
好漂亮”或负性谈话“你最近脸上长肉了”).

 

正如Jones等[35]所强调的,
 

外貌谈话信息会让人更加关注外貌

问题,
 

增强外貌的重要性,
 

建构理想外貌.
 

当女大学生意识到自己外貌的不足时,
 

则倾向于在未来进行整

容手术来提升自己的吸引力.
4.2 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的单独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
 

自我客体化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和整容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表明线上外貌相

关的同伴谈话会通过增加个体的自我客体化水平进而导致女大学生持更强烈的整容意愿.
 

其原因可能

在于,
 

通过线上网络即时通讯,
 

女大学生能够在线对外貌信息(如,
 

明星身材、
 

相貌)及与同伴对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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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进行评价,
 

这将促进其对理想外貌的建构,
 

提升外貌的重要性,
 

导致其时刻监控自己的外貌,
 

发现

自身存在的不足.
 

同时,
 

根据客体化理论,
 

高自我客体化的个体将其基于外貌的属性视为比其功能属性

更重要的属性[13].
 

也就是说,
 

自我客体化程度高的女大学生更看重自己的外貌,
 

当她们意识到自己的身

体外貌难以轻松地达到社会文化所倡导的理想外貌标准时,
 

进而更愿意采取相应的整容手术来改变自

己的外貌.
 

因此,
 

未来在对女大学生整容意愿的预防和干预项目中,
 

要注重提升个体对自己身体功能属

性重要性的认知.
其次,

 

相貌不满意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和整容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表明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

谈话会通过相貌不满意进而促进女大学生更愿意接纳整容手术.
 

这一结果为完善 Menzel等人的整容意愿

三因素模型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11].
 

以往研究也发现了相貌不满意在媒体压力和整容意愿的关系中存在

中介效应[23],
 

但该研究笼统地将传统媒体和网络社交媒体视为一体,
 

而随着时代发展,
 

二者在女大学生群

体中的使用频率以及对整容意愿和身体意象等因素的影响可能有区别.
 

因此,
 

鉴于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中国

青年社交的重要渠道,
 

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为关注点,
 

发现了女大学生通过在社交媒体与同伴进行的外貌谈

话会影响其对相貌的满意度,
 

进而寻求整容手术的意愿更加强烈.
 

因此,
 

在未来的干预研究中,
 

帮助高相

貌不满意的女大学生改善对身体外貌的认知就显得特别重要.
4.3 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
 

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和整容意愿之间起到了链式中介

作用.
 

以往研究也发现,
 

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在中国青少年女性的瘦理想内化和整容意愿关系之间存

在链式中介作用[24].
 

Roberts等[36]认为,
 

社会环境对自我客体化有重要影响,
 

特别是直接的人际交往经历.
 

本研究也发现,
 

与同伴在线上越频繁地进行外貌谈话越会增加与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的倾向,
 

个体会越频

繁地监视自己的身体,
 

当其认识到自己外貌的不足以及与他人外貌比较的差距时,
 

则会导致个体相貌不满

意的提升,
 

表现出更强烈的整容意愿以提升外貌吸引力.
4.4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
 

本研究仅采取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的频率来考察外貌谈话对女

大学生整容意愿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
 

自拍照浏览与自拍照编辑等行为会对女大学生身体意象及整容意

愿产生负面影响[18,37-38],
 

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考察不同的外貌谈话类型,
 

如即时性的在线对话与外貌相关

信息的交流或是基于朋友圈/QQ空间中的身体图片话题下的外貌相关信息交流对整容意愿影响的差异.
 

其次,
 

本研究仅考察了女大学生在将来考虑做整容手术的程度,
 

未来研究可基于个体考虑进行手术的时间

点(近期有打算做整容手术的想法或是计划到中年再做整容手术等)进一步探讨外貌谈话对整容意愿的影

响.
 

最后,
 

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
 

难以得出确切的因果关系,
 

今后可采用纵向研究进一步考察各

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5 结 论

1)
 

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和自我客体化、
 

相貌不满意以及整容意愿之间两两显著相关,
 

且线上外貌

相关的同伴谈话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我客体化、
 

相貌不满意和整容意愿.
2)

 

自我客体化和相貌不满意在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与整容意愿的关系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具体为3条中介路径:
 

一是自我客体化的单独中介作用;
 

二是相貌不满意的单独中介作用;
 

三是自我客体

化 相貌不满意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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