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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互联网“理想美”传播与“颜值”经济

影响，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医美消费的重要市场。据

相关数据统计，2020年中国整形消费者中，女性占

比87%，其中以20~25岁消费者占比最高［1］，“95后”

成为医美消费的主力军。然而伴随着越来越多年

轻人对医美整形的追捧，关于医美失败甚至死亡的

新闻报道也越来越多，“医美上瘾”“过度整容”现象

层出不穷，对个人乃至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

和经济损失。这些现象背后体现的是年轻女性普

遍存在的消极身体意象问题。大量研究表明，消极

的身体意象与多种有害结果相关，包括较差的心

理健康、过度医美、滥用药物的风险和饮食紊乱［2-3］。

消极身体意象越来越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

议题［4］。

健康信息传播由于其信息传播的交互特征和

基于反应的劝服传播方式，成为最有效的健康行为

态度改变途径［5-6］。此外，网络新媒介逐渐取代传统

媒体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为女性提供了自我

表露、获取他人信息和扩展人际关系的新平台，移

动上网、女性参与和社交媒体构成了多元而庞杂的

人际传播新图景，与此同时也泛滥着更多的女性身

体符号［7］。一方面，社交媒体运用自己的话语权所

建构和传递的美学理念掀起一场新的审美狂潮，各

个领域的媒体平台宣传着与常理不符的标准身材

和容貌，让人们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

距，个体在泛滥的“理想美”信息洪流的冲击下，逐

渐扭曲了对自己身体的认知［8］。另一方面，身体意

象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下的观念产物，会受到他

人评价的影响，当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自己

外貌相关的图片、视频等信息时，也接受着他人对

自己外表的评论［9］。

在身体意象研究领域，身体意象相关信息的传

交互式信息传播视角下年轻女性消极身体意象的
形成机理

季 婧，李 慧，严 静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网络平台和现实环境交互作用下的身体意象信息传播是影响年轻女性消极身体意象

的重要因素，从交互式信息传播的视角探究消极身体意象形成机理，对于年轻女性身心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研究选取 24名在校女大学生为样本，运用扎根理论，针对交互式信

息传播视角下年轻女性消极身体意象的形成问题开展研究设计，基于深度访谈文本，依次经过

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三个阶段，提取出交互式信息传播视角下年轻女性消极身体意象

的形成因素，并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最终提炼出 60个初始概念、13个副范畴和 2个主范畴，

形成交互式信息传播视角下年轻女性消极身体意象的形成机理模型，并对主范畴、副范畴和初

始概念等影响因素及相互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研究和界定女性消极

身体意象形成的结构维度和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是在信息交互情境下对传统身体意象影

响因素模型的实践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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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不仅包括来自社会环境以及人际环境的信息接

收，还包括了基于网络平台和现实人际的评价和讨

论［10］。网络平台和现实环境交互影响下的身体意

象信息传播已经成为影响个体对自己身体认知和

评价的重要因素。但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女性对媒

介信息的“保护性过滤”，即女性对浏览到的信息、

他人的外表评论能做出自我判断并处理这些信息

的能力和行为［11］。保护性过滤作为一种对“理想

美”信息的积极处理方式，与信息传播系统内各因

素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年轻女性对自我外表的

评价，并进一步影响她们对外表管理的健康行为。

因此，从交互式信息传播视角研究年轻女性消极身

体意象的形成机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关于女性身体意象的

影响机制研究，包括以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为研究背

景、基于不同理论的多元视角等［12］。学者们强调

社交媒体是影响年轻女性身体意象的重要媒介，

同时也提出人际传播是劝服个体转变态度，改变

行为的关键动力。目前将女性保护性过滤能力纳

入身体意象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多。因此，本研

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和

人际交互式传播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保护性过滤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

方法，构建交互式信息传播对消极身体意象的作

用机理模型。

一、理论基础

当前身体意象研究的主流理论主要有社会文

化理论（social cultural theory）和自我客体化理论

（self⁃objectification theory），分别阐述了消极身体

意象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作用机制，以及客体

化情境下年轻女性心理、精神和行为上的经验性

结果［13］。

（一）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的创始人 Lev Vygotsky认为，社

会文化因素对于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4］。

Thompson等人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出一个三重

影响模型（tripartite influence model，TIM）。这个模

型整合了众多研究结论及观点，与社会文化理论相

一致，TIM提出家庭成员、同伴和媒体对身体不满的

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他们的影响通过

社会比较与内化发挥作用［15］。社会文化理论强调

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对个人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

身体意象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个体将社

会文化所秉持的关于美的标准“内化”（internaliza⁃
tion），即个体接纳了社会所宣扬的“理想美”标

准，并将其作为个人目标。而将“理想美”内化的

用户更有可能将自己的表现与他人的成就进行

比较，从而造成负面的心理状态，消极身体意象

就此形成。

（二）客体化理论

客体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16］来源于女

性主义理论研究，该理论认为在社会大众的关注

下，女性的身体成为了被欣赏、关注甚至消费的客

体，这种倾向最具体的表现即女性形象的商品化，

如广告中常出现美丽纤细的女性形象。Fredrickson
与Roberts依据客体化理论的观点提出了自我客体

化（self⁃objectification）概念［17］。自我客体化是一种

扭曲的自我认知，表现为过度关注外表，以及频繁

地进行身体监视（body⁃surveillance），会对个体的情

绪和行为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社交逃避倾向和

消极身体意象。身体监视被认为是自我客体化的

表现形式，会导致个体减少对身体内部状态的重

视，如健康状况和身体功能，而更多地关注身体看

起来怎样。如果个体以身处环境的审美标准来要

求自己，就会容易产生对身体的焦虑感和羞耻感。

（三）身体意象相关信息的“保护性过滤”

Wood⁃Barcalow［11］在一项关于女性身体意象的

质性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保护性过滤”（protective fil⁃
tering）的概念，即以保护自我身体意象为目的的一

种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行为。有学者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保护性过滤行为是女性在面对

有关身体的信息时，接受积极信息，同时拒绝消极

信息的信息加工行为［18］。关于保护性过滤的研究

主要为定性研究，Ornella［19］在其研究中指出，年轻女

性对于社交媒体“理想美”信息的保护性过滤行为

主要包括：对“理想美”信息的批判；关注“理想美”

形象中女性的价值观而不只是外在形象；将“理想

美”形象与其负面后果联系起来。保护性过滤作为

一种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消极身体意象相关信息对女性身体意象的负

面影响。

二、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是一种在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归

纳基础上建立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由美国学者格

拉塞（Barney G. Glaser）和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
于1967年提出［20］，该方法的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

础上建立理论，在建构的过程中获得可靠的经验证

据的支持，其主要特点在于能够从经验事实中抽取

出新的概念和思想［21］。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收

集资料，再运用扎根理论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归

纳，实现对数据资料自下而上的概念化、范畴化，最

终按照逻辑层级构建形成理论。鉴于访谈资料的

庞杂，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0对访谈文

本资料进行分析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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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本选择

相关研究表明［22］，女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消极

身体意象问题，同时也是社交媒体平台的主要用

户，深受网络信息和同伴的影响，基于此，我们选择

将女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分析。本研究

共选取24名在校女大学生作为访谈对象，样本描述

性统计如表 1所示。我们将 24名访谈对象的访谈

记录整理为完整的访谈资料，然后从中抽取20份用

于扎根理论分析，剩余4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表 1 访谈样本描述性统计

基本情况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专业

18～25岁
26～30岁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医药护理类
工程及信息类
音乐表演类
人文科学类
自然科学类
政法类
教育类

人数

18
6

16
8
5
5
4
3
3
2
2

构成比（%）

75.0
25.0
66.7
33.3
20.8
20.8
16.7
12.5
12.5
8.3
8.3

（二）访谈内容及实施

本研究于 2023年 5—6月在安徽省合肥市三所

高校进行访谈调研，访谈提纲的设计主要参考了社

会文化理论、客体化理论以及女性身体意象的相关

文献，具体提纲见表2。采用面对面式访谈，经受访

者同意后，对谈话内容进行录音。每一位受访者的

访谈时间约为40分钟，首先询问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等），然后按照访谈的

实施步骤，依据访谈提纲对受访者进行询问并记录

关键信息，再对某些问题进行追问。访谈结束后，

将所有访谈音频转化成文本，最终整理形成约 1万
字的文本材料，随后导入到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0
进行分析。

三、访谈分析

本研究通过程序化编码方法归纳数据和构建

模型，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3个
步骤［23］，为保证信效度，邀请 3名心理学、传播学领

域的专家成立编码小组，其中一名为长期从事健康

心理学研究的高校心理学专业的科研人员，另外两

名为长期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高校科研人员。

编码开始前，小组成员广泛阅读了女性身体意象相

关的文献，以保证对该研究主题了解充分。编码过

程中，小组成员反复比较，分析所得数据资料，在此

过程中，如遇意见不统一情况，由3人集中讨论直至

达成一致意见。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又称一级编码，要求编码者以开放

的心态，摈弃个人认知以及研究界已有的定论［24］。

是一个将收集来的资料打散，分解，并重新赋予概

念，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将原始资料与新概念

不断比较并形成范畴的操作化过程。本研究参考

贾旭东等［25］的做法，利用Nvivo12.0对 24名女大学

生的访谈资料进行标签化和概念化，依据最大可能

性原则提炼了60个初始概念，部分开放式编码结果

如表3所示。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又称“二级编码”，主轴编码是借由演

绎与归纳，通过不断比较的方法将近似编码连接在

一起的过程［26］。其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

属之间的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

关联［27］。本研究从 60个初始概念中初步提炼形成

13个副范畴，并进一步提炼形成信息接收、信息分

享、信息加工、内化、社会比较、身体监视共6个主范

畴（表4）。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又称为“核心编码”，这一阶段的主

要工作是通过对主范畴进行整合与凝练，最终在所

有命名的概念类属中提炼出能概括所有范畴的核

层次设计

情境带入

核心访谈

深度追问

主要访谈内容

Q1：你是否对自己的容貌感到焦虑？具体焦虑
哪些方面？

Q2：哪些情境会增加你对容貌的焦虑？（引导式
提问：比如在浏览一些社交媒体APP时？）

Q3：你会从哪些渠道通过何种方式获得关于外
貌的相关信息？

Q4：网络媒体上的完美身材和容貌的照片或视
频对你关于自己身体的看法有何影响？

Q5：网络媒体所宣扬的“白幼瘦”的主流审美标
准对你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有何影响？

Q6：你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吗？你
如何看待他人对自己照片的评价？

Q7：你会和身边的同伴谈论外貌相关的话题
吗？这些谈论对你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有何影响？

Q8：你有没有与身边的同伴进行外貌比较的经
历？这种比较对你有何影响？

Q9：你的父母如何看待你的相貌和身材？对你
有何影响？

Q10：你认为在交互式信息传播的背景下怎样
能够减少对相貌和身材的焦虑？

Q11：还有哪些我们未提及但是让你产生容貌
焦虑的因素？详细谈谈。

表 2 访谈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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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范畴，并建立核心范畴、主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

的关联，以“故事线”的形式来描述现象及其背后的

驱动因素，从而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理论模

型［28］。在此过程中，本文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和自我

客体化理论的框架，将各个核心范畴联系起来，并

在信息交互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环境下（媒体环境

和人际环境）的信息接收—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信

息生产和信息加工”这一核心“故事线”来统驭所有范

畴。基于对6个主范畴的进一步考察分析，本文将主

范畴归纳为信息情境和认知加工2个核心范畴，主范

畴与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如表5所示。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根据扎根理论的要求，为了检验对材料概念、

主范畴和核心范畴提炼的可信度和充分性，研究者

需要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本研究将随机抽取的

24份访谈资料中剩余的4份样本按照扎根理论三级

编码的方式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仍然符合模型中

的脉络和逻辑，没有发现新的范畴和关系。因此，

原始资料

在朋友圈发自己的照片一般是不会收到朋友们不好的评价的，但是我会
关注有多少朋友给我的照片点赞，点赞似乎代表了别人对照片的肯定，如
果没有多少点赞，我会质疑自己是不是不好看（W52）
青春期我很胖，班里有男同学用我的体型给我取外号，导致我青春期一直
比较自卑。虽然现在已经比当初瘦很多了，但是当时遭遇的嘲笑对自己
还是会有影响的（W61）
我会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一些关于美妆、护肤和穿搭的笔记，慢慢就会觉得这
些对女生很重要，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想着怎样才能更好看，这是个
挺内耗的过程，因为总是不能和自己原本的样子和解（W71）
每次在社交平台上发照片前我都要修图，虽然美颜后的照片很好看，但是
我越来越接受不了自己素颜的样子，也会在意别人对我照片的点赞和评
论（W81）
一打开网络平台就能看到很多明星和网红，五官精致，身材完美，再看看
自己，双下巴，小眼睛，塌鼻梁，越来越对自己的样子不满意了，甚至很想
按照她们的样子去整容（W68）
其实我挺在意朋友对我外表的评价，因为不熟悉的人可能只会夸我好看，
但是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更真实了，比如朋友前阵子说我长胖了，虽然体重
没有变化，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变胖了，要减肥了（W59）

初级编码

关注朋友给自己
照 片 的 点 赞
（W31）
来自同伴的身体
嘲笑（W35）

分享“变美”经验
（W27）

对照片进行美化
（W38）

以明星、网红的
标 准 要 求 自 己
（W45）
在意朋友对自己
身 体 的 评 价
（W63）

初始概念

同伴评价（W4）

同伴嘲笑（W7）

发表言论（W43）

发布照片（W28）

“理想美”标准的
内化（W82）

同伴信息的内化
（W69）

范畴

同伴信息

社交媒体
参与

内化

表 3 部分开放式编码结果

表 4 主轴编码结果

范畴
信息接收

信息分享

信息加工

内化

社会比较

身体监视

“理想美”信息
同伴信息
父母信息

社交媒体参与
同伴交流

屏蔽消极信息
重构消极信息

社交媒体信息内化
同伴信息内化

上行比较
平行比较

过度关注外在
忽视内在

主要内涵

社交媒体构建的“理想美”审美标准，社交媒体上“理想美”的言论，社交媒体上“理想美”的照片和视频
来自同伴的消极身体意象言论，来自同伴的负面身体评价
来自父母的消极身体意象言论，来自父母的负面身体反馈

在媒体平台发表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
与同伴讨论身体相关话题

取关相关社交媒体账号，屏蔽让人产生容貌焦虑的消息或视频
美的概念广泛化，把别人对自己外貌的评价当作玩笑

认同社交媒体塑造的“理想美”审美标准，以“理想美”的标准要求自己
关注同伴对自己身体的评价，同伴的评价让自己有改善容貌的压力

和社交媒体上“理想美”的形象进行比较
和身边的同伴进行身体相关的比较

频繁审视自己的外在形象，将自己的身体与社会的标准进行比较
忽视身体健康，忽视身体的功能，忽视自己的内在提升和内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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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立的理论模型是饱和的。

四、模型结构维度阐释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利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
vo12.0对收集的访谈文本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分析，

最终提炼出信息情境、认知加工2个核心范畴，信息

接收、信息生产、信息加工、内化、社会比较、身体监

视6个主范畴以及“理想美”信息、社交媒体参与、屏

蔽消极信息、上行比较等 13个副范畴，共同构建成

交互式信息传播视角下女性消极身体意象的形成

机理模型（图1）。下面从信息情境和认知加工两个

层面就信息接收、信息生产、信息加工、内化、社会

比较、身体监视 6个主范畴分析年轻女性消极身体

意象的形成机理。

表5 选择性编码结果

典型关系

信息接收→信息情境

信息生产→信息情境

信息加工→信息情境

内化→认知加工

社会比较→认知加工

身体监视→认知加工

关系指向性

“理想美”信息→信息情境

同伴信息→信息情境

父母信息→信息情境

社交媒体参与→信息情境

同伴交流→信息情境

屏蔽消极信息→信息情境

重构消极信息→信息情境

社交媒体信息内化→认知
加工

同伴信息内化→认知加工

上行比较→认知加工

平行比较→认知加工

过度关注外在→认知加工

忽视内在→认知加工

部分原始资料

现在的大众审美就是女性要白要瘦，尤其是在网络媒体平台上（W15）
我的朋友有时会提醒我长胖了或者告诉我最近皮肤不太好（W19）
我的家里人告诉我作为女生要更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在我成年后他们鼓
励我去瘦身减肥和做双眼皮手术（W5）
我有时会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一些关于美妆、护肤和穿搭的笔记，也会和平台
上的网友讨论这些话题（W75）
和朋友们讨论化妆、护肤的话题还挺多的，也经常和朋友讨论一些明星的长
相（W40）
我取关了一些所谓的“颜值博主”，发现少看点她们也会少一些焦虑（W9）
我觉得没有必要按照明星和网红的标准去要求自己，都是很不现实的（W22）
我甚至很想按照她们（明星、网红）的样子去整容（W72）

其实我还挺在意朋友对我外表的评价的，虽然我的体重没有变化，但还是觉
得自己确实变胖了，需要减肥了（W41）
经常在网络平台上看到很多身材非常好的网红，我会更加觉得自己太胖了（W55）
身边一个好朋友之前和我一样重，现在她减肥瘦了，变漂亮很多，而我还是
那么胖，越来越焦虑了（W64）
每次出门前我都会花很长时间化妆打扮（W54）
我曾经节食瘦了十斤，虽然当时被饿的很难受，但是我感觉还是值得的（W48）

图1 交互式信息传播视角下年轻女性消极身体意象的形成机理模型

信息接收信息接收
·理想美信息
·父母信息
·同伴信息

信息生产信息生产

·社会媒体参与
·同伴交流

信息加工信息加工
·屏蔽消极信息
·重构消极信息

内化内化

·理想美信息内化
·同伴信息内化

社会比较社会比较

·上行比较
·平行比较

身体监视身体监视
·过度关注外在
·忽视内在

消极身
体意象

信息情境信息情境 认知加工认知加工

（一）信息情境

本研究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交互式信息传播

视角下年轻女性消极身体意象的形成机理，根据对

访谈资料的文本分析，我们提炼出“信息情境”这一

核心范畴，包括信息接收、信息生产、信息加工三个

主范畴。

信息接收是一切行为决策的前提［29］。在社会

活动和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女性主要能够从社交媒

体、同伴以及父母三方接收到有关身体方面的信

息。社会文化理论将社会文化视为社会中对人的

认知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社交媒体作为社会文化传

播的主力军，其构建的“理想美”的“信息茧房”影响

着参与社交媒体的每一位个体［30］。从本研究的访

谈资料中可以看出，年轻女性从社交媒体上获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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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关信息的渠道呈现出多元化和无界性，从博主

推荐、经验分享到图片或视频展示，各种关于女性

身体趋同的、超常的“理想化”信息借助网络新媒体

的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女性对自我身

体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如一位受访者提到，“关注

了某网络平台上很多美妆博主，以前我只是单纯的

容貌焦虑，可是当我看到她们的妆后简直就是‘换

头’，我甚至又多了‘技术焦虑’，长得不好看又不会

化妆可真是没救了。”（W83）在当下“万众皆媒”的全

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新兴媒体发出声音，

影响舆论，使得人人都能成为构建女性身体话语权

的一员［31］。这一方面反映了从网络舆论方面对年

轻女性身体意象信息进行监管的难度之大，另一方

面也预示着网络新媒体可以发挥其门槛低、传播

快、影响广的优势，成为宣扬“女性积极身体意象”

文化的主战场，正如一位受访者提到，“现在有不少

网红开始宣传‘反容貌焦虑’了，她们公开自己的无

美颜素颜照，希望能够让女性减少对自己身体的焦

虑。”（W74）
在人际交往的信息情境下，父母和同伴是影响

年轻女性身体意象的主要信源［32］。父母在个体身

体意象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启蒙和引导作用，父母

向子女传达了对其体型或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的

批评，使女性在青少年时期感知到来自父母的压

力［33］。在本研究中，多名受访者表示，父母曾在青

春期对她们的身体或饮食习惯表示过不满，如“劝

我减肥”（W94），“不让我多吃怕我长胖”（W89）。除

此之外，父母对自我身体的认知也会对子女成年后

的身体价值观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于女性，母亲对

自己外在形象的重视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儿

成年后对身体形象的关注度［34］。本研究的受访者

表示，“我妈妈是个对外表很讲究的人，我小的时

候经常看她化妆打扮，长大后我也比较在意自己

的外在形象。”（W39）在女性步入青春期之后，父

母的影响逐渐减弱，同伴成为她们主要的社交对

象，也是获取有关自我信息的重要来源。来自同

伴的信息主要为同伴对外貌的嘲笑和负面评价。

在本研究中，有 10名受访者表示曾遭遇过异性同

伴的外貌嘲笑，如被取体现外貌特征的“绰号”。

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会比童年时期更加关注自己的

外在形象，对自己身体外在的“缺陷”十分敏感，而

同伴对其身体的嘲笑更加深了青春期女孩对自己

身体“不完美”的认识，严重者甚至会导致抑郁和

社交逃避情绪［35］。成年过后，女性很少会遭遇来

自同伴的外貌嘲笑，更多的是同伴对其身体的负

面评价，如受访者表示，“我的朋友会开玩笑地问

我是不是长胖了，我知道她们并无恶意，但是我还

是会不开心，觉得自己要减肥了。”（W47）这种来

自同伴的负面评价通过强化对身体的关注，最终

导致对身体的消极认知。

此外，个体置于交互式信息传播情境下，不仅

是被动的信息接受方，也是主动的信息生产者［36］。

年轻女性参与信息生产的过程同样是影响其身体

意象的重要路径。同时，本研究提取出“社交媒体

参与”和“同伴交流”两个维度。在社交媒体参与的

过程中，女性主要通过“分享变美经验”“发布照片

或视频”以及“参与线上身体相关话题的讨论”，强

化了对身体相关信息的关注。一位受访者表示，

“自己爱好研究护肤美妆，很享受这种追求美的过

程，平时也经常在网络平台上发一些变美笔记。”

（W66）这种基于个人意愿的信息分享行为也会无形

中给分享者施加“变得更美”的压力。正如一位受

访者所言，“越来越多的网友给我的分享点赞，我很

有动力同时也很有压力，我要在这上面花费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让自己变得更美，才会对得起大家对

我的认可。”（W13）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也是年轻女

性参与社交媒体的主要活动，在照片发布前，她们

通常会对照片进行“修饰”以掩盖外貌或体型上的

“缺陷”，然而这个过程更加强化了女性“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心理落差感，增加了年轻女性对外貌

的不自信。受访者表示，“修图后我很难再接受修

图前的自己，这让我更焦虑了。”（W25）除此之外，发

布照片已经成为了一种为获得他人关注和认可的

社交行为，他人的点赞和评论代表了对照片的意见

和反馈［37］。而一味追求他人的认可反而会影响自

我的认同感，女性在收到他人对照片的反馈时，一

方面会强化对“理想美”标准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会

产生负面的比较心理，最终导致了对自己身体的负

面评价。

与周围同伴的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

轻女性对身体的评价，同伴既是女性获得身体相关

信息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她们日常交流的主要对

象［38］。多名受访者表示“经常和朋友讨论明星的长

相和身材”（W18、W26）。对“理想美”信息的讨论已

经成了年轻女性与同伴交流的日常话题，在与同伴

的交流过程中会强化对“理想美”身体形象的关注

和认可。在与同伴的交流过程中，个体会感知到同

伴的行为，并且为了合群会做出类似的行为［39］。如

本研究的受访者提及的现象：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会

经常讨论节食话题，并把节食看成一种集体活动，

为了满足群体归属感，大家都会节食减肥来避免

“与众不同”。

最后，在信息情境中，本研究还涉及一个关于

“缓解容貌焦虑”的路径探讨。通过对收集来的访

谈文本资料进行分析，我们提炼出“屏蔽消极信息”

和“重构消极信息”两个范畴，并总结出“信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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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范畴。“对消极信息不予理会”和“转变对负面

评价的观念”的信息加工是年轻女性缓解容貌焦虑

的常用手段。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能够分别调节信

息接收和信息生产与社会比较和内化之间的关系，

从而进一步减少消极信息对女性身体意象的负面

影响。这种信息加工行为是从源头上解决年轻女

性“容貌焦虑”的重要举措。受访者表示，“以前我

在微博上关注了很多颜值博主，后来我取关了她

们，发现看得少了，焦虑也少了”（W77）；“当我不再

认为只有白和瘦才是美时，我会更加接纳自己不完

美的身体”（W14）。面对网络生态环境下的“理想

美”信息冗杂，以及人际交流过程中信息交互的复

杂性，抵御消极身体信息对价值观的误导，关键需

要个体提升对信息的鉴别和排除能力，避免对消极

身体意象相关信息的盲目轻信和盲目跟风。

（二）认知加工

本研究在对访谈文本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概括

出“认知加工”这一核心范畴。认知加工是把客观

环境的刺激信息转换为内部主观信号的过程。来

自社交媒体和同伴的身体意象信息通过个体的认

知加工过程形成对自我身体的价值观。我们提炼

出内化、社会比较和身体监视三个主范畴，共同构

成“信息—身体意象”的转换过程。通过编码分析，

发现媒体、同伴和父母是身体意象的影响因素，但

这些因素并不能直接影响身体意象，只有个体对这

些信息进行内化或产生社会比较时，才会对身体意

象产生影响。

首先，内化是指个体对社会文化进行学习，使

其成为内心的标准来有意识地引导、控制自己的心

理活动［40］。在信息传播情境下，无论是信息接收还

是信息生产，都需要通过内化这一中介影响女性对

自我身体的态度，“理想美”首先是个别群体视域下

的审美标准，经由社交媒体不断传播和强调后，逐

渐被该场域下的个体所了解进而认同，进一步发展

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审美标准。对“理想美”信

息的内化主要表现为对“理想美”特征的偏好和对

自我理想化身体形象的改造，如当下年轻女性一味

地追求“白幼瘦”审美，并通过医美整形、节食瘦身

等手段去实现对身体的“理想化”塑造。一名受访

者表示，“刚上大学的时候去做了个双眼皮，那个时

候很流行那种欧式大双眼皮，做了过后发现并不适

合自己，但是当时就是非做不可的心态。”（W56）来

自同伴的负面评价是以往有关身体意象信息内化

研究中所忽视的部分。在本研究中，多名受访者表

示她们比较在意同伴对其身体的评价，并把来自同

伴的评价当做审视自己身体的参考，相较于同伴的

夸赞所带来的积极情绪，同伴对身体的负面评价更

容易引发对身体的消极情绪和态度。比如一名受

访者表示，“在朋友圈发照片前我会先发给朋友看，

如果朋友说已经很美了，我会觉得那是她作为朋友

对我的‘颜值滤镜’，但是如果朋友提出了一些意

见，我又会很苦恼，已经美颜修图了，但还是能被指

出来不好看的地方。”（W81）
其次，社会比较是指人们需要通过与他人进行

比较来维持稳定和准确的自我评价［41］，这种比较分

为上行比较和平行比较，上行比较主要以女性对

“理想美”的追求呈现出来，平行比较主要为女性与

同伴的比较，无论上行比较还是平行比较都会在一

定程度上激化对容貌的焦虑。“理想美”的标准被普

遍认可和内化后，女性必然会衡量自身与“理想美”

之间的差距并进行比较和效仿。比较是心理层面

的想法，会在个体接触到信息后直接影响其对身体

的态度，产生焦虑和自卑心理。效仿则是行为层面

的实践，例如，社交媒体呈现出一位女性在进行整

形手术后“颜值”有了很大提升时，除此之外还会隐

喻其因为变美成功而收获的人际关系、工作和生活

上的各类回报。当其他女性在接收到这类信息后，

也会产生“如果我变得这么美，也会得到相似的回

报”的想法，进而产生模仿行为，在模仿的过程中，

如果个体与被模仿对象在所效仿的方面差距较小，

通过一定的努力就能缩小或者达到时，这种由比较

产生的模仿行为就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社交

媒体往往呈现给女性的都是极端案例和超现实的

完美形象，普通人难以通过自身努力缩小与其的差

距，而这种比较的影响普遍都是消极的。相较于网

络媒体上难以企及的“理想化”身体形象，同伴与自

己处于相同的生活环境，拥有较为相似的资源条

件，成为年轻女性进行身体比较的普遍对象。本研

究发现，年轻女性与同伴进行比较的负面后果兼具

向上比较的“落差感”和平行比较的“真实性”，即同

伴是更为真实的比较对象，在比较的过程中当女性

更关注同伴比自己优秀的方面时，所感受到的负面

情绪比向上比较更为强烈。如一位受访者所言，

“同寝室的室友从 120多斤瘦到了 95斤，真的变化

非常大，我是和她一起减肥的，但是我瘦的并不明

显，还是挺难受的，为什么别人能成功自己却没有

成功。”（W76）
身体监视是指女性在内心会产生一个作为观

察者的第三视角，通过这个视角频繁地监控自己的

外表并且与社会的标准形象进行对比［42］。内化和

社会比较最终都通过年轻女性对自我身体的频繁

审视导致消极的身体意象。女性的身体监视与社

会对女性的性客体化密切相关，人们习惯性地将女

性的性别特征或能力从她的个体完整性中分离出

来，女性被视作某种工具性的存在，女性在身体方

面对他人的功用和价值被用来作为衡量她个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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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标准［43］。简而言之，就是女性的身体外表价值

被格外关注，被置于其内在品德、能力、性格等其他

价值之上，甚至完全代表了个体的价值。这种强调

女性外貌价值的客体化环境使得女性更加在意自

己的外在形象，逐渐将自己的身体客体化，随之而

来的是自我观念的丧失，并进一步导致过度在意他

人的评价和忽视自我的内在感受而盲目追求“理想

美”的外在形象。如一位受访者表示，“女孩子出趟

门真不容易，要洗头要化妆还要搭配衣服，美瞳假

睫毛其实戴着都很不舒服，也很想素面朝天，可是

每次出门前还是会收拾很久。”（W44）结合前文信息

加工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再次得出提高自我信息处

理能力并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是减少女性自我客

体化和身体监视的关键。只有建立强大的精神自

我、增强抵御负面身体信息的能力，才能打破社会

对女性的审美禁锢。

五、理论与实践启示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利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
vo12.0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探究了交互式信

息传播视角下年轻女性消极身体意象的结构维度

和形成机理，并构建出模型。

在理论上，一方面丰富了女性身体意象的相关

理论研究。整体上，已有的关于女性身体意象的研

究主要聚焦于探讨社交媒体、同伴和父母等社会影

响因素对女性身体意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

的理论创新点在于从交互式信息传播这一视角出

发，将女性身体意象置于信息传播的情境之中，本

研究的结论更有利于理解如今信息传播新格局背

景下女性消极身体意象的形成。另一方面，本研究

是对传统身体意象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践和完善，本

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女性对身体意象相关信息

的“保护性过滤”（即信息加工过程）在其身体意象

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该研究结果

对进一步研究和界定女性消极身体意象形成的结

构维度和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在实践上，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帮助年轻女性

群体和相关部门更好地理解交互式信息传播背景

下女性消极身体意象形成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

指导她们采取恰当的行动或措施以减少信息对身

体意象的不利影响。对于女性个体而言，需要提升

自身的媒体素养，避免对消极身体意象相关信息的

盲目轻信，包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

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

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对于监管部门，需要以网络信

息内容监管为抓手加强对网络媒体平台的规范和

监督，减少“制造容貌焦虑”相关信息的传播，营造

良好的社会风尚。

六、局限性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方

面。一方面，选取的访谈对象主要为在校女大学生

群体，虽然女大学生群体是容貌焦虑的典型代表，

但其他年龄段和教育水平的女性和男性群体同样

也存在容貌焦虑问题，这可能会造成相关范畴的提

取有所遗漏。未来可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各个年龄

阶段的女性或男性群体，开展进一步研究。除此之

外，本研究的研究样本只有 24位，基本满足了扎根

理论对于理论饱和标准的要求，未来可以选取大样

本进一步探究交互式信息传播背景下女性身体意

象的结构维度和形成机理。另一方面，本文相关结

论及模型主要是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质化分析

得出的，其信度和效度尚未经过大样本检验，未来

可以运用大样本数据结合回归分析、探索性和验证

性因子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对其开展进一步的测

度和统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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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s of negative body image of young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JI Jing，LI Hui，YAN Jing
School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1，China

Abstract：As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online platforms and the real ⁃ life environment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body image become an essential factor influencing young women’s negative body image，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gative body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is study selected
24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investigated the formation of negative body image of young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by applying the rooting theory. Based on the in ⁃ depth
interview，we derived the formation factors open，axial and selective coding stage and passed the theoretical
saturation test. Finally，we extracted 60 initial concepts，13 sub⁃categories and two main categories to form a
mechanism model of young women’s negative body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while also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main categories，sub ⁃ categories，initial
concepts and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finition of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s and systems of female negative body image formation，
which ar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body imag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n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context.

Key words：negative body image；message transmission；rooting theory；formation mechanism；protective
fil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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