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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体格焦虑量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成就动机量表对河南某高校２１７名肥胖女大学
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肥胖女大学生与体重正常女生的成就动机分数差异不显著，但体格焦虑因子分数、心理

症状因子分数均显著高于体重正常女生。肥胖女大学生的体格焦虑在体质量指数和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肥胖女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在体格焦虑和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建议肥胖女大学生通过科学减肥、完

善价值观、端正审美观、增强成就动机等途径缓解体格焦虑，促进心理健康。

关　键　词：肥胖女大学生；体格焦虑；成就动机；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Ｂ８４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１８－０４

　　肥胖是体脂肪储存过量所致的全身脂肪组织与
其他组织失去正常比例的状态［１］，不仅威胁人类身心

健康，而且影响体型美。体像与体型在女大学生的自

我意识中占据相当高的地位，肥胖对女大学生所产生

的负面效应远比男大学生严重［２］。一项针对肥胖大

学生的健康调查发现，肥胖大学生心理问题阳性检出

率显著高于体重正常大学生，而尤以肥胖女大学生心

理问题最严重［３］。体格焦虑指个体因担忧他人负面

评价自己的身材体型所产生的焦虑［４］。成就动机指

个体努力克服困难，尽力达成目标的一种内部推动

力［５］。以往的研究表明，成就动机与心理健康之间存

在显著相关，成就动机越强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越

高［６］。目前还鲜有研究揭示体格焦虑与心理健康的

关系，但有理由认为过度体格焦虑是心理健康的危险

因素。本研究将体格焦虑、成就动机与心理健康整合

于同一研究框架，试图揭示肥胖女大学生的体质量指

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以下简称 ＢＭＩ）、体格焦虑及成
就动机影响心理健康的机制，以期为肥胖女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维护和促进提供科学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从某高校随机选取９个院系，在院系学生干部的
帮助下，以班级为单位搜集全部女生的身高、体重数

据作为被试源数据库，并计算全部被试的 ＢＭＩ。计算

公式：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平方（ｍ２）。根据国际通
用的肥胖鉴别标准：亚洲成年人 ＢＭＩ介于 １８．５０至
２２．９０为体重正常，ＢＭＩ≥３０．００ｋｇ／ｍ２为二级肥胖，
ＢＭＩ介于 ２５．００－２９．９０为一级肥胖［７］。本研究将

ＢＭＩ≥２５．００的女大学生视为“肥胖女大学生”，共检
出２３４人。鉴于研究对象均为肥胖个体，故体重指数
ＢＭＩ亦即“肥胖指数”。

（二）调查工具

１．采用徐霞修订的体格焦虑量表测量体格焦虑。
该量表包括“担忧消极评价”“自我表现不适”“社会

比较不安”３个维度，共 １５个条目。采用五点计分
法，得分越高说明体格焦虑水平越高。该问卷用于测

量中国青年具有良好信、效度［８］。

２．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测量心理健康。
ＳＣＬ－９０包括神经质（偏执、敌对、人际敏感）、精神质
（焦虑、抑郁、强迫）两个分量表，效度、信度符合测量

学要求［９］。采用五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心理症状

越严重。

３．采用叶仁敏修订的成就动机量表测量成就动
机。该量表包括追求成功、避免失败两个分量表，采

用四点计分法，分量表得分为相应条目得分加总，成

就动机分数为分量表得分之差［１０］。

（三）施测与统计分析

对目标被试分４批集中施测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２１７份。另外施测了一批体重正常女生作为对照，获

第３２卷第３期
２０１７年６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２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７



 
 
 
 
 
 
 
 
 
 
 
 
 
 
 
 
 
 
 
 
 
 
 
 
 
 
 
 
 
 
 
 
 
 
 
 
 
 
 
 
 

 

得有效问卷１０４份。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所有统计检验Ｐ值均取双尾概率，统计检验
水准取α＝０．０５。

二、研究结果

（一）肥胖女大学生与体重正常女大学生体格焦

虑、成就动机及心理健康比较

如表１所示，肥胖女大学生体格焦虑因子分数、
心理症状因子分数高于体重正常女生，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肥胖女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分数低
于体重正常女生，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肥胖女大学生的“担忧消极评价”“社会比较不安”因

子分均超过五点量表的中值，表明肥胖女大学生体格

焦虑水平偏高，且主要表现在害怕进行体型比较以及

担忧别人对其身材进行负面评价。肥胖女大学生“神

经质”均值高于“精神质”，表明肥胖女大学生在人际

敏感、偏执、敌对方面的心理问题相对于抑郁、强迫、

焦虑等方面的心理问题更严重。

表１　肥胖女大学生与体重正常女大学生的体格焦虑、成就动机及心理健康得分比较

肥胖组（ｎ＝２１７） 体重正常组（ｎ＝１０４） ｔ Ｐ

担忧消极评价 ３．２３±０．６４ ２．５８±０．７７ ７．９３ ．０００

自我表现不适 ２．８０±０．３７ ２．９７±０．６８ －２．８９ ．００８

社会比较不安 ３．２７±０．６９ ２．２９±０．９１ １０．６６ ．０００

成就动机 ５．５０±８．３２ ５．８９±９．２７ －０．３８ ．６３６

神经质 ２．９３±０．４１ １．５８±０．４３ ２７．０９ ．０００

精神质 ２．８９±０．４４ １．６８±０．４７ ２２．４８ ．０００

　　（二）肥胖女大学生的 ＢＭＩ、体格焦虑、成就动机

及心理健康的关联

从表２可以看出，肥胖女大学生的ＢＭＩ与体格焦

虑因子、心理症状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体格焦虑因子

与心理症状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成就动机与体格焦虑

因子、心理症状因子呈显著负相关。由此可见，肥胖

女大学生肥胖程度越高，其体格焦虑水平越高、心理

健康水平越低；肥胖女大学生成就动机越强，其体格

焦虑水平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表２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ｎ＝２１７）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ＢＭＩ ２８．８８ ２．１０ １

担忧消极评价 ３．２３ ０．６４ ．５３ １

自我表现不适 ２．８０ ０．３７ ．４２ ．６４ １

社会比较不安 ３．２７ ０．６９ ．４６ ．６９ ．５９ １

成就动机 ５．５０ ８．３２ －．１４ －．３８ －．３６ －．３０ １

神经质 ２．９３ ０．４１ ．５０ ．５０ ．５２ ．５５ －．３９ １

精神质 ２．８９ ０．４４ ．４２ ．４８ ．４７ ．５１ －．４２ ．６１ 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下同

　　（三）体格焦虑在ＢＭ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ＢＭＩ为自变量（Ｘ），体格焦虑总均分为中介变

量（Ｍ），ＳＣＬ－９０总均分为因变量（Ｙ）进行简单回归

分析（表３中第一步、第二步）及层次回归分析（表３

中第三步）。结果显示，Ｘ对 Ｙ预测力显著，Ｘ对 Ｍ

预测力显著，Ｍ对Ｙ预测力显著，控制Ｍ后Ｘ对Ｙ预

测力仍显著。故肥胖女大学生的体格焦虑在 ＢＭＩ与

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３　体格焦虑在ＢＭ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中介效应检验（ｎ＝２１７）

预测模型 回归方程 标准误 ｔ值

第一步 Ｘ预测Ｙ ｙ＝０．５２ｘ ０．０４ １０．１１

第二步 Ｘ预测Ｍ ｍ＝０．４７ｘ ０．０３ ８．７７

第三步 Ｍ预测Ｙ ｙ＝０．４９ｍ ０．０３ １８．４４

Ｘ预测Ｙ（控制Ｍ）ｙ＝０．４９ｍ＋０．２８ｘ ０．０３ ６．３５

　　注：ｘ、ｙ、ｍ分别为Ｘ、Ｙ、Ｍ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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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就动机在体格焦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

节作用

对体格焦虑总均分（Ｘ）、成就动机（Ｚ）及两个变

量的交互作用项（ＸＺ）进行组平均数中心化（Ｇｒｏｕｐ－

ｍｅ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并以中心化后的Ｘ、Ｚ、ＸＺ为自变量，

以ＳＣＬ－９０总均分为因变量，依据回归模型Ｙ＝ａＸ＋

ｂＺ＋ｃＸＺ＋ｅ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第２层模型

较之第１层模型、第３层模型较之第２层模型决定系

数的增量
%

Ｒ２均显著（Ｐ＜０．０１）。表明：体格焦虑

对心理健康的主效应显著，成就动机对心理健康的主

效应显著，体格焦虑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受成就动机的

调节。见表４。
表４　成就动机对体格焦虑－心理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中心化后的变量 Ｂｅｔａ ｔ Ｒ２
%

Ｒ２ %

Ｆ

第１层 体格焦虑 ０．４９ １８．４４ ０．２４１

第２层 体格焦虑 ０．３５ １１．８８ ０．２６４ ０．０５３ ２２．９９

成就动机 －０．２６ ８．７４

第３层 体格焦虑 ０．３５ ７．８９ ０．２８９ ０．０２５ １１．２４

成就动机 －０．２６ ６．８２

体格焦虑×成就动机 －０．１９ ３．５３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为进一步揭示简单效应，将成就动机得分在平均

数１个标准差以上的被试作为高成就动机组，１个标

准差以下的作为低成就动机组，再将体格焦虑得分在

平均数１个标准差以上的作为高体格焦虑组，平均数

１个标准差以下的作为低体格焦虑组，作成就动机、

体格焦虑对因变量的交互作用图（见图１）。图１直

观显示，对高体格焦虑的被试，无论成就动机高或低，

均表现出高水平的心理症状，而对低体格焦虑的被

试，高的成就动机明显降低了被试的心理症状水平。

图１　成就动机在体格焦虑－心理健康间的调节作用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肥胖女大学生的心理症状水平高于

正常体重女生。肥胖女大学生心理压力源之一是担

心体质健康，肥胖女大学生体重负荷大，坚持体育锻

炼难度较大，身体素质相对较差。有调查发现肥胖大

学生的体质健康显著低于正常人群［１１］。体格焦虑是

肥胖女大学生最主要的心理压力源。在以瘦为美的

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常常将女性肥胖与“懒惰”“笨

拙”“丑陋”等词相联系，女大学生渴望拥有女性魅

力，对体型体格有较高要求，有研究报道体重正常的

女大学生尚有近６０％认为自己需要减肥［１２］。本研究

发现肥胖女大学生普遍存在体格焦虑，这与赵金凤所

得研究结果相一致，即肥胖女大学生相对于体重正常

女大学生表现出更多的“紧张、疲劳、抑郁、慌乱和心

境失调”［１３］。本研究发现肥胖女大学生体格焦虑突

出表现在“社会比较不安”“担忧消极评价”方面，这

说明肥胖女大学生的体格焦虑主要是由于与他人比

较所致的社会性焦虑。有研究发现，那些认为他人对

自己体格评价是积极的或那些对他人评价无所谓的

个体可能很少体验到社会性体格焦虑［１４］。高校教师

应注重引导肥胖女大学生认识不恰当社会比较的危

害，帮助她们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肥胖女大学生的成就动机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

相关。第一，高成就动机的个体在“现在的投入”和

“未来的愿望”上都有较高的期望，他们愿意在任务

中投入努力并能从任务中获得满足，这有利于形成积

极情绪和完善人格。第二，高成就动机的个体拥有强

烈的自我实现需要，而热衷于自我实现的人多具有较

强的心理自主性，善于控制自己，不受环境影响、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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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评价左右。第三，高成就动机的个体倾向于寻求

自我肯定，较少发生自我冲突，这正是心理健康的保

护性因素。

鉴于心理问题与肥胖指数存在显著正相关，肥胖

女大学生的当务之急是通过锻炼、合理饮食等途径进

行科学减肥。鉴于体格焦虑在 ＢＭＩ与心理健康之间

起中介作用，肥胖女大学生应通过完善价值观、端正

审美观等途径降低体格焦虑。鉴于成就动机在体格

焦虑－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肥胖女大学生应注

重强化其独立意识及自我实现意识，高校教师应注重

激发肥胖女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引导她们确定合理目

标并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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