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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的体型认同 ：基于女性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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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身体社会学 来看 ，
女性的体 型审 美取向是 男权文化的典型表征 。 通过 中 日 韩三 国 高

中 生的对 比分析发现 ，
与 男 生相 比 ， 高 中 女生普遍接受

“

以瘦 为 美
”

的体型观
，
存在更为 严 重的 体型

认 同 问 题 ：在 主观体型认知上 ，
倾向 于

“

向胖认 同
”

；
在体型认 同 情绪上 ，表现 为对

“

胖 不满
；
在 体型

认 同策略上 ，
以饮食减肥为 主 。 这表明 ， 身 体焦虑 已 蔓延到 了 高 中 生群体

，
导致 高 中女 生 中存在 着较

为 明 显的体型认 同 偏差和盲 目 减肥现 象 。 究其原 因
，

传媒的 渲 染与 强化起的是主导作 用
，
家庭教养

和 同 辈交往也有间接影响 。

关键词 体型认 同
； 身体 焦虑 ；

高 中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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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最

目前
，
青少年群体 ，尤其是女生对体型的过度关注 ，并尝试减肥 的行为早 已不是个别现象 。 的研

究发现 ，
的小学 年级儿童 的将偏瘦 的体型作为理想形象 并且选择更瘦的体态作为 自 己 的理想表征

情况 ，对于所有的体重水平 、种族 、年龄 、学校和社区 的女性都适用 。 等人的研究发现 ，
小学 、 年级学

生中有 的人报告主动尝试去改变体重 。 许思安等人的研究也发现
，
初中女生的身体 自我满意度较男生

低 。 自 上世纪末开始 青少年就逐渐被这样
一

种主流文化所淹没
：
瘦的女性身体才是最理想 、最健康 的 。

翻

一

） 身体与 身体社会 学

无论是在西方传统哲学中 ，
还是在东方传统哲学中 ，

身心分离的二元论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 。 身体 是
一种本质主义 的 自 然存在 和心灵没有关系

，
甚至是禁锢心灵的限制 。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 ，

身体要么被作为
一

个道具来对待 ， 借以展现思维的 、文化象征的内容 要么被作为对象
，
用 以承载痛苦 、疾病和统治 ，难 以从

中看到
“

活生生的身体
”

。 身体在传统社会学 中也
一

直处于
“

不在潮的状态
”

。

随着当代消费社会的兴起以及个人主义的兴盛 ，导致 了身体重新复苏 ，人类学 、哲学 、 医学等学科对身

体的持久关注 ，最终唤醒 了社会学家关于身体研究的热情
，
当代身体研究的主题越来越宽广 ，权力 、政治 、经

济 、文化等众多因素先后被引人了身体研究领域 身体社会学由此逐渐成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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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的身体现实学 ，涂尔干 、莫斯和布迪厄人类学传统 的社会实践性身体 ，
以及尼采 、福柯的历史 、政治身体观

等 涉及到身体的经验 身体的社会意义与象征意义 、权力结构下的身体地位等 。

正如古登斯所说
，
社会生活与我们的身体相互之间存在着

一

种内在的 、深刻的本质性关系 ，

“

被称为身

体社会学的这个领域 ，
是对我们身体受社会因素影响 的方式所作的研究 。 我们作为人类是肉体的 ， 即我们都

有身体 。 但身体并不只是存在的 问题 ，它也不仅仅是存在于社会之外 的有形的东西 。 我们的身体受到我们所

属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 ，也深受我们社会经验的影响
”

。 身体与我们的健康 、疾病 、衰老等都有着紧密

的关系 。 例如 ，关于健康 ，身体社会学摆脱了单纯的生物学模式 ，进一步揭示出 了生活方式 、行为特征 、饮食

习惯等个体变量和社会阶层 、文化差异 、种族 、年龄不平等等社会结构的双重影响 。 例如 关于体型 身体社

会学抛弃 了纯粹 的生物学模式 ，努力揭示社会因素对体型的影响 以及体型对个人的重新塑造 。 体型变化本

身是一种 自 然过程 ，
但社会却给体型赋予 了不 同的 意义和象征 甚至出 现了污名

，
导致人们过度关注体型 ，

甚至以塑造和控制体型为 目 标 。

二 女性的 身体与 身体不认 同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
，

由 于女性身体一直是一种被男权文化规定的被动的存在 ，因此 ，
社会文化对女性

如何看待 自 己身体的塑造
，
成为女性无法完成身体认同 的重要原因 。 我国古代 ，

女性 的身体就是
一

种禁忌 。

旧时 一般平民 良家妇女 ，从幼年起就深藏 闺阁 ，所谓
“

大门不出 ，
二 门不迈

”

，整天呆在家里 。 这意思不外是

要将难 以包裹 的脸 、手都隐藏起来 不让外人看到 。 因为女人任何部位的裸露都会产生
“

性引诱
”

，都会 引起

男人的淫欲 ，从而招致祸患 。 而在现代社会中 女性身体又成了男性文化的消费对象 既包括感官与视觉的

满足 女为悦己者容 ） ，
也包括性的 占有与使用 女人是被男人观赏的

，
被男人享用的 ） 。 为了完成这

一

消费过

程 ，
女性对 自 己 的身体提 出 了要求 要么对某些部分加 以改正 、突 出或大力压缩 ，要么将身体分解为各个部

分 对之加 以精心改造 着力装扮 。 正如罗赛琳 卡吾德在其所著 的《女性欲望》中所指出的
“

嘴部 、头发 、眼

睛 、指 甲 、手指 、手部 、皮肤 、牙齿 、 面颊 、肩膀 、腿足——所有这些 ，
还有许多其他更多的区域都需要进行加

工
”

。甚至在职业场域中
，
女性的胸部

“

事业线
”

被视作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 现代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单

向度强调 使女性迅速被物化
，
相当多的女性落入了美丽的 陷阱 ，不能 自拔 。

接受身体的优点与缺点 ，
并欣赏身体 的独特美

，
是一种认同身体的状态 。 在男性文化左右女性身体的主

流意识之下 ，女性永远也无法实现身体认 同 ， 即处于不认同身体的状态 。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注意 自 己身体的

各个部分 ，
许多女性不管如何丰胸 、美臀 、化妆 、整容 ， 还是总对 自 己不满意 ， 甚至影响 到正常的生 活及社

交——这是一种被称为美丽怀疑症的心理疾病 这些女性焦虑 、忧愁 、沮丧的 中心点就是 自 己在男性眼中 的

形象以及男 性是否看得上 自 己 。 因此 她们总是不 自 然 无法满足 也总是感到不安全 ，竭尽全力地 、永无止

境地只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外表 。

三
）
以 瘦为 美的文化与女性的体型 焦虑

我 国文化中对体型美的看法也在随时代而变迁 ，
古代有

“

红唇 白齿 、櫻桃小嘴 、婀娜细腰
”

的古典式体型

美 ，
也有杨贵妃式的雍容华贵型体型美 。 但 认为 ， 中 国的历史上长期 以来就有对

“

瘦理想
”

崇尚 。
【 】近

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西方文化所强调的理想
“

瘦
”

通过各种媒体传人 中国 各种报纸 、杂志 、网

络等载体充斥着对
“

以瘦为美
”

理想标准 ，
冲击着 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念 。 主流文化 中体型 的

“

理想瘦
”

趋势
，
在绝大部分女性 的知识结构中形成了

“

瘦即是美
”

的图式 。 等和 等对美国著名 的

妇女杂志的研究发现 过去的 年里 理想女性身体的体重在持续下 对英国
— 年间

时装模特的研究 】也表明
，
理想体型变得越来越髙而瘦 。 对 年到 年间香港小姐的研究 也

得到同样的结论 。 高笑等人 的研究发现正常女大学生对照组对瘦身体图 片亦存在注意定向偏 向 、最初的及

总体的注意维持偏 向 。 值得一提的是 ，

“

以瘦为美
”

的 观念 已渐渐蔓延 到 了青少年群体 ， 尤其是女生 。

等人％关于青少年对 自 己和异性的理想体型特征 的研究表明 男性和女性都认为理想女性体型应

比理想男性瘦 但女性认为的理想女性体型比男性描述 的理想女性体型更瘦 。 据 的研究 ，

一 的女孩想更瘦 ，

— 的 女孩想有更大或更宽的体型 。

— 的男孩想更瘦 的男

孩想有更大更宽的体型 。

在以瘦为美的文化下 ，许多人都在经历着
一

种对体型不满意带来的体型焦虑 。 为了应对这种焦虑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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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择了减肥 ，
甚至将其视为终身的追求 目标 。 有研究表 明 ，

女性
一生都在为 自 己 的瘦身而奋斗 ，

许多中

老年女性都报告了对体型的不满和正在节食 以减肥 ，

阅从而导致大量的心理 问题有关 。 首先 ，身体意象不满

很容易导致不 良的饮食行为
；
其次 负面身体意象容易 导致低 自 尊 、通过社会评估产生焦虑 、公众的 自 我意

识 、压抑和性抑制 从而增加情绪混乱 最后 身体意象不满可能直接导致饮食障碍 ，神经性饮食缺乏和厌食

症 。 此时 青少年也未放弃对
“

瘦理想
”

的追求 ，
尤其是那些心理上认为 自 己超重的或实际超重的青少年 ，他

们表现出对 自 己的体型更不满意 ，青少年女性的盲 目节食和减肥的现象十分普遍 。
【

髙中 阶段是人生成长 的关键时期
，

他们 的健康 ，
不仅是家长 、学校及相关机构关注的焦点 ，

也是研究者

们时常考察的 主题 。 遗憾的是 ，
较少有人将研究对象聚焦到高 中女生 更少在身体社会学 的框架来理解高中

生的体型认同 问题 。 在此背景之下 我们不禁要问 ， 髙中女生是否会更倾向于接受这
一

大众体型审美文化

与男生相 比
，
她们是否存在更为严重的体型认同问题 ？ 是否更容易形成

“

胖
”

的认知偏差？ 体型满意度是否更

低 ？ 是否也会有更多 的人采用过各种减肥方式来应对体型焦虑 ？ 本研究通过对 中 日 韩三国高中生调查数据

的对 比来回答这
一

问题 。

二 、研究方法

作为东亚主要 国家的 中 国 、 日 本和韩 国三国
，
不但在地理上接近

，
而且文化也都是以古代 中 国汉字文化

圈为基础的 社会背景也 比较相似 。 自 年开始 中 日 韩三国的青少年研究机构每年进行中 日 韩髙 中生

比较研究 涉及了高中生的生活意识 、朋友关系 、消费意识 、学习环境和态度等多个主题 。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于 年 月 对高 中生身心健康的调査 ，调查 内容涉及到 目前 的身高体重 、主观体型认知 、体型满意度 以

及近一年减肥的情况和方法等 。

调查采用问卷方式进行 ，调查对象为三国的在校高中生 。
在能够协助调查的学校中 尽量选择了各国有

代表性的地区 ，并注意了地域间 的平衡 。 利用 中学授课时间 ，
由协助调查的任课老师 当场发放及 回收 。 其中 ，

中 国被试取 自北京 、上海 、宁夏 、辽宁 、陕西和湖南等六省市 所中 学 有效问卷 份
，
男生 占

，
女

生 占 高一 、高二和高三分别为 、 、 非职业高 中 占 职业 中学 占 。 日 本

调査 了 人 男生 占 女生占 ； 高
一

、高二和高三分别为 、
；
非职业髙中 占

职业 中学 占 。 韩 国选取 了 人
，
男生占 女生 占 高一 、高二和高三分别为 占

、 、 非职业高中 占 职业中 学占 。

三
、结果与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高 中女生在体型认同 方面的特征 本研究选择 了高中 男生 作为参照对象 ， 因此结果

分析中 同时展示了男 生的相关数据 ，
结果发现 ：

一

）主观体型认知 ：
向

“

胖
”

认 同

关于
“

与朋友相 比 你觉得 自 己 的体形如何 ？

”

调查发现 将女生 自 己 的体型归类到
“

很瘦
”

、

“

比较瘦
”

、

“

正好
”

、

“

比较胖
”

和
“

很胖
”

的 比例分别为 、 、 、 和
，
也就是说仅有三成女生认为 自

己 的体型正好 却有超过半数的女生认同 自 己 比较胖或很胖
，
认为 自 己 比较瘦或很瘦的 比例仅有一成 。 与之

形成鲜明 对比 的是 超过四成男生认为 自 己 的体型正好 ，
有超过三成的男生认为 自 己 比较瘦或很瘦

，
认为 自

己 比较胖或很胖的男生则为两成 。 这表 明 ，女生体型认同度低于男生 且女生更容易将 自 己归类为
“

胖
”

，
而

男生更容易将 自 己归为
“

瘦
”

。

那么
，
高中女生的体型认知是否符合客观情况呢 ？是否存在认知偏差呢 ？本研究采用学生 自 身的 指

数作为参照 。 由 于 目前缺少高中生体型评价的 国际或 国内通用标准 本研究运用人 口正态分布 的统计思想 ，

运用男女生的平均身高体重指数 和标准差 ， 区分出 了五种客观体型 分别为
“

非常瘦
”

、

“

过轻
”

、

“

正好
”

、

“

过

重
”

和
“

肥胖
”

见表 结果表明
，
超过七层高中生的体型均属于

“

正好
”

且男女生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

然后 ， 本研究再通过主观体型归类与客观体型分布之间 的差异来评估高中生的体型认同偏差情况 ，其

中负数表示将
“

胖体型
”

认同 为
“

瘦体型
”

，
即

“

向瘦认同
” “

表示主客观体型归类相符合 ， 即
一

致性认同
；
正

数表示将
“

瘦体型
”

认同为
“

胖体型
”

， 即
“

向胖认同
”

；
数字的绝对值越大 ，

偏差越大 。 结果发现 女生
“

向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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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离中 生的客观体型分布情况

非常瘦 过轻 正好

±

过重 肥胖

男 分布范围

频次
‘

百比分

女 分布范围

频次

百比分

注 表示体重指数 体重指数 体重 身髙 身高 男 女生的平均数 男 女生的标准差

同
”

、

“
一致性认同

”

和
“

向胖认同
”

的 比例分别为 、 和 ，这表明趄过半数的女生存在
“

向胖认

同
”

倾向 。 与之形成强烈对 比的是 ，
男 生

“

向胖认同
”

的 比例不到两成 而
“

向瘦认同
”

的 比例却超过了三成 ，
为

二 体型认 同情绪
：对 胖

”

不 满

高中女生对 目前体型的满意度如何呢 ？ 调查发现 ，
女生对 自 己 当前体型表示

“

非常不满
”

、

“

不太满意
”

、

“

还算满意
”

和
“

很满意
”

的比例分别为 、 、 、
，
这表明超过七成女生对体型不满 ，

这一比

例 比男生高出 了两成 ；男生的 比例分别为 、 、 、 。

进一步的 分析发现 ，在体型为
“

很瘦
”

、

“

比较瘦
”

、

“

正好
”

、

“

比较胖
”

和
“

很胖
”

体型的女生的满意度分别

为 、 、 、 和
，
而男生的满意度分别为 、 、 、 和 。 这

表 明女生对
“

偏瘦体型
”

包括
“

很瘦
”

和
“

比较瘦
”

两类 ） 的满意率远高于
“

偏胖体型
”

包括
“

比较胖
”

和
“

很

胖
”

两类 ） 。 女生的这一差异倾 向 明显高于男生对两类体型的满意度的差异 ，
这表明高中女生更难接受

“

偏

胖体型
”

。

三
）体型认 同策略 ：饮食减肥行为

显然
，
应对体型不认同晕直接的策略就是采用减肥的行为 。 关于

“

近一年里 你有没有尝试过减肥 ？

”

调

查发现 有 的女生尝试过减肥 ，而男生尝试减肥的 比例为 见表
，这表明 女生减肥的意愿远

远高于男生 。 值得注意的是 ，客观体型为
“

标准
”

的高中女生的减肥 比例高达 主观体型为
“

正好
”

的高

中女生的减肥 比例也高达 与之相对的是 ，客观体型为标准的高 中男生的减肥比例仅为 主观

体型为
“

正好
”

的高 中男生的减肥 比例则为 。 从中可以看 出 ，
无论是主观认同 的

“

正好
”

体型 还是客观

评估 的
“

标准
”

体型 ，
似乎都不能打消高中女生对

“

更瘦
”

体型的渴望 。

表 减肥 比例与主观体型 、客观体型关 系 （
分类百分 比

客观体型 非常瘦 过轻 标准 过重 肥胖

男

女

主观体型 很瘦 比较瘦 正好 比较胖 很胖

男

女

为达到减肥 的 目的 ，
的女生会

“

减少饭量 的女生会
“

进行运动
”

，
还有 的女生会

“

只吃一种食物 如苹果 、鸡蛋 、牛奶等
”

与相对应的 是 男生采用
“

减少饭量
”

和
“

进行运动
”

的比例均显著

低于女生 见表 。

四 、结论与讨论

“

你看她多瘦啊 ！

“

喔 ，
也太瘦了吧 ？

” “

是天生的 ，
还是减的 呀？

”

在 日 常生活中 ，
人们能经常听到这样的

声音 这样
一

个以瘦为美的时代 骨感美成 了许多女性追求的 目标 。 从热播 电视剧
，
到港台小天后 ，再到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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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离中 生减肥方式性别分类的頻数及百分 比

女

减少饭量

进行运 动

绝食 小时以上什 么都不吃 ）

吃医生 开的减肥药方

吃些非处方减肥 剂 如通便 、
利尿的药 ）

餐后呕 吐出 来

只吃
一

种食物 如苹果 、鸡蛋 、牛奶等 ）

其他

主播 ，无论多么瘦 ，却依然能获女性观众的羡慕 ，

“

真漂亮
！
我要是有人家那线条儿就好了 。

”

不可否认
，

女性

的体型焦虑 巳逐渐渗透到越来越小的青少年女性 中 。 目前
，

“

瘦
”

体型几乎成了青少年女性漂亮的代名词 成

为现有文化中评价女孩身体的主要标准 。 在此背景下
，
本研究发现 与男生相 比

，

“

以瘦为美
”

的体型观在高

中女生中也相 当普遍 他们存在更为严重的体型认同问题 。

第
一

髙中女生存在更明显的
“

向胖
”

体型认知偏差 ，
即 ： 与男生相 比 更多客观体型为

“

正好
”

的高 中女

生将 自 己 归类为
“

胖
”

。 这一现象显然与媒体的渲染与强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 首先
，
各种媒体的无孔不人

，

早

已将
“

以瘦为美
”

的文化内化到几乎所有人群 当 中 。

一

项对视觉媒体的 内容分析研究表明 ，那些代表了现代

美女标准的又高又瘦的年轻女性形象在媒体中 占据了绝对优势 ，
而这些女性模特的体重常常低于女性平均

体重的
，
甚至更多 。 随着女性模特体型的越来越瘦

，
从而导致普通女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

■同时 媒

体还将
“

以瘦为好
”

的观念常常地植人到了女性观念中 。 尽管媒体
一

定不会承认
，
因为他们从未直接宣传这

一观点
，
而是通过

“

肥胖女性
”

来间接代言的 。 的研究发现 ，
在电视媒体 中 ，女性的肥胖特征总是与

消极的人格特征相联系 ，
以至于女性会形成一些错误假设 例如

“

如果我看起来更好看 我的整个生活将会

更好
”

，

“

我 自 己这个人如何与我看起来如何有关
”

，
认为

“

瘦
”

是女性有吸引 力的先决条件严甚至认为只有

获得这种不现实的标准美才能获得幸福 。 最后
，
青少年女生在体型认知上更容易受媒体影响 从而形成

“

以

媒为准
”

的现象 。 刘可智 、梁雪梅的研究发现
，
越是关注瘦身减肥的媒体宣传 ，其认识偏差与期望偏差越严重

偏离 ；而其追求苗条的理想体型愿望也越强烈 ，即越容易 出现体像障碍。 因此
，
在

“

以瘦为美
”

、

“

以瘦为好
”

、

“

以媒为准 的共同作用下
，
高 中女生可能将

“

瘦 作为理想体型 ，
从而导致她们将客观上 正好 的体型判断

为
“

偏胖
”

。

第二 ，
大部分高中女生存在体型不满的负 向情绪 ，

这一 比例高达七层 ，
尤其是对主观

“

偏胖体型 难以 接

受 。 不可否认 社会文化为髙 中女生体型认同提供社会参照标准 尤其是广告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对于高 中女

生而言本身就是
一种消极的生活事件威胁 。 然而

，
媒体所塑造的

“

虚拟生活
”

离高中 生的现实生活还是有
一

段距离 ，
如果没有现实生活的负向后果 这一标准或许只能停留于

“

理想
”

当 中 。 因此 ， 对高中女生 的不满情

绪 还需要通过高 中生的真实生活情境来理解 其中最重要影响因 素是家庭和同伴 。 认

为
，
媒体意象是影响身体意象的关键 但文化影响通过家庭起作用 ，体现为父母对瘦身 和体形重要性的建

构
，
对饮食行为的评论

，

对苗条和控制体型的压力等 。 的研究则表明
，
同伴对女生身体不

满情绪的有着重要作用 体现为女孩会把分享节食 、追求瘦身和关心整体身体意象作为友谊的
一

部分
，
而男

孩更可能对女孩的身体质量和体形做评价
，
甚至加以 嗤笑 。 因此

，
高中 女生对体型 的不满情绪可能更多来

自实 际生活中 的负 向评价 。

第三 减肥已成为高 中女生的普遍行为 。 本研究发现 ，超过半数高中女生尝试过减肥 。 考虑到本研究测

量的是过去一年的减肥经历 ，
如果直接测量的是减肥意愿或 曾经是否有过尝试减肥

，
相信这

一

比例会更高 。

关于瘦身何以能成为高 中女生的共同 目标 ，首先会关注的是媒体的影响 。 传媒不但通过
“

注视
”

将女性他者

化 而且教女性学会怎么
“

看
”

，甚至通过商业化生产 ，
实现男女两性属性的 自然化

，
最后导致女性放弃了对

自 己精神世界的完善 ， 而陷入单纯追求身体外观美的
“

美丽陷阱
”

当 中 。 打开电视
“

某某瘦身按摩带
”

，
教你如

何去 除小腹 、大腿等地方的多余脂肪
；
翻翻杂志

，

一份份明星减肥食谱 ，
等你试用 ；再看明 星 出 的书

，
其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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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都有过为胖 而发愁并痛苦减肥的经历 有些 网站还有明星瘦身前后 的照片对 比 ，
以坚定女性们为美受

苦的信心 。 本研究也发现 客观体型为
“

标准
”

的高中女生的减肥 比例高达 ，
而主观体型为

“

正好
”

的 高

中女生的减肥 比例也髙达 。 这
一结果不但说明 高中女生的减肥意愿更强 ，

也体现 出她们对
“

胖
”

体型

的恐惧心理 。

一般来说
，
体型不满的情绪既包括对

“

瘦
”

的羡慕
，
也包括对

“

胖
”

的恐惧 。 尤其对于那些将 自 己

体型认同为
“

正好
”

的高 中女生来说 或许她们现在不胖 但如果不加 以注意 也会面对
“

发胖
”

的威胁 ， 因而

她们中也不少人会尝试减肥 。 当然 媒体还进
一步建议可以通过节食 、锻炼 、手术等方式来实现

“

瘦
”

体型及

其有关的理想生活方式
，
强调人的身体是可塑的 可 以通过有恒心地坚持对甜食 、饥饿的控制 ， 使用外科手

术 、药物等途径实现对身体的控制 。 本研究则发现 为达到减肥的 目 的 ， 的女生会
“

减少饭量
”

的女生会
“

进行运动
”

，
还有 的女生会

“

只吃一种食物 如苹果 、鸡蛋 、牛辦等
”

。 这表明 在运动时间有

限
，
经济尚未独立的现实面前 饮食控制是高 中女生能采用 的最直接减肥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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