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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子女体像不满与子女身体形态发育
指标的关联分析

付连国 王海俊 孙丽丽 阳益德 李晓卉 王烁 孟祥坤 王政和 马军

【摘要】 目的 分析父母对子女体像不满与子女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

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中、小学生及其父/母亲，测量学生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皮褶厚度指

标，采用“Ma体形图”测量父母对子女的体像认知，分单水平和两水平分析父母对子女体像不满与

子女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父母对子女体像的总不满率为 69.0%（期望变胖率为

28.6%，期望变瘦率为40.4%）。在父母“期望子女变瘦”组中，男生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皮褶厚

度、BMI 指标分别高于“对子女体像满意”组 1.9 cm、11.9 kg、13.2 cm、8.8 cm、32.3 mm、4.7 kg/m2

（均P＜0.05）。在“对子女体像满意”组中，男生的上述各项指标分别高于“期望子女变胖”组

2.3 cm、7.1 kg、7.2 cm、5.8 cm、14.1 mm、2.3 kg/m2（均P＜0.05）。在“期望子女变瘦”组中，女生体

重、腰围、臀围、皮褶厚度、BMI指标分别高于“对子女体像满意”组8.6 kg、9.1 cm、6.6 cm、21.9 mm、

3.5 kg/m2（均P＜0.01），而在“对子女体像满意”组中，女生的各项指标分别高于“期望子女变胖”组

5.5 kg、5.9 cm、5.4 cm、10.4 mm、1.8 kg/m2，身高也高3.6 cm（均P＜0.01）。“期望子女变瘦”组与“对

子女体像满意”组的身体形态指标相比时，上述各项指标的差异在男女生中，小学生均高于中学生，

除身高外男生均高于女生；“对子女体像满意”组与“期望子女变胖”组身体形态的各项指标差异在

男生中中学生均高于小学生，女生中则小学生高于中学生。结论 父母对子女体像不满率较高，与

儿童身体发育横纵向维度指标均有相关性；期望子女变瘦的父母，可能对低年龄子女的身体发育指

标更为关注，期望子女变胖的父母，可能对高年龄男生、低年龄女生的身体发育指标更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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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body
shape parameters and parent’s dissatisfaction on it. Methods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and height，weight，waist circumference（WC），hip
circumference（HC），skinfold thichness of the students were measured. Body image from parents was
studied through the‘Ma body figural shape’.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shape parameters and
dissatisfaction towards them from the parents was analyzed under both simple- and multiple-level
methods. Results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dissatisfaction on body-shapes from parents was 69.0%，
including 28.6% of the parents expecting children to be fat（PEBF）while，40.4% of the parents
expecting their children to be thin（PEBT）. In males，parameters as height，weight，WC，HC，skin fold
thickness，BMI in PEBT were 1.9 cm，11.9 kg，13.2 cm，8.8 cm，32.3 mm，4.7 kg/m2 respectively，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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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

期，其生理发育迅速，但儿童生理发育与心理发育成

熟程度不相平衡，致使儿童青少年时期较容易产生

体像不满［1-3］。体像不满与自尊心下降、抑郁、饮食

失调及自杀等心理行为问题显著相关［4-8］。父母对

子女身体的消极评论、教育及关心程度等均与子女

对自身体像不满有关［9-11］。父母对子女的体像不满，

其基础因素是子女自身身体形态发育变化与父母对

于体像认知观点不符。当前，父母对子女体像不满

与子女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分

析父母对子女体像不满与其子女身体形态发育指标

的相关性。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以学校

（小学、中学）、年级分层，班级为整群，从北京市昌平

区中、小学校抽取学生及其父/母亲。实际测量学生

人数为 759人，其中 726人调查到父/母亲及学生信

息，最终用于分析的学生为726人。

2. 身体形态发育指标测量：依据《中国学生体

质与健康调研细则》的要求［12］，测量学生身高、体

重、腰围、臀围、上臂皮褶厚度、肩胛部皮褶厚度、腹

部皮褶厚度指标。皮褶厚度＝上臂部皮褶厚度＋

肩胛部皮褶厚度＋腹部皮褶厚度，BMI＝体重（kg）/

身高（m）2。

3. 体像认知调查：采用“Ma 体形图”调查父/母

亲对子女的体形认知。“Ma体形图”分性别由瘦到胖

7个体形图构成，每个图形带有相应的编码 1、2、3、

4、5、6、7，分别赋予 1、6、3、4、5、2、7体形分，体形分

越低，体形图越瘦小，体形分越高体形图越胖大；并

带有体形调查问题：“对子女体形认知”（你认为现在

您孩子的体形符合哪一个？）、“期望子女体形认知”

（你希望自己孩子的体形是哪一个？）。“对子女体形

认知”与“期望子女体形认知”体形分相减即为父母

对子女体形认知评分，最低分为-6，最高分为＋6，如

体形认知评分等于0，表明“对子女体像满意”，不等

于 0表明“对子女体像不满意”（绝对值越高表明对

子女的体像认知越不满意），＜0表明“期望子女变

胖”，＞0表明“期望子女变瘦”。

4.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分性别、年龄将儿童青

少年身体形态发育指标进行Z变换，变换指标组间

差异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检
验）；构建两水平模型（个体为第一水平，年龄为第二

水平）分性别分析“对子女体像满意”与“期望子女变

瘦”、“期望子女变胖”组间身体形态发育指标差异。

结 果

1. 基本情况：有效调查726名学生及其父/母亲，

男生为 373名（小学生 178名、中学生 195名），女生

为353名（小学生185名、中学生168名）；父亲为197

人、母亲 529 人；学生年龄为 7.0～15.6（11.1±2.2）

［男生为（11.2±2.2）、女生为（10.9±2.2）］岁。调查

结果显示，父/母亲“对子女体像满意”占 31.0%，“对

子女体像不满”占 69.0%（其中“期望子女变胖”占

28.6%、“期望子女变瘦”占 40.4%）；“对子女体像满

意”、“期望子女变胖”和“期望子女变瘦”的比例，男

生与女生比较、小学生与中学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期望子女变瘦”的比例，母亲

与父亲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子女

体像满意”和“期望子女变胖”的比例，父亲与母亲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 父/母亲对子女体像不满与其子女身体形态

发育指标关联的单水平分析：将儿童青少年身体形

higher than the satisfaction from the parents（PBIS）（all P＜0.05），and these parameters were 2.3
cm，7.1 kg，7.2 cm，5.8 cm，14.1 mm，2.3 kg/m2 higher in PBIS than that of PEBF，respectively（all
P＜0.05）. In females，parameters as weight，WC，HC，skinfold thickness，BMI in PEBT appeared to
be 8.6 kg，9.1 cm，6.6 cm，21.9 mm，3.5 kg/m2 higher than that of PBIS（all P＜0.01），and were 5.5
kg，5.9 cm，5.4 cm，10.4 mm，1.8 kg/m2 higher in PBIS than that of PEBF，respectively，plus the
difference of height was 3.6 cm more（P＜0.01）. Differences of body shape on parameters between
PEBT and PBIS were larger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a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owever，the
differences of body shape parameters between PBIS and PEBF appeared higher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an in primary school male students，but were higher in female students in primary tha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body dissatisfaction related to children and
adolscents’body shape parameters from parents was high. Parents in the PEBT group seemed to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hildren’s body shape parameters at low age. However，parents in PEBF group
might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hildren’s body shape parameters at high age in males or at low age
in females.

【Key words】 Body image；Children and adolescents；Physical development；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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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发育指标分性别、年龄进行Z变换，采用方差分析

检验变换指标在“对子女体像满意”、“期望子女变

瘦”、“期望子女变胖”组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小学、

中学男生体重、腰围、臀围、皮褶厚度、BMI 指标在

“对子女体像满意”、“期望子女变瘦”、“期望子女变

胖”两两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小

学男生身高指标在“对子女体像满意”与“期望子女

变胖”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低

于“期望子女变瘦”组（P＜0.01），中学男生身高指标

在 3 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小学、中

学女生体重、腰围、臀围、皮褶厚度、BMI指标在“期

望子女变瘦”、“对子女体像满意”、“期望子女变胖”

两两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小学女

生身高指标在“对子女体像满意”和“期望子女变瘦”

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高于“期

望子女变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学

女生身高指标在“期望子女变胖”组低于“期望子女

变瘦”组（P＜0.05）。“期望子女变瘦”与“对子女体像

满意”组身体形态指标的差异，男、女生均为小学生

高于中学生，除身高外，男生均高于女生；“对子女体

像满意”组与“期望子女变胖”组身体形态指标的差

异，男生为中学高于小学，呈现为小学高于中学，见

表2。

3. 父/母亲对子女体像不满与其子女身体形态

发育指标关联的多水平分析：分别将“身体形态发育

指标”作为应变量，“期望子女变瘦＝1、对子女体像

满意或期望子女变胖＝0”，“期望子女变胖＝1，对子

女体像满意或期望子女变胖＝0”作为自变量引入两

水平模型（个体为第1水平，年龄为第2水平）。结果

显示，男生：“期望子女变瘦”组身高、体重、腰围、臀

围、皮褶厚度、BMI 指标分别高于“对子女体像满

意”组 1.9 cm、11.9 kg、13.2 cm、8.8 cm、32.3 mm、

4.7 kg/m2（P＜0.05），“对子女体像满意”组分别高于

“期望子女变胖”组 2.3 cm、7.1 kg、7.2 cm、5.8 cm、

14.1 mm、2.3 kg/m2（P＜0.05）；女生：“期望子女变瘦”

组体重、腰围、臀围、皮褶厚度、BMI指标分别高于“对

子女体像满意”组 8.6 kg、9.1 cm、6.6 cm、21.9 mm、

3.5 kg/m2（P＜0.01），“对子女体像满意”组分别高于

“期望子女变胖”组 5.5 kg、5.9 cm、5.4 cm、10.4 mm、

表1 父/母亲对其子女体像不满现状

组 别

性别

男

女

χ2值

P值

学校

小学(2～5年级)

中学(7～8年级)

χ2值

P值

父母

父亲

母亲

χ2值

P值

合 计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人数

373

353

-
-

363

363

-
-

197

529

-
-

726

对子女体像
满意

112(30.0)

113(32.0)

0.334

0.563

111(30.6)

114(31.4)

0.058

0.810

66(33.5)

161(30.4)

0.629

0.428

225(31.0)

对子女体像不满

期望变胖

106(28.4)

102(28.9)

0.020

0.887

112(30.8)

96(26.4)

1.725

0.189

64(32.5)

220(41.6)

4.992

0.025

208(28.6)

期望变瘦

155(41.6)

138(39.1)

0.457

0.499

140(38.6)

153(42.2)

0.967

0.325

67(34.0)

148(28.0)

2.506

0.113

293(40.4)

表2 父/母亲对子女体像不同认知组间身体形态发育指标差异的单水平分析（x±s）

变量

男生

身高

体重

腰围

臀围

皮褶

BMI

女生

身高

体重

腰围

臀围

皮褶

BMI

注：表中数据为Z变换数据；a与“期望子女变瘦”组比较，P＜0.01；b“对子女体像满意”、“期望子女变瘦”、“期望子女变胖”组间两两比较，
P＜0.05；c与期望子女变胖组比较，P＜0.01

小 学

对子女体像满意

-0.20±0.75 a

-0.45±0.53

-0.43±0.52

-0.38±0.60

-0.47±0.56

-0.48±0.53

0.19±0.78 c

-0.11±0.59

-0.15±0.58

-0.03±0.55

-0.22±0.68

-0.22±0.58

期望子女变瘦

0.47±1.00

0.81±0.87

0.87±0.74

0.83±0.77

0.91±0.68

0.85±0.78

0.28±1.04 c

0.81±1.05

0.90±0.96

0.71±1.13

0.93±0.92

0.91±0.96

期望子女变胖

-0.50±0.87 a

-0.78±0.44

-0.86±0.50

-0.84±0.52

-0.88±0.39

-0.79±0.51

-0.55±0.95

-0.81±0.43

-0.85±0.37

-0.80±0.51

-0.81±0.30

-0.79±0.47

F值

19.87

101.53 b

138.49 b

112.88 b

177.47 b

119.78 b

14.19

72.02 b

98.34 b

55.08 b

99.17 b

90.72 b

P值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中 学

对子女体像满意

0.09±1.09

-0.11±0.94

-0.19±0.84

-0.11±0.88

-0.24±0.80

-0.20±0.79

0.02±0.90

-0.17±0.81

-0.18±0.83

-0.18±0.79

-0.25±0.80

-0.21±0.80

期望子女变瘦

0.07±0.88

0.62±0.89

0.72±0.86

0.67±0.79

0.76±0.87

0.73±0.89

0.20±0.96

0.52±1.00

0.57±0.94

0.56±0.98

0.57±0.94

0.54±0.97

期望子女变胖

-0.22±1.00

-0.79±0.45

-0.85±0.41

-0.87±0.58

-0.83±0.34

-0.85±0.39

-0.33±1.05a

-0.64±0.65

-0.72±0.60

-0.68±0.64

-0.64±0.66

-0.63±0.67

F值

1.70

46.71 b

69.25 b

61.43 b

76.83 b

71.08 b

4.24

26.66 b

35.83 b

31.71 b

33.28 b

29.13 b

P值

0.19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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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g/m2（P＜0.01），“对子女体像满意”组身高高于

“期望子女变胖”组3.6 cm（P＜0.01），见表3。

讨 论

父母对子女身体的关注与其子女对自身体像不

满密切相关，许多研究均已表明，父母对子女的身体

经常给予消极评论、取笑等会导致子女对自身体像

不满、自尊心低下，甚至饮食紊乱［10-11］；Helfert 和

Warschburger［9，13］研究发现即使父母不消极评论子女

的体形，鼓励子女控制体重或体形与子女对自身体

像不满也呈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亲对

子女体像不满率为 69.0%，其中期望子女变胖率为

28.6%、期望子女变瘦率为 40.4%，这可能会对子女

形成体像不满起到一定的促动作用。付连国等［14］研

究发现儿童自身体像不满率为 77.1%，其中期望变

胖率为 23.1%，期望变瘦率为 54.0%，可见父母对子

女体像不满率略低于子女自身，主要体现在期望变

瘦率上，而在期望子女变胖率上却高于子女自身。

这可能与子女受西方文化、媒体、明星等关于瘦为美

的观点影响［15］，而父母可能受胖为“福”、“富贵”等中

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父母对子女的偏爱或庇护等

因素有关［14］。

儿童青少年的身高、体重、胸围等均随年龄呈轨

迹变化趋势［12］，表明不同年龄组身体形态发育指标

可能存在聚集性，如不考虑年龄因素利用全样本学

生分析父母对子女不同体像认知组间身体形态发育

指标的差异，可能会增加假设检验的Ⅰ类错误［16-17］。

本研究在分层分析的基础上，将年龄因素作为第 2

水平构建两水平模型，以控制年龄因素的影响。两

水平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期望子女变瘦”组男女生

体重、腰围、臀围、皮褶、BMI指标均高于“对子女体

像满意”组，“期望子女变胖”组男女生均低于“对子

女体像满意”组；而且“对子女体像满意”组与“期望

子女变胖”组男女生身高指标的差异均高于“期望子

女变瘦”组与“对子女体像满意”组的差异，“期望子

女变瘦”组与“对子女体像满意”组体重、腰围、臀围、

皮褶、BMI指标的差异均高于“对子女体像满意”组

与“期望子女变胖”组的差异，提示儿童青少年身体

纵向、横向发育指标均与父母对子的体像认知有关，

但“期望子女变胖”的父母相对于“期望子女变瘦”的

父母而言可能对其子女的身高更为关注，相反“期望

子女变瘦”的父母对其子女身体的横向维度发育指

标可能更为关注。这与儿童自身体像认知与身体形

态发育指标的关联不同，付连国等［14］发现身高、体

重、腰围、臀围、皮褶等反映身体发育的横纵向维度

指标“期望变瘦”与“体像满意”的差异均高于“体像

满意”与“期望变胖”的差异，这也可能会成为促动子

女体像不满形成的因素之一。

本研究按性别、学校（类型）分层分析发现，“期望

子女变瘦”组与“对子女体像满意”组身体形态指标的

差异，男女生均为小学生高于中学生，表明对于低年

龄子女，父母可能对其身体形态发育指标更为关注，

可能与当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广泛流行［18］，父

母更加关注肥胖问题，以及子女低年龄时更需要父

母关心（照顾）有关；也可能与儿童青少年自身生长

发育规律有关，如在低年龄时尤其是青春期身体发

育相对较快［19］，更易引起父母对其身体的关注。研

究结果还显示，“期望子女变瘦”组与“对子女体像满

意”组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差异均为男生高于女生，

这可能与男生超重、肥胖率高于女生有关［18］。关于

“对子女体像满意”与“期望子女变胖”身体形态发育

指标的差异，在男生呈现为中学高于小学，女生呈现

为小学高于中学。这除了与儿童青少年自身生长发

育的特点有关，可能还受中国传统“重男轻女”观念

的影响，如到中学学生的身体形态发育开始减慢，对

于男生而言其体形仍较为瘦小，父母可能会更加担

心其成年期体格是否健壮，相继可能会考虑其婚姻、

生子、工作等相关问题，由此可能会更加期望其变胖

表3 父/母亲对子女不同体像认知组间身体形态发育指标差异的多水平分析

变 量

身高(cm)

体重(kg)

腰围(cm)

臀围(cm)

皮褶(mm)

BMI(kg/m2)

注：括号外数值为模型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β0（sx）0，β0为模型常数项，β1为期望子女变瘦回归系数（期望子女变瘦＝1，对子女
体像满意或期望子女变胖＝0），β2为期望子女变胖回归系数（期望子女变胖＝1，对子女体像满意或期望子女变瘦＝0）；a P＜0.01，b P＜0.05

男 生

β0（sx）0

148.8(4.5)a

42.5(3.9)a

66.8(2.3)a

79.5(2.7)a

38.1(2.7)a

18.9(0.6)a

β1（sx）1

1.9(0.8)b

11.9(1.3)a

13.2(1.0)b

8.8(0.8)a

32.3(2.3)a

4.7(0.4)a

β2（sx）2

-2.3(0.9)b

-7.1(1.4)a

-7.2(1.1)a

-5.8(0.9)a

-14.1(2.5)a

-2.3(0.4)a

女 生

β0（sx）0

148.5(4.1)a

41.2(3.8)a

64.6(2.2)a

80.3(3.6)a

39.0(3.2)a

18.2(0.7)a

β1（sx）1

0.8(0.8)

8.6(1.1)a

9.1(1.0)a

6.6(0.9)a

21.9(2.2)a

3.5(0.4)a

β2（sx）2

-3.6(0.8)a

-5.5(1.2)a

-5.9(1.0)a

-5.4(0.9)a

-10.4(2.3)a

-1.8(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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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该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父母对子女体像认知

现状的分析未控制可能影响因素，这可能会产生混

杂偏移，研究样本对于外推研究总体可能还具有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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