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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观看韩剧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被试：广东省综合高校中具有韩剧观看经历的在读女

大学生302名。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韩剧观看量表、自我客体化量表、身体满意度量表及流调

中心抑郁量表对韩剧影响女大学生抑郁的具体机制进行研究。结论：(1) 韩剧观看频率可以显著正向预

测女大学生的抑郁程度；(2) 观看韩剧频率可以通过身体满意度的单独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3) 观
看韩剧频率可以通过自我客体化–身体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女大学生的抑郁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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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watching Korean dramas o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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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 The subjects were 302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ho had watching Korean dramas. Metho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Korean drama watching scale, self-objectification scale, body satisfaction 
scale and depression scale of the center were used to study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Korean 
drama affecti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Conclusion: (1) The frequency of watching 
Korean dramas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
dents; (2) The frequency of watching Korean dramas can independently mediate the effect of body 
satisfaction on depression; (3) The frequency of watching Korean dramas can influence the de-
press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body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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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存压力的增长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抑郁逐渐成为困扰现代人生活的负性情绪之一。世界卫生

组织相关数据披露，全球有超过 3.5 亿人罹患抑郁症，中国泛抑郁人数达到 9500 万。值得注意的是，抑

郁现象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学生正处于步入社会的过渡期，其情绪相比于成年人更容易产

生波动，处理问题的手段相对不够成熟，这导致大学生容易产生许多心理问题。调查显示，18~25 岁青

年群体重度抑郁的发病率最高，2019 年中国青年报在微博发起的一项针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调查中，有

超过两成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存在严重的抑郁倾向。相关研究表明，抑郁会对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就业风

险认知产生负面影响[1] [2]，并与网络成瘾、手机依赖等不良行为密切相关[3] [4]，这启示我们有必要研

究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 
一些学者关注个性特征对抑郁产生的影响，如张钰、刘海燕[5]研究了大学生和中学生社交网站使用

强度、自尊和抑郁之间的关系，纪凌开、刘华山等人[6]研究专业认同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一些学

者则关注生活经验对大学生抑郁产生的影响，如童年创伤、负性生活事件等[7] [8]。众多研究中，有一类

研究从完美体像的角度切入，认为长期接触媒体中的完美体像会影响大学生对自身的认知与评价，从而

产生诸如抑郁的消极情绪[9] [10]。作为成长于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一代，各类媒体信息充斥着大学生的生

活，并且由于手机、电脑等媒介的普及化，逐渐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相关调查显示，有 83%的大学

生每天登陆微博等主流社交网站[11]，抖音平台 24 岁以下的受众群体约占 75.5%。值得注意的是，相比

于男性，女大学生更关注体像相关的信息，这使其更容易因体像困扰而滋生抑郁情绪[12] [13]。因此，从

体像的角度入手研究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媒体信息对个体抑郁影响的研究主要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集中于大学生日常活跃的社交网站

或短视频平台，而在电视剧、电影等其他媒体信息方面的研究则相对空白，如孙晓军等人[14]以 QQ 空间

为例研究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梁晓燕等人[9]则探讨短视频使用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二是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媒体信息对个体抑郁的影响机制中可能存在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身体羞耻、自

尊或自我客体化都是常见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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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实行“文化兴国”战略以来，韩剧流入中国，并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狂潮，

并以演员靓丽的外形、讨喜的人设以及浪漫的恋爱情节，吸引了一批真情实感的“韩剧迷”。一项调查

表明，85%的中国大学生看过韩剧，女大学生对韩剧的接触率达到 90.5% [18]，2014 年《来自星星的你》

热播期间，在爱奇艺 PPS 双平台的播放量超 8.3 亿，韩剧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因此，本研究拟从完美体

像的角度出发，探究韩剧观看频率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 

2. 文献综述 

2.1. 抑郁 

临床上抑郁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表现为持续性的心境低落，丧失兴趣，失眠或嗜睡，并会出现

思维迟缓、思考能力减弱等认知症状，对个体的正常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张文新[19]认为抑郁是个体由

于无法面对外部压力而引发的消极情绪。 
目前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进行抑郁的测量，自评抑郁量表(SDS)、贝克抑郁量表(BDI)和流调中心抑

郁量表(CES-D)是几种常见的抑郁测量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和贝壳抑郁量表多适用于临床诊断，流调中心

抑郁量表适用于测量普通群体的抑郁症状，各个年龄段的个体均可使用，因此在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适用于测量普通群体的抑郁症状，各个年龄段的个体均可使用，因此在研究中被

广泛应用。CES-D 由 Radloff [20]编制，分为抑郁情绪、积极情绪、人际关系困难和躯体症状四个维度，

20 个条目中包含四个反向计分项目。该量表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周内出现相关症状的频率，从“少于 1
天”到“5~7 天”进行 4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状态越严重。进行诊断时，一般认为得分超过 16
分表示可能有抑郁症状，一些学者也以 20 分作为诊断抑郁的分界点[21] [22]。 

国内关于抑郁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探究抑郁是如何产生的，希望通过揭示抑郁的影响机制，对抑郁情

绪进行有效地干预。儿童、青少年、大学生、老年人是抑郁研究的重点人群，社会因素对抑郁产生的影

响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一部分学者聚焦家庭环境对抑郁的影响机制，如卢富荣、宋煜静等人[23]研究父母

冲突对儿童和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雍那、王慧等人[24]研究儿童虐待经历与抑郁情绪、睡眠质量之间

的关系；一部分学者聚焦特定生活事件对个体抑郁的影响，这部分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学生或青少年群体

中[25] [26]，此外，关于大学生抑郁的相关研究还会探讨专业认同、就业压力等因素对大学生抑郁产生的

影响[6] [27]。 

2.2. 自我客体化 

自我客体化是指个体用第三方的视角感知自己身体的行为[28]。Roberts 和 Fredrickson 提出的客体化

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认为自我客体化水平高的个体会更重视外貌特征而非能力特征，这种认知特

点会损害个体的身心健康。 
Noll 等人[29]根据自我客体化的定义编制了自我客体化问卷(SOQ)，成为被广泛使用的自我客体化量

表。该量表要求被试对十个反映身体特征的词语按照对自身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十个词语中，有 5
个词语与外表属性相关，如外貌等，有 5 个词语描述功能属性，如能力等。计算时用外表属性的排序之

和减去能力属性的排序之和，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自我客体化水平越高。 
关于自我客体化的研究多集中在自我客体化对女性的影响上。由于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女性相较

于男性更加关注自我形象，这使得其受自我客体化的影响更加显著[30]。现有研究表明，自我客体化会影

响女性的饮食失调行为，增加女性的外貌焦虑，损害亲密关系[15] [31] [32]，自我客体化水平高的个体，

神经质水平、负性情感以及抑郁水平也较高[33]。媒体信息中充斥着大量客体化线索，因此会对自我客体

化产生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受呈现形式的影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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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身体满意度 

身体满意度是身体意象的情感成分[35]，表征个体对身体整体或某一部位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在

一些研究中也会采用“身体不满”这一概念，事实上二者是同一概念，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表

述。要把握身体满意度这一概念，首先需理解身体意象。Schilder [36]认为身体意象包含身体知觉和身

体概念两个方面，身体知觉代表个体对自身身体的认知，身体概念代表个体对自身身体的主观感受和

态度体验。许有云、钱亚婷[37]根据意识的参与程度将身体满意度分为内隐身体满意度和外显身体满

意度。 
目前，测量身体满意度的方法主要有问卷测量法、内隐联想测验和阈下启动范式。问卷测量法的操

作过程相对简单，后两种方法则更适合测量内隐身体满意度。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测量女大学生的身

体满意度。 
研究方面，客体化理论指出，自我客体化对抑郁产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中间变量起作用，如

身体满意度、外貌焦虑等，王玉慧、吕振勇等人[38]研究发现身体满意度是抑郁情绪产生的近端因素。其

中，一部分学者发现，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信息会对身体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大众媒体宣扬的美

的标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标准[40]，媒体信息为个体提供比较的机会，这也会降低体像

满意度。 

3. 研究问题 

3.1. 问题提出 

3.1.1. 社交媒体与抑郁 
已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会对个体的情绪产生影响，社交媒体抑郁是研究的热点问题，这可能与网

络欺凌、消极社会比较和自我价值下降有关[39]，频繁接触社交媒体会让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有不正确的认

知，认为他人过得比自己更好，这会引发个体的负面情绪。研究发现，在使用社交媒体后，本来具有抑

郁倾向的人更容易产生嫉妒，受到社会比较的不利影响[40]。 

3.1.2. 女大学生与抑郁 
在女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体育运动对女大学生的积极影响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傅新

宇、姚亚中[41]研究发现参与牛仔舞训练可以显著缓解包括抑郁在内的心理问题，并改善人际关系；许雪

丹[42]通过研究发现健身健美运动可以缓解女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提高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而自我客

体化是学者关注的常见变量。刘跃宁、王辰[43]认为体重指数在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水平与抑郁倾向的关

系中起调节作用；杨帆[44]认为 16 岁以前父亲对女儿的态度会影响女大学生的自我客体化水平，接纳包

容的态度会使女大学生更注重内在的发展。 

3.1.3. 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从完美体像的视角出发，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高校女大学生进行抑郁影响机制的

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 考察韩剧观看频率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2) 考察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

意度是否中介了观看韩剧对女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 

3.2. 研究假设 

基于前人的研究及相关理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观看韩剧频率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女大学生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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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自我客体化中介了韩剧观看频率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H3：身体满意度中介了韩剧观看频率对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H4：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能在观看韩剧频率与抑郁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3.3. 研究意义 

3.3.1. 理论意义 
该研究通过对自我客体化、身体满意度中介作用的检验，本研究拟对韩剧观看频率对女大学生抑郁

的影响机制进行全面的考察，揭示韩剧观看频率影响女大学生抑郁的具体路径，可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丰富媒体信息与大学生抑郁的研究。 

3.3.2. 实际应用意义 
首先，本研究丰富了大学生抑郁的相关理论，并为其提供实证支持。大学生正处于从学校到社会的

过渡阶段，面临的压力挑战比中学时期更大，而处理问题、消化情绪的手段仍不够成熟，很容易产生心

理健康问题。抑郁作为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该研究揭示了媒体信息对

女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路径。 
其次，本研究还可以为合理干预大学生抑郁症状提供新的视角。一直以来，学者们倾向于从生物因

素、社会压力因素、个性特征等方面揭示大学生抑郁的形成机制，本研究关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娱乐

活动，揭示了媒体信息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路径，这能为构建减轻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干预方案提供理论

依据和实证支持。 

4. 实证研究 

4.1. 研究方法 

4.1.1. 被试 
通过线上发放问卷的方式，对在校女大学生进行测量。要求被试具有韩剧观看经验，剔除男性、无

韩剧观看经验、漏答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302 份，回收率为 77.6%。 

4.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 Ellision 针对 Facebook 编制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量表为基础[45]，结合韩剧观看特点进行改

编得到韩剧观看强度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7 个项目，其中第一个项目为“在过去的一个月内，你看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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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韩剧”；后五个项目测量个体与韩剧的情感联系强度和韩剧融入个体生活的程度，采用 Likert5 点计分。

分数越高，个体观看韩剧的强度越高，该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 0.917。 
自我客体化量表采用 Noll 及其同事编写[29]，刘达青[46]翻译的自我客体化量表问卷，该问卷要求被

试对十个影响身体自我概念的属性进行排序，按该属性对自己影响的大小(10 = “影响最大”、1 = “影

响最小”)填写相应的分数，且每个分数只能填写一次。十个属性中，五个属性与外表有关，五个与能力

有关。计算分数时将五个外表相关属性的总分减去身体能力相关属性总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

客体化程度越高。 
本研究采用身体满意度量表(BISS)测量女大学生对身体的满意度水平[47]。该量表共包含 6 个项目，

从表示“非常不满意”到表示“非常满意”进行 5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当下对自己身体的满意

度越高。该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 0.852。 
本研究采用 Radloff 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20]，该量表反映个体最近一周内出现相关感

受的频率，共包含 20 个题项，其中第 4 题、第 8 题、第 12 题和第 16 题为反序计分条目，从“少于 1 天”

到“5~7 天”进行 4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状态越严重。该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 0.911。 

4.1.3.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因此进行共同偏差检验[48]。总共提取出 10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第一个因子仅能解释 16.151%的变异量，远小于 40%的判断标准。该结果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 

4.2. 结果 

4.2.1. 韩剧观看频率、自我客体化、身体满意度和抑郁的相关分析 
对韩剧观看频率、自我客体化、身体满意度和抑郁两两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韩剧观看频率与身体满意度和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客体化呈显著负相关；自我客体化与身体满意

度呈显著正相关；身体满意度与抑郁程度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1) 韩剧观看频率 1.807 1.014 1    

2) 自我客体化 −1.126 11.632 −0.119* 1   

3) 身体满意度 3.142 0.746 0.185* 0.165* 1  

4) 抑郁 36.298 9.664 0.125* 0.125 −0.233**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2.2. 中介作用检验 
使用 SPSS 软件，检验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的中介作用。首先进行依次检验，其结果如表 2 所

示：韩剧观看频率能显著正向预测抑郁水平，显著负向预测自我客体化；韩剧观看频率和自我客体化能

显著正向预测身体满意度；当韩剧观看频率、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只有韩剧

观看频率和身体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自我客体化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这表明在观看韩剧

对抑郁的影响中，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显著，模型具体输出结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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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表 2. 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抑郁 韩剧观看频率 0.125 0.016 4.773* 0.125 2.185* 

自我客体化 韩剧观看频率 0.119 0.014 4.284* −0.119 −2.070* 

身体满意度 韩剧观看频率 0.265 0.070 11.247*** −0.208 3.703*** 

 自我客体化    −0.190 3.381*** 

抑郁 韩剧观看频率 0.289 0.084 9.077*** 0.173 3.030** 

 身体满意度    −0.264 −4.586*** 

 自我客体化    −0.009 −0.15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of self-objectification, body satisfaction between Korean drama viewing frequency and depression 
图 2. 自我客体化、身体满意度在韩剧观看频率与抑郁之间的链式中介 
 

接着运用 Process 对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进行 Bootstrap 检验，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可知，总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值，表明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在韩剧观看

频率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针对间接效应 1 (韩剧观看频率→自我客体化→抑郁)，置信区间包

含 0，说明该路径的间接效应不显著；针对间接效应 2 (韩剧观看频率→身体满意度→抑郁)，置信区间不

包含 0，该路径间接效应显著；针对间接效应 3 (韩剧观看频率→自我客体化→身体满意度→抑郁)，置信

区间不包含 0，该路径间接效应显著。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间接效应值 Boot SE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总间接效应 −0.0448 0.022 −0.095 −0.011 

间接效应 1 0.001 0.007 −0.012 0.015 

间接效应 2 −0.055 0.021 −0.103 −0.019 

间接效应 3 0.006 0.004 0.000 0.015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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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观看韩剧可以通过身体满意度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女大学生的抑郁倾向。观看韩剧频率能显著负向

预测身体满意度，也就是说，观看韩剧频率越高，个体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越低，越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个体以韩剧中大量存在的体像信息作为参照进行外貌比较[49]。韩剧中的演员大多都

是外貌与身材俱佳，过多接触这些完美体像会导致个体对自己做出更多的负面评价，进一步诱发抑郁情

绪。因此，观看韩剧通过影响身体满意度对抑郁造成影响的模型路径具有合理性。 
自我客体化和身体满意度在观看韩剧对抑郁的影响中起多重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个体观看韩剧的

频率越高，自我客体化水平越高，而自我客体化水平与身体满意度水平呈显著负向预测关系，因此会降

低身体满意度，从而产生抑郁情绪。客体化理论的观点认为，自我客体化水平高的个体会习惯性地运用

第三者的视角看待自己，频率地对外表进行自我监察，对身体相关的信息更为敏感[33]。个体在观看韩剧

的过程中，将频繁接触到的完美体像内化为自己的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来评价自己的身体外貌，当个

体发现体像的客观现实与理想体像存在较大差距时，便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因此，间接效应 3 路径具有

合理性。 
该研究证实了观看韩剧会对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预防和

干预。一方面，媒体应避免美的标准的单一化，提倡多元化的审美，国内应更注重人物形象多元化。另

一方面要合理引导女大学生对媒体中存在的意象信息进行甄别，学会发现自己身体意象中美的一面，接

纳自身身体意象的缺陷。 

6. 本研究的局限及未来展望 

首先，本研究仅采用女大学生的自我报告来测量抑郁程度。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采取多水平的方

法测量抑郁水平，如同伴报告等。 
其次，本研究为横断设计，该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样本，但系统连续性差，无法研究变量

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运用实验法研究韩剧观看频率和抑郁之间的因果关系。 
最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女大学生，未来研究可以扩展至其他年龄段的群体或男性群体，探讨韩

剧观看频率是否会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或男性群体的抑郁倾向造成影响，增加研究的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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