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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原生家庭以及個人成就對於容貌焦慮的影響，檢驗原生家

庭對成年人容貌焦慮的影響是否具有持續性，以及何者是影響力較大的因子。

本研究為「三鶯樹」調查，以三峽、鶯歌、樹林年滿 18 歲之民眾作為研究對

象，以容貌焦慮作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研究結果說明：原生家庭對於

成年人容貌焦慮的影響具有持續性，並且原生家庭的對容貌焦慮的作用相對大

於個人的成就與養成。我國過往研究對於容貌焦慮的討論不多，且是以青少年

為主，過去的研究也是以家庭多個面向各自進行研究，而非完整以「原生家

庭」影響力的框架來作為探討核心，也甚少討論在離開家庭後，個人成就對於

容貌焦慮的影響程度，本研究對於成人的容貌焦慮進行初探，期望在未來能夠

見到更廣泛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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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容貌焦慮（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是現代面臨的重要問題，在習慣戴著

口罩的後疫情時代更為顯現。在我國過去的研究當中，鮮少聚焦在容貌焦慮的議

題上，然而，容貌焦慮對於個人的主觀福祉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當焦慮產生時會

產生心理狀態的憂鬱（Arsalan et al.,2023），且其被認為是具心理損害性的

（Denious et al.,2004），可見容貌焦慮仍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雖在我國的研

究不多，但西方文獻倒是有著不少的討論，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僅聚焦在青少年

群體，較少研究探討成人的容貌焦慮。根據過往文獻，原生家庭對個人的諸多影

響多是長期的。舉例來說，父母的收入提高能夠減緩青少年身體意象問題，當家

庭呈現高收入時，將會抑制小孩有負面身體意象（Romani et al., 2023），並且，

家長的教養方式對於小孩的自我身體欣賞也有顯著的相關（Chen et al, 2020)。而

除了家庭教養之外，兄弟姐妹之間的互動方式也是家庭場域當中相當重要的一部

分（Francka et al,2019）。上述文獻揭示家庭資源和結構、教養行為對青少年容

貌焦慮的作用，我們不禁想問，這樣的作用是否具有長期的影響？是否對成人的

容貌焦慮也有重大影響？ 

     其次，如前討論，對於容貌焦慮在家庭方面的探討，大多是以家庭社經條件

（socioeconomic status）、家庭教養方式、手足關係等多個面向各自進行研究，

而非完整以「原生家庭」的框架來作為探討核心。此外，個人的成就對於容貌焦

慮 的 影 響 程 度 也 是 研 究 中 比 較 缺 乏 的 一 個 部 分 ， 雖 有 文 獻

（Webster,&Driskell,1983）提及自我的吸引力與高社經地位具關聯性，但在其他

方面，例如：個人教育程度、月收入等等，並不具有廣泛性的討論。 

        針對既有文獻的限制，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成年人的容貌焦慮，以原生家庭

和個人成就兩面向進行討論。並且，檢驗原生家庭對於成人容貌焦慮的影響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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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長期的作用，同時試圖比較兩者之間，何者對於容貌焦慮是影響力較大的因

子。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容貌焦慮 
        容貌焦慮（social appearance anxiety）通常被歸類於社交焦慮中的一種（ 

Gao et al., 2023)），是指一個人害怕因為自己的長相而受到他人的負面批評

(Levinson et al., 2013.)，並且會將其他人對於自己身體和外表的評價視為最重要

的，甚至多於自己的看法（Dicl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等, 2021）。

容貌焦慮所指涉的並不僅限於如身高、體重等一般生理特徵上的焦慮，而是更為

具體仔細的特徵，如：臉部形狀、笑容的好壞等（Doğan, 2010），此種焦慮會使

對身體和外表有負面情緒和想法的人過度在意自身的缺陷，並不斷與他人進行比

較（Turan, Nuray,2019）。除了內心的焦慮以外，容貌焦慮還會產生過度傷害性、

耗時的行為，例如：重複檢查和對容貌進行過度修飾，以隱藏其缺陷等（Melanie 

J. Zimmer-Gembeck,Julia Rudolph,Haley J. Webb,Leah Henderson,Tanya 

Hawes,2021）。本研究旨在探討原生家庭與個人成就對於個人容貌焦慮的影響，

故本章將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原生家庭對於容貌焦慮的影響，第二部分

則討論離開原生家庭後，個人成就對於容貌焦慮的影響。 

二、原生家庭對容貌焦慮的影響 

        家庭是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最早接觸的外在環境，對於個體身體意象的發

展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陳俐君，2008），家庭的生活經驗對於一個人的人生

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即使在成年、離開原生家庭以後，個人的生活態度、價值觀

和行為模式等仍然會受到兒童時期所擁有的生活經驗影響（林明慧，1990）。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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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這個場域裡，又包含了父母社經條件、文化資本，家庭教養和手足關係等

多個面向。 

（一）家庭社經地位 

         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簡稱為社經地位，是資源與聲望的

整合性指標，包含個人職業、教育程度和經濟狀況等（張芳全，2021）。在過去

的研究中提到，原生家庭的社經條件對於孩童在容貌焦慮存在影響力，從經濟資

本來看，父母的收入提高能夠減緩青少年身體意象問題，當家庭呈現高收入時，

將會抑制小孩有負面身體意象與面臨退出社交生活的比例（Romani et al., 2023），

這可能是因為父母親的社經地位會影響到小孩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進行社會互

動。Labunskaya （2019）也提到，在家庭越不富裕的孩童將會表現出較低的自我

身體欣賞和較嚴重的心理問題，並且更傾向於認同自己超重。由於家庭的社經地

位等會影響到小孩的自我認同、飲食習慣和媒體使用等，這使得來自不同社經地

位家庭的小孩對於容貌滿意程度出現顯著的差異性。 

        一般而言，家庭社經地位的測量方式會由家長教育程度和職業指數來進行計

算（林生傳，2000），然而，因本研究著重於成年人的容貌焦慮，希望能將家庭

社經地位之兩合併概念拆開，以獨立的變項來進行檢驗，故納入父母親的教育程

度，同時也在問卷中設計原生家庭社會階級相關題目，以作為本研究之自變項。

此外，過往文獻（Schneickert et al，2020）亦表示，所有形式的資本都會對個人

被認為「缺乏吸引力」（unattractive）產生顯著的遞減效應，且經濟資本和文化

資本都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而由於容貌焦慮的定義為「個人害怕因為自己的長相

而受到他人的負面批評，並且會將其他人對於自己身體和外表的評價視為最重要

的」（Levinson et al., 2013；Dicl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et al, 2021），

因次，當個人的外貌被他者評價為缺乏吸引力時，極有可能造成個人的容貌焦慮，

於是也將上述內容納入本研究之檢測變項，最終，在家庭社經地位的部分以父母

教育年數、家庭文化資本與原生家庭社會階級來進行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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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教養 

        家庭中的成員是青少年對於親密感、愉悅感、心理穩定和社交性的養成的重

要因素（Chung, 2005）。在過去文獻當中可以發現，家長的教養方式對於小孩的

自我身體欣賞有顯著的相關性，Liu 等（2023）研究指出，容貌焦慮與家人支持

度的關係為負相關，當與家人關係越緊密、支持程度越高，則越不易引起小孩的

容貌焦慮，說明了積極的教養方式有益於兒童的心理健康（Pepping et al., 2015) 。

以更具體的教養方式來看，父母「拒絕」對於小孩的身體自我欣賞呈現負相關，

而父母的「溫情」與小孩的身體欣賞呈現正相關性（Chen et al., 2020），並且，

父母與青少年的關係對於紊亂行為的發展或預防具有重要意義，「權威教養」幫

助小孩發展出更高的抵抗力和調節能力，可減少紊亂行為的發生，包括了在容貌

焦慮裡面常見的飲食失調行為（Newmanet al., 2008）。相對的，若家長與小孩處

於負向關係，則易引起容貌焦慮，Zimmer-Gembeck 等（2018）也提到，在青少

年階段會面臨生理上的早熟，若此時遭遇家人的嘲弄調侃，則會引起負面的身體

評價。 

（三）手足關係 

除了父母之外，與手足間的相處情形也是家庭互動中重要的一部分。Francka

等（2019）的研究表示，擁有積極的手足關係有助於保護青少年不受負面身體感

知的影響，而消極的手足關係則會使青少年的身體自我價值降低。並且，因為年

長的兄、姊在手足關係當中往往是更有權力的，故可通過調侃或者負面言論來影

響其他手足，使得手足關係對於弟弟和妹妹的身體自我評價有更大的影響，Yoh,E.

（2018）也表示兄弟姐妹的嘲弄會嚴重影響個人的身體滿意度。由此可知，與手

足之間的相處狀態會對個人的容貌自我評價帶來影響，且不同的相處狀態會有其

影響的特定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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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成就對容貌焦慮的影響 

（一）社經地位 

由於個人所屬的階級或社會群體會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態度、觀念和

價值觀（Bojorquez I&Unikel C, 2012），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中生活對個人身

份的形成以及他們對世界、自我的看法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然而，對於個人社

經地位對於容貌焦慮的影響，學界看法並不具一致性，Webster、Driskell 指出

（1983）吸引力與高社經地位具有相關性，亦有研究結果顯示，自我認同為富有

的人對於個人的容貌滿意度較高（Labunskaya V，2019）、經濟困難將會增加容

貌焦慮的程度（Ozcan et al., 2013）等。另一部分的學者則有相反的結果，研究提

到高社經地位的女性往往傾向於追求苗條的身材，這是因為在一些社會中，「瘦」

被視為社會地位的象徵，這使得她們更有可能受到更高社會經濟階級的重視

（McLarenL, KuhD.2004）。由此來看，個人的成就、社經地位對於自我身體評價

確實存在影響力，然而其影響效果如何尚待釐清。 

（二）親密關係 

因為同儕的凝聚力和與家人的接觸是容貌焦慮的保護因素，可以為他人提

供了情感支持和工具性幫助（Levine et al.,2015），故在親密關係當中區分為同

儕與家人的關係。在同儕部分，文獻提到容貌焦慮、對苗條身材的追求以及身

體不滿和人際關係有關（Claes et al.,2012），由於個人通常會通過同齡人的壓力

和社會比較來實現他們對體重的理想，而和同齡人相互談論自己的身體，也就

是所謂的「肥胖對話」，正是實現這些理想的一種特殊途徑，希望通過符合這

些方式來獲得同齡人的認可（Nichter and Vuckovic, 1994），然而，若與朋友經

常進行有關外表的談話將會增加對身體不滿意程度，並引起降低的身體自尊感

（Clark & Tiggemann, 2006），故可看出同儕對於可看出同儕的對於容貌焦慮的

巨大影響力。而在家人部分，配偶對個人體型之批評是最被在意的（黃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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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華，2005），並且，過去文獻也證實家人的批評與同儕的嘲笑是身體意象

的重要壓力源 （Green & Pritchard, 2003）。 

（三）資本 

另一方面，外貌與資本的累積也是習習相關的。Schneickert等（2020）提及，

所有形式的資本都會對個人被認為「缺乏吸引力」（unattractive）產生顯著的遞

減效應，換句話說，資本的累積對於吸引力有著正向的關係。其中，經濟資本和

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具有最強的影響力，其次是社會資本，最後是制度化的文化資

本，這也表示，當個人累積的經濟資本、制度化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越多，則越

不會被認為是不吸引人的，而被評價為不吸引人時，極有可能造成個人的容貌焦

慮，故將以上內容作為本研究之預測變項。根據 Bourdieu（1985）的定義，經濟

資本，指的就是就是收入；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是個人累積的文化資本被制度認

可的證明，即是教育程度，而社會資本則是社會關係作為潛在資源的總和。由於

社會資本的在測量上的難度較高，故本研究以「朋友特質」來取代社會資本作為

測量變項。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依據文獻探討結果，本研究的研究提出下列 11 項研究假設：在原生家庭部

分，「家庭社經條件」為假設 1至假設 3，「父母教養」為假設 4至假設 6，

「手足關係」為假設 7 與假設 8。 

H1：家庭社會階級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H2：家庭文化資本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H3：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H4：父母對容貌管教越嚴格，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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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父母對於孩子要求越多，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H6：父母對於孩子回應越多，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H7：手足關係越親密，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H8：手足關係越嫉妒，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在個人成就部分，分為下列 6 個假設： 

H9a：個人教育程度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H9b: 個人教育程度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H10a：個人經濟資本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H10b: 個人經濟資本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H11：自我培育文化資本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H12：朋友越在乎容貌，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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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為「三鶯樹」調查，以「三峽、鶯歌、樹林」居住之居民且受訪者年

齡在 18 歲以上作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自填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在抽樣設計

方面，統計三峽、鶯歌、樹林地區 49 個里，依各里總戶數以一定比例計出應發

放問卷數，進行隔戶抽樣。每抽中一戶，首先詢問該戶從 18 歲以上的人口數，

再以該日訪問日期除以之，取餘數作為該家戶當中的受訪對象。舉例來說，若該

戶之成年人口為 7 人，而發放問卷日期為該月 19日，則 19/7，餘數為 5，以家

中成年人當中年紀由最年輕至最年長的第 5 順位為受訪者。本次三鶯樹調查以

隔戶抽樣法計算出三峽 530份、鶯歌 391份、樹林 82份，總計 1003份樣本，最

終，於問卷發放結束以後，共回收 969份，而後刪除不適用以及缺失的樣本數值，

並控制迴歸模型皆以相同樣本進行分析後，本研究採用之有效樣本數為 815，另

外，因考慮到抽樣上的偏誤，所有的分析都使用加權作為調整。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自變項分別為家庭文化資本、父母對孩子的容貌批評、父母教養方

式、手足關係、 朋友特質、自我培育的文化資本，依變項為容貌焦慮程度等。

控制變項則是性別、年齡、訪員外貌評分。 

         如上所述，本研究將檢視青少年時期，原生家庭的資源和關係如何影響個人

於成年以後的容貌焦慮。本研究考慮幾項可能的作用，包括原生家庭文化資本、

社經條件、父母的教養行為、以及手足間的互動。 由於本次調查對象皆為成年

人，需由受訪者回顧其在青少年階段時期的家庭關係與社經情況，故將問題設定

在「當您 15 歲時」，並以粗體字標示。 

（一）容貌焦慮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個人的容貌焦慮。在測量工具上，參考 Green 和 Pritchard 

(2003)所提出的「身體意象量表」問題題組。由於此問題題組是英文題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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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題組進行翻譯。題目一共分三個面向：容貌焦慮、體重焦慮及社會性焦慮，

並從中挑選出 13 題。第一部分為容貌焦慮，題目包含「我不喜歡自己的長相。」

等；第二部分為體重焦慮，題目有「量體重讓我感到沮喪。」、「我覺得我有一

副好身材。」；第三部分為社會性焦慮，題目有「當我在店家試穿衣服時，我不

敢走出去照鏡子。」、「當談論的話題有關身體外表時，我會感到不自在。」等。

原本的問卷答項設計為 Likert式五點量表，其答項的第三項選項為無意見，為避

免過多受訪者填答無意見，故我們的問卷刪除無意見的選項，調整後的答項分為

四類，分別是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 

    為了建構容貌焦慮變項的面向，本研究採用主軸因子分析，再以最大變異法

進行轉軸，可得到兩個因子，是為「容貌焦慮」與「容貌滿意」，累積可解釋變

異量為 40.08%。此二面向的信度 α值（Cronbach's α值）分別是 0.81 與 0.77，意

味著這兩個因子符合測量面向的基本內部一致性要求。本研究將兩面向的各自題

組進行平均值處理，以分數越高代表容貌焦慮程度越高。由於本研究將著眼於容

貌焦慮，因此將正向容貌評價的分析做為補充分析。 

    在控制變項方面，我們包含了年齡（視為連續變項）、性別（以虛擬變項處

理，1=女性，0=男性）、以及訪員評價的受訪者容貌身材分數。對於受訪者外貌

及身材的評分，尺度 1 為不好看，至 4 非常好看，除了受訪者本身對於身材的評

價外，能再以第三方的客觀的角度評分受訪者的容貌和身材，用以比對受訪者對

身體意象的主觀想法。最後將訪員評分的容貌與身材進行平均值處理，以分數越

高表示受訪者客觀的容貌越好看。 

（二）家庭社經條件 

         在家庭社經條件部分，原本應以家長教育程度和職業指數來進行計算，然而，

因本研究著重於成年人的容貌焦慮，希望能將家庭社經地位之兩合併概念分開，

以獨立的變項來進行檢驗，故納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題目為「請問您父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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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所受的教育最高到？」因選項為類別變項，故將各教育程度改為連續變項的教

育年數來作為變項，並命名為「父親／母親教育年數」。同時，本研究也在問卷

中設計原生家庭社會階級相關題目，題目為「假如把社會上所有的人分成上層、

中上層、中層、中下層、勞工階級和下層階級，您認為 15 歲時，您的原生家庭

屬於哪個階級？」，由於測量尺度為 1=上層；2=中上層；3=中層；4=中下層；5=

下層階級，在後續全部進行反向編碼處理，以分數最高的 5 為上層階級、分數最

低的 1 為下層階級，最後命名為「家庭階級」以作為本研究之預測變項。 

（三）家庭文化資本 

         在家庭文化資本方面，本研究採用了鮑美秀（2014）編制之「國小學生文化

資本與學習動機之調查問卷」第二部分的文化資本量表，從中挑選四題與家庭有

關之問項，題目為「平時家人會帶我參觀古蹟或歷史建築，如廟宇、古厝、忠烈

祠等。」、「平時家人會帶我去觀賞各種藝術表演，如：兒童劇、舞台劇、歌劇、

音樂會等。」、「平時家人會帶我去參觀各種展覽，如美術展、書展、書法展等。」、

「平時家人會讓我參加課業以外的才藝班，如：美術、舞蹈、電腦、園棋。」測

量尺度由原先的 Likert式五點量表，改以頻率測量， 1=從來沒有；2=偶爾如此；

3=有時如此；4=經常如此，以符合問卷題目之情境。 

        在信度部分，本研究為確保問卷題項之可靠程度，透過信度分析之量尺法進

行量表檢測，家庭文化資本題組得到之 Cronbach's α值為 0.83，符合測量面向的

基本內部一致性要求，並且在進行因素分析後，共可萃取出一個因子，累積可解

釋變異量為 58.25%。最後將題組問項進行平均值處理，命名為「家庭文化資本」，

以分數越高代表家庭累積之文化資本越多。 

（四）父母身材管教 

        父母的身材管教參考自陳俐君（2018）的「社會文化因素量表」，從中挑選

四題，並將原本題目的父母分開提問，問卷題目為「我的父親／母親注重身材保



 
原生家庭、個人成就對容貌焦慮的影響 

 

 13 

養。」、「我的父親／母親鼓勵我保持好身材。」、「我的父親／母親會拿我的

身材或外表開玩笑。」、「我會因為父親／母親對我的批評而改善身材。」測量

尺度由原先的 Likert式五點量表，改以頻率測量， 1=從來沒有；2=偶爾如此；3=

有時如此；4=經常如此，以符合問卷題目之情境。 

        在信度部分，本研究為確保問卷題項之可靠程度，透過信度分析之量尺法進

行量表檢測，父親身材管教與母親身材管教分別得到 Cronbach's α 值為 0.82 與

0.77，符合測量面向的基本內部一致性要求，並且在進行因素分析後，可分別萃

取出一個因子，將其命名為「父親身材管教」與「母親身材管教」，其中，「父

親身材管教」之累積可解釋變異量為 53.27%，「母親身材管教」之累積可解釋變

異量為 46.70%。最後將題組問項進行平均值處理，以分數越高代表父母對於小

孩的身材管教越多。 

（五）父母教養 

        教養方式採丘金蘭、胡秀媛、邱紹一（2019）編制之「父母教養方式量表」，

在「回應」、「要求」兩個構面當中各自挑選三題作為本組之問卷題目，並分別

詢問其父母的教養情形，故父母各有六題，一共是十二題。回應面向之題目為「當

我有好的表現時，我的父親／母親會讚美、獎勵我。」、「當我心情不好時，我

的父親／母親會關心我、安慰我。」等，要求面向之題目為「我父親／母親會要

求我照他的規定去做，但沒有說明理由。」、「我父親／母親常用責罰的方式來

督促我進步。」等。問卷採用 Likert式量表，答項為：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

3=同意；4=非常同意。 

        在信度部分，本研究為確保問卷題項之可靠程度，透過信度分析之量尺法進

行量表檢測，父親教養與母親教養題組分別得到 Cronbach's α值為 0.585和 0.557，

而後進行因素分析，採主軸因子分析，再以最大變異法進行轉軸，可分別得到兩

個因子。父親部分，將因子命名為「父親回應」與「父親要求」，累積可解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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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量為 69.89%，重新進行信度分析後可得 Cronbach's α值 0.89 與 0.84；母親部

分，將因子命名為「母親回應」與「母親要求」，累積可解釋變異量為 68.61%，

重新進行信度分析後可得 Cronbach's α 值 0.87 與 0.84，均符合測量面向的基本

內部一致性要求。最後將題組問項進行平均值處理，以分數越高代表父母親的回

應越高、要求越高。 

（六）手足關係 

       與手足的相處關係參考至鄭珮秀（2013）手足關係量表，將題目分為親密、

嫉妒兩個面向，各挑選三題。親密面向之題目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會彼此分享

秘密，吐露心事。」、「我覺得我的兄弟姐妹很優秀，是我的榜樣。」等，嫉妒

面向之題目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在生活中會想要勝過對方。」、「我會嫉妒兄

弟姐妹長的比我好看。」依此詢問受訪者與手足的相處狀況。問卷採用 Likert式

量表，答項為：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 

        在信度部分，本研究為確保問卷題項之可靠程度，透過信度分析之量尺法進

行量表檢測，手足關係題組可得 Cronbach's α值 0.66，而後進行因素分析，採主

軸因子分析，再以最大變異法進行轉軸，可得到兩個因子。將第一個因子命名為

「手足親密」，第二個因子命名為「手足嫉妒」，累積可解釋變異量為 55.86%，

重新進行信度分析後可分別得到 Cronbach's α 值 0.74 與 0.77，符合測量面向的

基本內部一致性要求。最後將題組問項進行平均值處理，並且以分數越高代表與

手足的關係越親密或越嫉妒。 

      由於個人成長、在離開原生家庭後成就的社經條件、文化資本、以及最常往

來的朋友特質也可能影響到個人容貌焦慮的程度，本研究考慮的個人成就的影響

因素包括：個人社經條件，也就是教育年數和月收入、朋友特質以及自我培育的

文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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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經地位 

個人的社經條件，以教育程度和月收入作為預測變項。在教育程度部分，將

原本是類別尺度的教育程度改為連續變項，並命名為「教育年數」，以數值越高

代表教育年數越高。而個人每月收入部分，原始測量尺度同為類別變項，例如：

1=無收入、2=1萬元以下、2=1萬以上，未滿 2萬，故將答項進行重新編碼處理，

取每個薪資類別的中位數，舉例來說，「1萬以上，未滿 2萬」即是取中位數 1.5

萬元，最後將變項命名為「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八）朋友特質 

          最常往來朋友特質題組使用的是本組自編的問卷，共有五題，題目為「我

會和朋友討論時尚或穿搭話題。」、「我朋友會經營社群媒體。」、「我朋友很

注重他／她自己的外表。」、「我的朋友會定期做臉部、身體保養或醫美。」、

「我的朋友會透過運動保持體態。」。問卷採用 Likert式量表，答項為：1=非常

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 

        在信度部分，本研究為確保問卷題項之可靠程度，透過信度分析之量尺法進

行量表檢測， 朋友特質題組得到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72，符合測量面向的基

本內部一致性要求，並且在進行因素分析後，共可萃取出一個因子，累積可解釋

變異量為 44.64%。最後將題組問項進行平均值處理，命名為「 朋友特質」，以

分數越高代表朋友越在乎容貌。 

（九）自我培育的文化資本 

         在自我培育的文化資本部分，採用鮑美秀（2014）編制之「國小學生文化資

本與學習動機之調查問卷」第二部分的文化資本量表，從中挑選四題，並將家人

相關字詞刪去，以測量受訪者至現在個人累積之文化資本，題目為「平時家我會

去參觀古蹟或歷史建築，如廟宇、古厝、忠烈祠等。」、「平時我會去觀賞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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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表演，如：兒童劇、舞台劇、歌劇、音樂會等。」、「平時我會去去參觀各

種展覽，如美術展、書展、書法展等。」、「我會額外進修才藝學習課程，如：

美術、舞蹈、電腦、園棋。」而問卷採用 Likert式量表，答項為：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 

        在信度部分，本研究為確保問卷題項之可靠程度，透過信度分析之量尺法進

行量表檢測，自我培育文化資本題組得到之 Cronbach's α值為 0.74，符合測量面

向的基本內部一致性要求，並且在進行因素分析後，共可萃取出一個因子，累積

可解釋變異量為 40.08%。最後將題組問項進行平均值處理，命名為「自我培育的

文化資本」，以分數越高代表自我培育之文化資本累積越多。 

 

最後，本研究的統計分析分為下列幾個部分，描述統計、因素分析，而因素

分析之結果已經於測量部分中討論，以及多變量分析。由於本組之依變項，也就

是容貌焦慮，為連續變項，本研究使用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方法來檢視自變項對容

貌焦慮的作用。 

肆、研究結果 

一、敘述統計 
        表 1呈現本研究受訪者之基本資料與使用變項的敘述統計。本研究之樣本總

共有 815份，其中，有 411位受訪者為女性（50.5%）、403位為男性（49.5%）。

受訪者平均年齡約為 46 歲，平均月收入約為 4.9 萬元，教育年數平均約為 13.6

年，說明大部分受訪者之教育程度到達高中以上。 

       從依變項「容貌意象」來看，在滿分 4 當中，容貌焦慮的平均值是 2.18，容

貌滿意的平均值則為 2.6，表示大部分的受訪者的容貌焦慮與容貌滿意程度大部

分都維持在中等程度。在自變項的原生家庭部分，首先從家庭階級來看，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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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是 3.5 分，受訪者之原生家庭階級約落在中產階級與中上階級居多，接著看家

庭文化資本，平均分數為 1.75 分。而「父母教育年數」中，父親平均教育年數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 
變項 平均值/百分比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齡 46.23 15.70 18 88 
性別         
   男 49.50%   0 1 
   女 50.50%   0 1 
訪員容貌評分 2.74 0.80 1 4 
容貌意象         
   容貌滿意 2.60 0.50 1 4 
   容貌焦慮 2.18 0.50 1 3.88 
父、母教育年數         
   父親 8.79 4.62 0 22 
   母親 7.76 4.96 0 18 
父、母親身材管教         
   父親 1.99 0.23 1 4 
   母親 2.12 0.31 1 4 
回應型教養方式         
   父親 2.60 0.32 1 4 
   母親 2.83 0.11 1 4 
要求型教養方式         
   父親 2.29 0.12 1 4 
   母親 2.19 0.11 1 4 
家庭階級 3.50 0.88 1 5 
家庭文化資本 1.75 0.22 1 4 
手足關係         
   嫉妒 1.85 0.23 1 4 
   親密 2.74  0.08 1 4 
個人平均收入 49365.28 60854.49 0 300000 
個人教育年數 13.61 3.28 0 22 
自我培育文化資本 1.97 0.24 1 4 
實體社交網絡 2.62  0.18 1 4 
N=815         

 



 
原生家庭、個人成就對容貌焦慮的影響 

 

 18 

8.79 年比母親平均教育年數 7.76 還要更高，但大致維持在國小、國中畢業的學

歷。在「父母身材管教」中，母親的平均分數為 2.12 分，較父親的 1.99 分還要

更高，說明母親更會對於小孩以及自身有身材方面的管教及管理。 

家庭教養方式可分為回應與需求兩個面向，在「回應型教養方式」中，因母

親的平均分數 2.83比父親的分數 2.60 更高，說明母親比父親更會採取回應型的

教養方式。在「要求型教養方式」中則可以發現父親的平均分數 2.29比母親 2.19

高，表示父親比母親更多採取要求型的教養方式。在「手足關係」中分成了親密

與嫉妒兩個面向，手足親密的平均值（m=2.74）的比手足嫉妒（m=1.85）更高。

不過，上述的數字比較是否統計上呈現顯著差異，未來需要進一步的統計測試。 

二、樣本分佈 

        圖 2至圖 5 為受訪者容貌焦慮的分佈。從全部的受訪者來看（圖 2），容貌

焦慮的頻率大致呈現常態分佈，也就是說，鮮少有受訪者的容貌焦慮程度處於極

高或極低的狀態，大部分的人還是維持在中間的程度。 

 

圖 2 所有樣本的容貌焦慮常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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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男性及女性的容貌焦慮常態分佈圖 

 

 

圖 4 各年齡層的容貌焦慮常態分佈圖 

 

而根據圖 3，將樣本以性別作為區隔，大致來說，男、女性樣本都呈現常態

分佈。在圖 4 的部分，將受訪者的容貌焦慮以年齡分層，可看出 18-36 歲與 37-

54 歲受訪者的容貌焦慮為常態分佈，而 55 歲以上受訪者的容貌焦慮則為左偏態，

表示整體來說年較大的受訪者，他們的容貌焦慮的程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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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迴歸模型 

（一）容貌焦慮 

        表 2呈現了原生家庭、個人成就影響容貌焦慮的多元迴歸分析。模型M1 為

原生家庭如何影響容貌焦慮，結果顯示：在控制變項部分，性別、年齡對於容貌

焦慮都呈現顯著影響，且女性呈現正相關，表示女性更容易產生容貌焦慮，年齡

則呈現負相關，說明隨著年齡越大，越不容易產生容貌焦慮。控制變項裡，訪員

的容貌評分是唯一未達統計上顯著的，這可能表示個人的容貌焦慮程度與他人客

觀的外貌評價並無相關性，即使一個人的外貌被評價為好看，他仍然可能有容貌

焦慮的傾向。 

        其餘自變項為原生家庭對於容貌焦慮的影響，可以看到父母的容貌管教以及

母親的要求皆對於容貌焦慮有正向的顯著影響，也就是說，父母對於容貌的管教

越嚴格，越容易引起小孩的容貌焦慮，與過去文獻相符（Zimmer-Gembeck et al., 

2021），支持研究假設 H4，且母親要求越高，越容易導致小孩容貌焦慮，亦與

過去文獻之研究結果相符（Liu 等，2023），然而，在父親的部分，則無論是回

應或是要求都沒有顯著影響。因在教養部分，父親和母親具有差異性，母親要求

達統計上顯著，父親則不顯著，故為部分支持假設 H5，而回應則是父母親皆未

達統計上顯著，故無法支持假設 H6。在手足關係相關變項中，無論是手足親密

或是手足嫉妒皆呈現顯著影響，其中，手足間越親密則越不容易產生容貌焦慮，

相對的，而手足間越互相嫉妒越容易產生容貌焦慮，符合 Francka等（2019）的

研究，支持研究假設 H7 與 H8。其餘的變項，包含：父親教育年數、家庭階級以

及家庭文化資本等都沒有顯著影響，因此，結果無法支持假設 H1、H2、H3，而

這也代表了整體來說家庭社經條件對於個人的容貌焦慮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模型M2 為原生家庭的基礎上，加入個人成就相關的變項，包含：朋友特質、

自我培育文化資本、教育年數與平均月收入，透過 M2模型可檢驗原生家庭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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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是否具有持續性，並且探討在原生家庭之外，個人成就對於容貌焦慮的影

響效果為何。結果顯示，性別、年齡、父母容貌管教和母親要求的部分皆維持原

來方向性與顯著性，不過在個人成就變項的加入，母親要求的顯著性隨著稍微下

降。手足親密的部分，也隨著新變項加入，顯著性降低，不過仍呈現負向的顯著

效果，手足嫉妒則維持原來的顯著效果，其餘變項則仍然維持不顯著的結果。 

聚焦在個人成就的變項中， 朋友特質以及自我培育的文化資本皆呈現負向

的邊際顯著，表示在受訪者的朋友特質中，越常進行社交活動，談論與流行、外

貌等有關的話題，容貌焦慮程度越低，在這個部分與過去文獻（Clark & Tiggemann, 

 
表 2：多元迴歸分析：容貌焦慮                                                                                                                                    

N=815 

預測變項 M1 M2 標準化係數 

女性 0.2(0.03)*** 0.21(0.03)*** 0.22 
年齡 -0.01(0.00)*** -0.01(0.00)*** -0.13 
訪員外貌評分 -0.01(0.02) -0.02(0.02) -0.03 
父親教育年數 0.00(0.00) 0.00(0.00) 0.01 
家庭階級 -0.03(0.02) -0.04(0.02) -0.03 
父親容貌管教 0.03(0.01)*** 0.04(0.01)*** 0.14 
母親容貌管教 0.02(0.01)** 0.02(0.01)** 0.12 
父親回應 0.00(0.01) 0.00(0.01) 0.00 
父親要求 0.01(0.01) 0.01(0.01) 0.06 
母親回應 0.00(0.01) 0.00(0.01) 0.00 
母親要求 0.03(0.01)*** 0.02(0.01)** 0.11 
手足親密 -0.03(0.01)*** -0.02(0.01)** -0.07 
手足嫉妒 0.07(0.01)*** 0.07(0.01)*** 0.23 
家庭文化資本 -0.01(0.01) -0.01(0.01) -0.03 
朋友相處  -0.01(0.00)* -0.06 
自我培育的文化資本  -0.02(0.01)* -0.06 
受訪者教育年數  0.02(0.01)** 0.09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0.00(0.00) 0.01 
adjusted R2 0.31 0.32  

註：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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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呈現相反的結果，故資料無法支持研究假設（H12）。而自我培育的文化

資本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則符合文獻（Christian Schneickert et al.,2020），

並也支持假設 11。有趣的是，受訪者的教育年數與容貌焦慮的關係呈現正向顯

著性，說明受訪者教育年數越高，反而容貌焦慮程度越高，支持假設 H9b。在個

人成就當中，個人平均月收入是唯一不顯著的變項，使結果無法支持假設 H10a、

H10b。 

最後，關注模型M2 的標準化係數，分析顯示，原生家庭的作用相對大於個

人的成就與養成。手足間的競爭忌妒關係對個人容貌焦慮的影響最大，標準化係

數為 0.23，其次是父、母的容貌管教，標準化係數為 0.14、0.12，和母親的嚴格

要求，標準化係數是 0.11，而個人的教育年數也有重要的影響，標準化係數為

0.09。 

（二）容貌滿意 

        本研究主要針對容貌焦慮進行探討，然而，在對容貌焦慮相關資料進行處理

時，也同步進行了容貌滿意相關之分析，故在此簡單呈現。 

       表 3 為原生家庭、個人成就影響「容貌滿意」的多元迴歸分析。模型 M1 為

原生家庭影響容貌滿意之結果，根據分析：在控制變項當中，僅有訪員容貌評分

達到顯著性，並且呈現正相關，表示一個人對於容貌的滿意程度與他人對自己容

貌的評分有顯著的相關性，而女性和年齡則未達統計上顯著。原生家庭相關變項

當中，僅有家庭階級、母親容貌管教與母親回應呈現正向顯著性。而在家庭教養

部分，雖只有母親回應達到顯著統計，並且呈現正相關，但仍支持 Rieves 和 Cash

（1996）的結果，此外也與文獻（Newman et al., 2008）：家人支持度與容貌滿

意程度呈現正相關相符合。 

        與容貌焦慮作為依變項的迴歸模型相比，當依變項轉換為容貌滿意時，女性、

年齡、父親容貌管教、母親回應與手足關係，都由顯著性轉為不顯著。同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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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在容貌焦慮或是在容貌滿意的迴歸模型當中，母親容貌評價都具有顯著性，

且都呈現正相關，因此可以得出母親容貌管教對於容貌焦慮或是滿意上，都具有 

影響力。另一方面，父親的容貌管教無論是容貌焦慮與容貌滿意的模型中，都未

達統計上顯著性，這也表示母親可能是兩者之間影響力較大的因子。另外，與容 

貌焦慮的迴歸模型相比，影響容貌焦慮的是母親要求，而在本次的迴歸模型當中，

影響容貌滿意的則變為母親回應。 

        此外，家庭階級與容貌滿意的關係呈現高度顯著，並且為正相關，與既有的

研究相符（Romani et al., 2023），表示在越高的家庭階級中成長的小孩，對於自

己的容貌會越滿意。與容貌焦慮的迴歸模型M1 相比，家庭階級並未達統計上顯

表 3：多元迴歸分析： 容貌滿意                                                                                                                                                            N=815 
預測變項 M1 M2 標準化係數 
女性 -0.03(0.03) -0.03(0.03) -0.04 
年齡 0.00(0.00) 0.00(0.00) 0.03 
訪員外貌評分 0.04(0.02)* 0.04(0.02)* 0.07 
父親教育年數 0.00(0.01) 0.00(0.01) 0.04 
家庭階級 0.1(0.02)*** 0.1(0.01)*** 0.12 
父親容貌管教 -0.01(0.01) -0.01(0.01) -0.03 
母親容貌管教 0.02(0.01)* 0.02(0.01)* 0.09 
父親回應 0.02(0.01) 0.02(0.01) 0.07 
父親要求 0.01(0.01) 0.01(0.01) 0.02 
母親回應 0.02(0.01)* 0.03(0.01)* 0.11 
母親要求 0.01(0.01) 0.01(0.01) 0.03 
手足親密 0.01(0.01) 0.01(0.01) 0.01 
手足嫉妒 -0.01(0.01) -0.01(0.01) -0.01 
家庭文化資本 0.02(0.01) 0.01(0.01) 0.04 
朋友相處  0.01(0.00) 0.00 
自我培育的文化資本  0.03(0.01)*** 0.11 
受訪者教育年數  -0.01(0.01) -0.04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0.01(0.01) 0.04 
adjusted R2  0.10 0.11 
註：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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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而當把依變項改為容貌滿意以後，則呈現正向顯著相關，由此可推測，階級

對於建立外在、身體意象的自信有所幫助，但卻不是影響容貌焦慮的主要因素。 

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本研究發現作為控制變項的訪員外貌評分呈現正向顯

著性，表示大眾越是對於自己的外貌保持正向態度，自己對於容貌的滿意度也會

顯著的增加，這一點與容貌焦慮的模型相比有很大的差異。在容貌焦慮的模型當

中，訪員外貌評分並未達到統計上顯著，說明即便他人對於自己外貌的評價很高，

他們仍然會感到焦慮。 

        模型M2 為原生家庭的基礎上，加入個人成就相關的變項。可以發現，在模

型M1 有達到顯著的多個自變項：訪員外貌評分、家庭階級、母親容貌管教、母

親回應與自我培育的文化資本在模型M2 仍然有達到顯著效果。換句話說，家庭

對於個人容貌滿意的影響會持續的存在。此外，在個人成就方面，自我培育文化

資本為正向高度顯著，表示個人在離開原生家庭以後自行累積、培育的文化資本

越多，則對於自身的容貌會有更高的滿意程度，與過去文獻（Christian Schneickert 

et al.,2020）結果相符。在容貌焦慮的模型M2 當中，也有相同的發現，即在自我

培育文化資本越多其容貌焦慮會越低。而朋友特質和受訪者教育年數則未達統計

上顯著。 

         最後，關注模型M2 的標準化係數，分析顯示，原生家庭的作用也是相對大

於個人的成就與養成。影響力最大的因子是家庭階級，標準化的係數為 0.12，其

次為母親回應和自我培育文化資本，其標準化係數皆為 0.11，而訪員的外貌評分

也有重要的影響，標準化係數為 0.07。 

伍、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原生家庭以及個人成就對於容貌焦慮的影響，首先檢驗原生

家庭對於成年人容貌焦慮的影響是否具有持續性，以及對於成年人的容貌焦慮而

言何者是影響力較大的因子。在研究方法部分，本研究為「三鶯樹」調查，以三



 
原生家庭、個人成就對容貌焦慮的影響 

 

 25 

峽、鶯歌、樹林年滿 18 歲之民眾作為研究對象，使用問卷自填的方式進行資料

蒐集，扣除掉缺失值、不適用等，並通過資料處理使迴歸模型皆使用相同的樣本

數，最後得到有效樣本 815份。 

        研究以容貌焦慮作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年齡對於

容貌焦慮都呈現顯著影響，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產生容貌焦慮，若不分性別的話，

年齡越大越不容易容貌焦慮，與一般的生活經驗相符。在生活當中，女性因為社

會的壓力以及社會化的影響，更傾向於注重外表，而人們也會隨著年紀變大，接

受自己的衰老的事實，而不再有過度的壓力。 

        在原生家庭部分，父母的容貌管教以及母親的要求皆對於容貌焦慮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意味著父母對於容貌的管教越嚴格，越容易導致容貌焦慮，與過去研

究（Zimmer-Gembeck等，2018）的結果相符，並支持研究假設 H4。針對這一點，

可進一步討論。由於本研究在問卷設計階段，挑選了回應和要求兩個面向的題目，

並也納入了和容貌批評、父母身材管教的相關問題，而後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時，發現與容貌相關的題目會被萃取出一個獨立的因子，而非經轉軸後被納入原

先預設的兩個面向裡面，可見父母的「容貌管教」是獨立於典型的回應、要求型

的另一種教養方式，且對於小孩在容貌上的自我評價有很大的影響。 

        而在典型的家庭教養裡面，母親要求越高，越容易容貌焦慮，與文獻（Liu et 

al.,2023）研究結果相符，但因父親要求未達統計上顯著，故為部分支持假設 H5。

而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的回應，對於容貌焦慮的影響皆未達統計上顯著，無法支

持假設 H6。綜合上述討論，可看出三種父母教養對於小孩容貌焦慮的影響，僅

直接具有外貌、身材上的管教才會有比較大的影響，一般常見的要求型教養影響

力較小，回應型教養甚至不具有顯著性。並且，父親的回應和要求在容貌焦慮和

正向容貌評價裡，而母親要求在容貌焦慮達到正向顯著、母親回應在容貌滿意也

是正向顯著，可見在父母兩者之中，母親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由於母親在家庭裡

通常扮演著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作為小孩積極的社會化代理者（林惠雅，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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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孩童價值觀的形塑有重要影響，因此，母親的教養方式對於孩童心理健康的

影響力會大於父親（耀盛，李仁宏，吳英璋，2006）。 

而在手足部分，親密和嫉妒的手足關係皆呈現顯著性，且越是親密的手足關

係會有越小的容貌焦慮程度、越是互相嫉妒則越容易產生容貌焦慮，符合 Francka

等人（2019）的研究，並支持假設 H7、H8。當個人在離開家庭以後，或許會認

為兄弟姐妹對其帶來的影響力可能會變得薄弱，然而，手足關係實際上具有持久

性，對於個人的生命也具有貫穿性（Goetting, 1986）。 

         模型在加入個人成就相關的變項以後，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年齡、父母容

貌管教和母親要求的部分皆維持原來的影響。手足關係的部分，隨著新的變項加

入，無論是親密或是嫉妒，都仍具有顯著效果。聚焦在個人成就部分，朋友特質

以及自我培育的文化資本皆呈現負向的顯著影響。這表示若受訪者最常來往的朋

友特質是越常進行社交活動，談論與流行、外貌等有關的話題，會讓受訪者的容

貌焦慮程度越低，與既有文獻（Clark & Tiggemann, 2006）呈現相反結果，無法支

持研究假設 H12。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發現，一般來說，我們會認為當身邊的人

越是在意容貌，則可能會連帶影響到自己，但分析結果顯示並不是這樣，反而是

和朋友的在意程度呈現負向顯著性，推測可能是因為，當一個人的朋友對於容貌

非常在意時，可解釋為其實是朋友具有容貌焦慮，那麼其本身可能會趨向於避免

陷入一樣的狀況，使得自己是相對不那麼在意容貌的。而自我培育的文化資本越

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符合文獻（Christian Schneickert et al.,2020）結果，支持

研究假設 H11。另外，受訪者教育年數與容貌焦慮的關係呈現正向顯著性，說明

受訪者教育年數越高，反而容貌焦慮程度越高，支持研究假設 H9b，推測可能是

因為擁有學歷往往會伴隨著較好的職業，而整體就業環境對於外貌的要求是比較

嚴格的，這才導致高教育程度與高容貌焦慮有所關聯。 

最後，回應研究問題，究竟原生家庭對於成年人容貌焦慮的影響是否具有持

續性呢？比較容貌焦慮迴歸模型M1 與 M2 的結果，顯示在加入個人成就變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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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原生家庭相關的變項仍然維持原本的顯著性，說明家庭對一個人帶來的影響 

並未消失，並且以模型M2 的標準化係數來看，結果顯示，原生家庭的對容貌焦

慮的作用相對大於個人的成就與養成。 

 由於我國過往的研究對於容貌焦慮的討論不多，而既有的大多是以青少年為

研究主體，少有以成年人為主體的相關研究。此外，過去的研究也是以家庭社經

條件（、教養方式和手足關係，等多個面向各自進行研究，而非完整以「原生家

庭」影響力的框架來作為探討核心，並也甚少討論在離家家庭後，個人成就對於

容貌焦慮的影響程度，本研究以此為題，對於成人的容貌焦慮進行初探，期望在

未來能夠見到更廣泛性的討論。 

 

表 4：家庭相關假設結果 

家庭相關假設 結果 

H1 家庭社會階級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拒絕 

H2 家庭文化資本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拒絕 

H3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拒絕 

H4 父母對容貌管教越嚴格，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部分接受 

H5 父母對於孩子要求越多，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部分接受 

H6 父母對於孩子回應越多，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拒絕 

H7 手足關係越親密，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接受 

H8 手足關係越嫉妒，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接受 

 

表 5：個人成就相關假設結果 

個人成就相關假設 結果 

H9a 個人教育程度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拒絕 

H9b 個人教育程度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接受 

H10a 個人經濟資本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拒絕 

H10b 個人經濟資本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拒絕 

H11 自我培育文化資本越高，容貌焦慮程度越低。 接受 

H12 朋友越在乎容貌，容貌焦慮程度越高。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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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具有以下幾點研究限制：首先，變項之間無法確定因果關係方向性。

對於部分變項，如：個人累積的文化資本，由於本研究並無檢測當「自我培育的

文化資本」作為依變項、容貌焦慮作為自變項時，兩者的影響效果是否相同，故

無法肯定究竟是個人是因為容貌焦慮，進而產生更多的自我培育行為，抑或是因

為個人累積較多的文化資本，而使其容貌焦慮程度變低。 

         其二，具有回溯性問題以及結果代表性不足。由於本研究主要測量受訪者在

15 歲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手足關係、家庭文化資本等多個自變項，而研究對

象為成年人，因此，在問卷當中本組使用的是回溯性問題，請受訪者回憶 15 歲

時的家庭狀況。從樣本敘述統計來看，涵蓋了 18 歲至 88 歲的受訪者，對於年長

的受訪者而言，父母的教養方式可能記憶久遠以致於無法追溯。此外，本研究為

「三鶯樹」調查，以三峽、鶯歌、樹林之成年人作為研究對象，由於問卷施策範

圍限縮於以上三個地區，而非是全國性抽樣調查，故難以確定是否將對於全國人

民也有相同的施策結果。 

         最後，因虛擬社交變項設計不足，致使研究缺乏了在虛擬或線上社交方面的

施測。本研究原先在進行變項設計時，預期以社群媒體上的社群網絡、觀看的內

容進行分析，但在問卷的測量方向則較偏向個人的網路媒體使用狀態，使得該變

項並未符合預期，故無納入分析。然而，在許多既有文獻中皆有提及虛擬社交和

網路的使用對於個人容貌焦慮有高度影響力，因此，沒有進行虛擬社交狀況作為

容貌焦慮的自變項分析同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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