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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学生们表现出的
“容貌焦虑”，“美的真义”应该
是怎样的？专家们有何建议呢？

宁波财经学院姜帆博士是
浙江省首家美好生活学院执行
院长，长期致力于关于美好生活
的研究，她和记者分享了一个故
事：“大约在十一年前，曾经读到
一位著名女性主持人分享其年
轻时，因不注意个人形象管理而
求职碰壁的故事。也是从那时
起，隐约形成了一个认知：没有
人有能力通过你邋遢的外表透
视到你优秀的内在。”

姜帆分析道：“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在美好生活是我们所有
人向往的今天，代表一个人对自
身形象的关注程度即对美学和
美感的理解力，甚至包括一个人
在社交中对声音、仪态、言行、礼
节等一切涉及个人外在形象的

因素的控制能力的美商，即美丽
商数(Beauty Quotient)值得被重
视和学习。”

她进一步分析说，马克思主
义经典哲学思想认为，人类从来
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己
的。所以，“容貌焦虑”现象背后或
许不是要不要追求美的问题，甚
至也不是追求美的程度和维度的
判断问题，而是“美的规律”的发
现以及形成用美来塑造自己的问
题。简单地说，新时代的青年人可
以打开眼界，结合个人和社会生
活现实以及新时代文化环境，去
探索和界定“美”的内涵和表现，
不被他人和商业化的诱导迷惑，
从有益于人格成长和身心健康愉
悦的内在准则出发，从把握大美
与和美的高阶思维出发，不仅要
追求美，也要成为美，更要养成美
的智慧。

七成被访者有“容貌焦虑”

一群大学生 寻找“美的真义”
暑假，热衷于“变美”的 00 后们在家

人或朋友陪伴下走进各医美机构。你能强

烈感受到年轻人对“美”的需求，背后也折

射出不同程度的“容貌焦虑”。

何为美？为何 00 后们会有“容貌焦

虑”？专家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连

日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让

我们一起寻找“美的真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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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姝祺是这次实践团的
发起人，这个出生于2005年
的女孩表示，自己身边有不
少同学表现出“容貌焦虑”，

“女孩子都爱美，哪怕脸上
长了青春痘，也会让我们很
在意。”

比起只是在意的程度，还
有大学生会采取实际行动，走
进医美机构。

“很值得！”说起去年的隆
鼻医美手术，小敏（化名）说得
毫不犹豫。高考结束后，每个
高考生都会有自己的心愿，去
年6月，小敏高考结束后的第
一心愿是去做个隆鼻手术，让
自己变美。

她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
被别人说塌鼻子，甚至还被调

皮的同学取过这个外号，所以
一直很介意。她的妈妈也因此
一直安慰她说，没关系，可以
等成年了去垫个鼻子。所以，
从初中开始，她心里就暗暗有
了这个心愿。

去年高考结束后，她就在
妈妈陪同下到一家医院做了
隆鼻手术。当看到镜子中的
自己，小敏顿时有种丑小鸭
变成白天鹅的感觉，觉得自
信了很多。

像小敏这样的年轻人不
在少数。宁波珈禾整形专科医
院医疗副院长苏红提到：“我
国的医美消费人群偏年轻化，
主要集中在80后、90后以及
00后，她（他）们占市场88%
的份额。”

何为美？当代年轻人有
“容貌焦虑”吗？

近日，来自宁波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医学美容系18位大
学生组成社会实践团，围绕解
锁青春美丽密码，在炎炎烈日
中走进年轻人群体发放调查
问卷，同时奔赴多家宁波的医
美整形机构进行调研。

实践团以宁波市南高教
园区为调研点，通过“线上+线
下”发放调研问卷开展了群体
抽样调查。在回收的百余份有
效问卷中，男女比例各占
27.78%、72.22%。其中，18岁
及以下占11.11%，19至25岁
占 80.56% ，26 至 35 岁 占
2.78%，36至45岁占5.56%。问

卷调查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2%

被访者在意别人对自己外貌、
身形的评价，其中非常在意的
占了22.4%，不太在意外界对
自己外貌身形评价的仅占
2%。这也意味着，七成被访者
有一定程度“容貌焦虑”。

为何会有“容貌焦虑”？
在这道多选题中，98%的

人认为“现代社会是看颜值的
社会，长得漂亮可以赢得更多
机会”，48%的人“自己觉得不
够漂亮，求职不占优势”，还有
52%的人“希望自己更美，赢
得异性的关注，能和更优秀的
人交往”。这些答案也真实反
映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态。

作为实践团的指导教师，宁
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辅导
员侯曦煜剖析了大学生“容貌焦
虑”后的深层原因。

在走访调研和问卷调查的基
础上，侯曦煜带着实践团进行了

“理性认识美”的团辅教学设计。
她们对3所高校6名有“美丽困
惑”的学生组成了“‘容貌焦虑大
作战’——大学生理性情绪提升
成长性小组”。

活动中，侯曦煜请其中一位
同学分享自己“容貌焦虑”的感受，
而其他五位同学从第三方角度来
帮这位同学分析，进行小组大讨
论。“其中有个同学说自己太黑了、
太胖了，为此很自卑。但是，其他五
位同学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她，大家
告诉这个同学，她的声音很美，她
主持的校园节目很好听，很有亲
和力，大家都喜欢和她做朋友。

这让这个同学感到很惊讶。”
“在团辅中，每个同学都分

别与其他五位同学进行了大讨
论。结果，这些同学发现自己过
去是以偏概全了，因为一个容貌
上的小问题反而把自己的优点
掩盖了。”侯曦煜说，通过进一步
询问分析，这些同学才真正明
白，其实大家内心真正焦虑的是

“因为自己的容貌而影响到就
业、人际交往”。

随后，团辅通过“撕掉我的
标签”和“手绘美丽心灵团扇”等
互动方式，同学们对于容貌的观
念开始转变。“经过我们的辅导，
大家慢慢意识到，容貌只是人生
的一小方面，真正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能力、知识背景。以此有效
地帮助她们寻找并总结认知中
的非理性信念，协助建立起理性
认知方式。”侯曦煜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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