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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客观、高效的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但目前人工智能在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的大规模应用仍受许多因素限制。

建立一个全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即采用人工智

能多途径采集和综合分析学生的心理状况，使用多维指标进行心理健康评价，

可实现心理健康监测从静态监测向动态管理的转变、心理健康评价从主观评价

向大数据算法评价的转变，从而弥补传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方式主观、低效

的局限性，推进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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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为 2022 年 度 浙 江 省 哲 社

规 划 课 题“ 疫 情 背 景 下 青 少

年 网 络 成 瘾 的 影 响 因 素 与 机

制 研 究 —— 以 浙 江 省 为 例”

（22NDJC359YBM）研究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竞争加剧，群体性焦虑蔓延。

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生理的发育和心理的发展，

他们更容易因社会变革的冲击而面临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陈丹等人 [1]

的调查显示，青少年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26.3%，在心理问题中，学习压

力感最明显，其次是强迫与焦虑。2021 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

展报告（2019—2020）》[2] 发现，我国中小学生的抑郁检出率较高，初

高中学生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年级学生，且随着年级的升

高而增加。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国家卫健委、

教育部等分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切实加强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

积极借助专业工具和手段，做好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但从目

前来看，由于缺少科学的理论框架与精准的技术支持，我国很多中小学

校仍未建立一套适合实际情况的、科学有效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

体系。本文通过对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的传统采集方式进行梳理，以及对

新兴方式的应用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基于人工智能建立中小学生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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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构想，并尝试构建多维评价

指标，以期为未来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研

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一种新思路：人工智能应用于学生

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

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作为一项专业的基

础性工作，决定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方向、

质量及专业化水平。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监测与

评价可以帮助学校和教师快速掌握学生的心理状

况，及早疏导学生的心理问题，帮助学生健康成

长。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的缺失或偏差则会影响

对学生心理状况的掌握与判断，延误辅导与治疗

时机，甚至会阻碍学生的身心发展。

但传统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主要依

托主观的、静态的数据收集方式，在面对当前中

小学生持续高发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心理危机事

件时已“捉襟见肘”，迫切需要我们转变方式，

应用新技术加强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监测与管

理，实现从静态监测向动态评价与管理的转变，

从低效的、主观的方式转向运用更为高效和客观

的方式提前对学生心理问题做出评估和预警，最

大限度地避免心理危机的发生。

1. 传统的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方式具有较大

的局限性且效率低下

传统上，心理学领域的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

主要有 4 种模式：（1）统计学模式，偏离正态

分布是心理异常的判断标准；（2）临床模式，

主要为医生所采用，是否存在心理异常状态是心

理健康与否的判断标准；（3）社会规范模式，

该模式将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作为心理

健康与否的判断标准；（4）个人主观经验模式，

将个人的主观感受作为评判他人是否心理健康的

标准。[3] 学校在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的实际工作

中，最初采用的是社会规范模式和个人主观经验

模式，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发展，开始采用统计学

模式或临床模式。统计学模式需要先编制各类测

评量表，学校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来评估学生的

心理状态、心理特征和潜在风险。临床模式是心

理专家以访谈为基础，对学生的成长经历、监护

情况等外在环境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再根据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对学生的人格和心理状态

进行解读。以上两种方式，学校经常交叉使用。

但是，统计学和临床这两种心理健康监测与

评价模式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首先，临床模式

常常受到家长与学生的强烈抵制，而统计学模式

以以往调查分析结果形成的模型为参考，再对照

被测评者的回答进行评估，是一种“先假设，后

求证”的设计和实施思路。因此，这两种模式无

论是测评因素的选择还是因素权重的确定都受制

于主观判断和专业背景。其次，两种评估方式获

得的信息基本上是分立的，缺乏有效整合。因此，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容易受到不良影响，且影响程

度无法评价。最后，两种评估方式所获取的心理

健康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能保证，尤其是随

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心理健康评价较多依赖于个

体自我报告，出于自我防御、社会赞许等原因，

结果偏差的概率也在上升。即使学校做好每一步

工作，如谨慎选择测量量表、设置优异的测试环

境、严格选拔和培训主试人员等，依然无法解

决这一问题，并且还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

财力。

2. 人工智能为客观、高效的心理健康监测与

评价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基于以上局限，研究者们开始将视线转向算

法评估——一种基于大数据的心理健康监测与评

价方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的成熟，

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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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评价的诸多方面开始发挥出独特优势，学生心

理健康监测与评价出现了一些新方式。

2008 年 9 月，《 科 学》（Science） 杂 志 发

表了文章 Bigdata：Science in the Petabyte Era，

“大数据”开始被广泛传播。如今，大数据已经

成为科技界和企业界甚至是世界各国政府关注的

焦点。大数据不仅指数据的超大规模（PB 级别

及其以上的数据），更是指数据包含的重要应用

价值，如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挖掘、数据处理

系统、数据分析技术（例如深度学习、知识计算

等）等。

人 工 智 能 简 称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广义地讲，人工智能是关于人造物的智能行为，

这种智能行为包括知觉、学习、推理、交流及在

复杂环境中的行为。[4] 从工程的角度讲，人工智

能是通过人工的方法使机器具有与人类智慧有关

的功能。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和分类，各类

新兴技术多将人工智能作为重要技术性功能或模

块嵌入其中，并融入相应技术体系，或作为主体

来实现某类功能，以高效执行某项功能。

人工智能是大数据产生价值的关键媒介，同

时，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和成熟是人工智能提速发

展的一大助力。可以说，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是彼此成就的过程。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

智能技术、数据的存储与处理渐渐成为体系化的

常规性融合技术，被嵌入应用到各种行业（领域）

的智能产品、智能应用、智能系统中，最终融入

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因此，许多新的教育

模式与评估方式被不断开发出来，并越来越依赖

于人工智能和数据支持。例如，算法评估就是在

问卷统计的基础上，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大数

据分析为依托，以深度学习算法为方向，探索和

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的新路径。[5]

3. 人工智能在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的大

规模应用仍受多因素限制

随着技术的成熟（如定位、资源平台）、产

品的研发（如可穿戴设备、感知设备），学校可

以使用的学生信息采集手段正在不断丰富。有研

究表明，学校目前可通过平台采集、视频录制、

图像识别及物联感知 4 种手段采集信息。[6] 虽然

多种手段的作用及侧重功能不同，但是学校正在

不断拓展校内大数据采集的广度和深度，目的是

更有效率地管理学校繁多且复杂的工作。随着学

校的重视，校内应用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在增多，

例如教学资源平台、教务管理系统等均是学校广

泛使用的产品。

但总体来看，目前学校收集的大多是教育大

数据，即根据整个教育活动的教育需求收集的数

据集，主要用于与教学有关的教育工作，很大程

度上忽略了学生的心理健康数据。比如，平台采

集、视频录制及图像识别主要用于与学校管理、

教师教学及学生管理有关的事务工作，物联感知

技术主要用于收集设施数据 [7]，校园一卡通技术

主要用于收集校园行为数据。尽管学校通过视频

录制或物联感知手段可以采集到学生的情绪情感

或行为信息，但主要目的是促进教师教学效果的

改善与提高，并没有很好地应用到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中。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基础设施配置不到位。目前仍

有许多学校并未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整体规

划，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设施配置尚普遍不

到位，如无独立的心理咨询室，或配有独立咨询

室但内置设备陈旧，形同虚设，更不要说利用其

他智能设备收集学生心理健康数据了。其二，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素质仍待提高。目前，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配备存在两种情况：第一

种，其他学科教师兼任心理教师，缺乏心理学的

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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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第二种，虽然是心理学本专业教师，

但是其他工作繁重，无法专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

工作。因此，即使校园智能产品的采购在增多、

数据的采集手段日益多样化，但大部分学校的心

理健康监测与评价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开展，更谈

不上使用新兴技术下的心理健康智能产品。

二、总体构想与指标构建：基于人工智

能的学校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

通过以上梳理及分析可见，传统的学生心理

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存在明显不足，而新技术支

持下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应用仍有

很多限制。为此，课题组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专家合作，根据研究与实践进展提出建立一个

全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

体系构想，即采用人工智能多途径采集和综合分

析学生的心理状况，使用多维指标进行心理健康

评价，实现心理健康监测从静态监测向动态管理

的转变、心理健康评价从主观评价向大数据算法

的转变，以弥补传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方式主

观、低效的局限性。

1. 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

体系的总体构想

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

系的总体构想是将智能化的信息采集工具与大数

据分析应用于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主要包括四大

部分：一是利用智能化的信息采集工具，如通过

微表情识别、生物性反馈佩戴手环、量表访谈等

收集全面综合的数据；二是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分

析系统，通过大数据算法将微表情、生物反馈指

标与个体的心理健康进行比对；三是进行危机干

预、危机源干预，即对危机信号以及危机源进行

干预；四是搭建基于大数据的成效分析系统，通

过大数据算法对危机干预成效进行智能化分析。

整体架构分为四步，如图 1 所示。

第一步，通过 3 种不同方式协同智能化采集

学生心理危机数据。一是采用量表法、访谈法采

集学生自我陈述的心理特点和行为表现；二是通

过微表情智能化识别学生压抑的真实情绪，以弥

补自评带来的误差；三是结合佩戴心理手环智能

化监测学生的生理数据，得到学生真实的心理状

态，并做初步的预警筛查。

图 1  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总体构想

三、心理安全服务计划、
危机干预、危机源干预

生物性反馈
佩戴手环

四、危机干预成效分析

二、学生心理危机数据
化智能分析与分级预警

一、学生心理危机
数据协同采集

微表情识别

量表、访谈
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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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根据学生的综合心理危机数据进行

大数据分析，完成心理危机程度及预警级别的智

能化分类。

第三步，根据心理安全服务计划实施学生的

危机干预或危机源干预。

第四步，通过大数据算法实施危机干预成效

分析。

为了实现学生心理健康数据的人工智能化分

析，协同采集得到的分类数据，可以统一输入智

能化的心理设备，并不断优化人工智能算法。未

来将计划用更精准的模型，完善心理科技设备，

来满足不同预警级别学生的干预及成效分析需

求，真正实现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智能化

数据收集与分析。

2. 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

体系的多维指标构建

本文提出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

测与评价体系提倡采用多维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多维指标并非只是多视角判断指标的简单融合，

而是结合人工智能科技的软硬件产品，在保障隐

私的前提下，有体系、有系统、有组织地进行学

生心理健康的监测与评价。

在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的方式上，提倡采取

自我报告和他评相结合的方式。自我报告依然采

用自陈式量表，这是采集学生基本心理信息的必

要方式。同时，为了弥补因社会赞许及自我防御

带来的不准确性，选择他评的方式作为补充。

关于他评，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智能化工具识

别个体的微表情，进行“隐形的心理测验”。因

为与正常人相比，患有心理障碍的个体倾向于解

读负性类表情。[8] 但是，面对负性类表情，个体

的情绪不仅会受到影响，而且可能影响评估过程。[9]

因此，患有心理障碍的个体对负性类表情的反应

时间会比较长。通过技术手段抓取个体的微表情，

可以了解他们的真实情感和内在情绪加工过程。[10]

之后，评价者可以根据识别的个体微表情的差异，

进行健康与非健康群体的自动化诊断与筛查。

他评的第二种方式是对个体进行生物学测

量。在选择哪一些生物学指标这个问题上，其他

有关情绪情感及自主神经系统的研究给了我们诸

多启示。例如，情绪状态的波动会引发个体的焦

虑、恐慌、无助等负性情绪 [11]，因此，即使不

同领域对心理健康的理解及诊断标准不同，情绪

情感状况仍然是必须采集的信息。此外，情绪

可以唤醒人体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ANS），并伴随一系列的生理变化。[12]

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又在个体情绪的识别、产生

和体验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3]，如焦虑症患者就存

在交感神经系统功能的亢进 [14]。因以，个体的

一些生理学指标与情绪或临床诊断有一定的相关

性，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与情绪指标具有高相

关性。

情绪的自主神经反应包含了多种生理指标的

变化， 研究者通常会选取单个或多个生理指标来

测量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其中，研究者最常报

告的指标是心率（heart rate，HR），其次是皮肤

电水平（skin conductance level，SCL）和其他心

血管指标，如血压（blood pressure，BP）等，而

呼吸频率（respiration rate，RR）等指标的研究

则相对较少。根据以往研究结果，个体的正负性

情绪可以诱发其心血管系统、皮肤电系统、呼吸

系统和其他系统的活动及变化。[15] 与正性情绪相

比，负性情绪能引起神经系统更大的变化。例如，

恐惧相比快乐会引起更大的皮肤电导升高。[16]

不同负性情绪之间的反应虽有相似，但也存在差

异，比如恐惧和愤怒时收缩压会升高，但是只有

愤怒时舒张压才会升高。因此，情绪可能具有模

式化的生理反应。[17]

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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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发人员在对比国际公认的标准心电

数据库（MIT 数据库、AHA 数据库）数据的过程

中，通过分析前期采集到的 82 万常规人群心电

样本、2 万神经症人群心电样本，发现心率变异

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的相关指标能够反映个

体的交感 - 副交感神经张力及其平衡，并基于心

率变异性研究出一套自主神经评估方法，包括测

量方法、系列指标、测量技术和设备、临床意义

和应用指南。实验表明，自主神经敏感性指标在

健康人和抑郁症患者中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区分性

（p 值均小于 0.001），同时比对哈佛心肺交互指

标 CPC，焦虑和抑郁总体识别准确率从 85.47%

提升至 91.29%。（见表 1）

3. 基于人工智能多维指标的心理健康监测与

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以往，大多数研究是基于个体的内脏器官活

动来进行情绪与自主神经系统的关系分析，如心

率和血压、皮电，并取得了诸多成果。正性或负

性情绪相比于中性刺激会带来心率的减慢，其中，

负性情绪的变化程度更大。[18] 但是，也有相反的

证据，例如，徐景波等人的研究发现，负性情绪

下的心率是显著加快的。[19] 之所以出现相反的结

果，可能是因为诱发范式的不同（图片或影片）。

有研究者提出质疑，皮电、心率或血压属于内脏

器官，内脏器官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双重

支配，因此，聚焦内脏器官活动的研究得到的结

果可能并没有解释作为其基础的自主神经活动

模式。

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内脏

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支配的指标上，比如心率变异

性。因为心率变异性指的是心跳快慢（由两个相

邻的 R-R 间期时间长短决定）的变化情况，能

够反映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性。研究心

率变异性，可以区分情绪。[20] 研究者们在这方面

也进行了诸多探索，并得到一些收获。

从各种研究汇总的结果来看，课题组认为，

心率变异性相关的指标更多地与特异性的个体因

素相联系。首先，心率变异性能够提供个体自主

反应灵活性的信息。[21] 其次，心率变异性可以弥

补其他常用心血管指标无法分离交感和副交感神

经系统对心脏活动影响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心

率变异性可以对心身障碍进行评价。[22] 总之，无

论是传统指标的心率、血压或皮肤电，还是新兴

指标的心率变异性，都与个体的情绪及心理健康

有着紧密关系。因此，课题组认为，通过智能化

工具采集学生的生理学信息可以更加客观、高效

地监测与评价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采集学生的

生理学信息时，以上这几个生理指标无疑是需要

重点考虑的方面。

总而言之，本研究提出的基于生理学基础的

两种他评方式，突破了传统的心理健康监测与评

价方式，不仅实现了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从

主观性评价向客观生物指标的转变，而且实现了

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从静态识别向动态监测

指标体系的转变。以往，学校都是定期筛查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但完整的心理健康评估应当建

立在长期监测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准确、

表 1 自主神经敏感性指标在健康人和抑郁症患者中的差异性检验

统计量 交感神经灵敏性（Psys） 副交感神经灵敏性（Ppar）

健康人 1.02±0.17 0.96±0.29
抑郁患者 1.42±0.07 0.34±0.04
p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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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判断。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的筛查不能仅

限于固定的静态识别，必须要实现从静态识别向

持续性的、动态化的评价体系转变。同时，家庭

也是需要纳入的信息采集场所。家庭内产生、累

积的风险因素，比如，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家庭

氛围的不和谐等，不仅会负向预测学生的生活满

意度，而且容易导致学生心理障碍，比如焦虑或

抑郁等。[23] 也就是说，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

的采集场所不能局限于学校，学生在家庭内的健

康数据同样重要，如此，也能够增加数据的丰富

性、完整性和客观性。

最重要的是，依托新兴技术及移动设备更迭

的背景，基于非接触式感知技术，评价者可以将

多维指标嵌入移动设备，用于学生的情感和压力

分析，极大地提高了心理健康数据收集的效率，

同时也实现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的动态化。[24] 浙

江某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做过相关实验，通过移动

设备，利用心率变异性算法对 12183 名抑郁患者

的心电数据进行分析，检出 8217 条数据有抑郁

特征，3042 条数据有抑郁和焦虑同时出现的特征，

抑郁检出率为 92.42%。

三、思考与建议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让机器人学会望

闻问切，真正实现心理技术人员的标准化复制已

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学生心理健康的监测与评价

一旦实现智能化、动态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目前学校心理健康评价的低效、不准确、不

完整等问题。如此，既可以促进学校精神卫生工

作的进步，又可以准确、完整地呈现学生的心理

状况，从而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科学

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在人工智能多维指标的引领下，学校将能

够在自然状态下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实施不同

场景下的动态化监测，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的

处理与分析技术，可以及时、高效地筛选出有心

理问题的学生，并将筛选结果快速发送给负责人

进行后续的处理，及时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技术

应用的目的不只是停留于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

价，而是为了提高学校心理健康服务效率。以此，

前沿的技术将带来更加便携的产品，以更低的成

本与更高的效率全面服务于学校的精神卫生管

理，实现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应用，基于人工智

能的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应用需要关注以

下两个问题。

一是优化数据收集方式，减少无关因素的影

响。无论是使用何种人工智能程序或算法，都需

要以原始数据为基础，有了原始数据，才有分析

处理的条件。目前基于人工智能的心理健康监测

与评价系统或方案，都会使用一定的仪器来采集

监测对象的生理和心理数据。这一过程大多要求

监测对象面对镜头或佩戴智能化穿戴设备，一般

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如果监测对象自

己摘掉设备，或心情有波动，抑或是外在环境比

较嘈杂、混乱，都可能使采集到的数据有所偏差，

最终影响结果。这一现象在进行大规模施测，尤

其是对中小学生进行施测时，尤为普遍。因此，

监测人员需要提前安排好被测人数、环境、流程

等，设计合适的方案，保证在施测过程中使监测

对象处于安静、自然的环境中，减少其他无关因

素的影响。

二是加强智能化与传统化检测的配合，提高

筛查效率。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

评价体系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心理筛查与评估的

时效性，但其结果与传统问卷检测结果一样，都

不能直接作为诊断结果，只能为检测人员提供更

加全面的参考。因此，虽然智能化心理检测设备

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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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的

客观性与准确率，但在现阶段仍需要与问卷施测

相互配合、相互印证。因为问卷施测可以提供被

试在当前心理状态中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程

度，可以让后续的干预更有方向。所以，两者结

合，既可以快速高效地确定被测对象的问题类型

与程度，还可以确定具体问题的方向和维度，从

而提高筛查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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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 Mental Health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ng Hongwei，Wang Cuifang，Li Gang，Dong Yu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vided a new idea for objective and efficient 

psych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but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s still subject to many limitations. Therefore，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brand-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ed student mental health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that is，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llect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multiple ways，and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to evaluate mental heal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ntal health monitoring from static monitoring to dynamic manag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from subjective evaluation to big data algorithms can make 

up for the subjective and inefficient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ental health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s and promote educational practice.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big data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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