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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ogistic 模型的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评估系统设计

陈婷婷  陈艳君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9）

摘  要：为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基于 Logistic 模型设计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评估系统。首先，使用数据库服务器

优化系统硬件框架，设计评估系统的软件模型；其次，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的评估指标体系，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参数；最后，

基于 Logistic 算法建立综合评估模型，使用模糊评估方法对建立的评估模型进行多层次优化。实验结果表明，设计的系统

在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过程中，能将计算过程中的误差控制在 2% 以内，对于心理健康状态评估结果的等级评定也与专

家结果基本相同，能够保证学生心理健康评估结果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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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tudent Mental Health Status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Logi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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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tatus, an assessment system for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tatus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Logistic model. Firstly, using database server to optimize the system hardware framework, design the software model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Secondly,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determine the weight parameters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Finally,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Logistic algorithm, and the fuzzy evaluation method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established evaluation model at multiple level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ed system can control the error in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within 2% in the process of evaluating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ating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expert results, which can ensure the accuracy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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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关乎着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后期

的工作状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能够给学生反馈积极的身

体状态，一旦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对于学生的身体健康状态、

社会适应状态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1]。当前社会飞速发展，学

生也在遭受着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不论学生的年龄大小，

都会有部分学生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2-4]。社会各界对于学

生的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学生心理健康

状态评估系统。传统的评估系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对于学

生心理健康状态的评估存在局限性，导致得出的评估结果不

够准确，容易出现对学生心理健康特殊问题的误判情况 [5]。

本文利用 Logistic 模型设计了新的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评估 
系统。

1  优化评估系统的硬件框架

本文设计的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评估系统中，能够实现对

学生心理健康数据的收集、存储，建立相应的心理健康档案。

通过分析学生以及教师的需求，确定了系统的功能需求，系统

的功能需求模型如图 1 所示。

如图 1 所示，本文设计的系统需要针对 3 种不同的身份

需求，建立相应的功能模块。为了满足上述功能的需要，实现

对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的建立以及后续相关操作，本文为系统硬

件增加数据库服务器，以保证系统的数据处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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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的功能需求模型图

2  设计评估系统的软件模型

2.1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的评估指标体系

要实现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首先需要分析影

响其心理健康的各项因素，进而建立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 [6]。

根据相关教育部门的调查报告以及社会调查结果反馈，本文

使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学生心理健康的评估指标，选出具有

代表性的评估指标，建立的心理健康状态评估指标体如图 2 
所示。

学生心理健康评估指标体系

社会 家庭 校园 个人

对新媒体
的态度

对社会风
气的看法

对社会的价
值观理解

家庭条件

教育方式

对家庭的态
度

学习成绩

活动参加
情况

时间分配情
况

交际情况

性格取向

身体状态

图 2  心理健康状态评估指标体系

如图 2 所示，本文设计的系统中，将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

评估指标分为两个层级，但由于各个指标的影响程度不同，因

此需要确定指标的权重，以保证评估过程中的判定边界清晰。

假设判断矩阵为 A，为了简化计算步骤，将其进行正规化

处理，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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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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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矩阵中的每一列元素的参数和；aij 表示

矩阵中的每一个元素参数；i、j 和 n 表示不为零的整数，满足 
i, j=1,2,3,…,n。根据式（1）得到的每一列的 αij 均满足 αij=1。

将正规化处理后的 A，以行为例，求出相应的元素参数和

βi，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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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对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评估指标向量 εi 来说，

其相应的正规化处理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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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3）可以求出相应的权重向量。在此基础上就能

够计算出其中的最大特征参数值，以此对各个评估指标进行排

序，以区分相应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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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χmax 表示矩阵的特征最大参数值；(Aε)i 表示在 Aε
中第 i 次时相应的参数值；n 表示计算的阶数参数值，且满足

0n > 。

根据式（1）～式（4）求出指标体系中各层次和要素的

权重值参数，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评估指标权重体系，为

后续建立评估模型打下基础。

2.2 基于 Logistic 算法建立综合评估模型

在确定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评估指标体系后，本文基

于 Logistic 算法建立相应的综合评估模型。假设存在某一因变 
量 B，其内部的取值可用集合 Q 表示，且满足 Q={0,1,2,…,q-1}。 
如果以 B=0 作为参照，能够计算出变量 B 的条件概率参数，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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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c0+c1*x1+c2*x2+…cn*xn，且其中的 c={c0,c1,c2,…,cn}， 
表示回归系数参数值；x={x1,x2,…,xn} 表示不同的评估指标参

数值。

在此基础上，可以计算出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回归模型，

计算公式为

  (x)k k 0 k1 1 kt ktg = +β β x + + β x  （6）
式中：k=(0,1,2,…,n)，且 t=(1,2,3,…,n)；βk0 ～ βkt 表示事

件发生的不确定的参数变化数值。

根据式（5）～式（6）可以建立心理健康的综合评估模型，

以掌握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

2.3 系统评估模型的多层次模糊优化

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测试的过程中，问题与相应的

回答结果具有模糊性。为了提高系统对这种问题的识别率，在

建立上述的估模型后，使用模糊评估方法对系统的评估模型进

行优化 [7]。优化流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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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评估模型模糊优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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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评判的因素集合，假设该集合为 R，表示多个

分组 R=(R1,R2,…,Rn)，其中 n 表示非零的正整数，每个 Rn 表示

不同的评价指标。

其次，本文设计的系统中，选用适当的评价集合将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等级划分，根据专家评价计算定性因素

的评判矩阵 [8-10]。假设对于某一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价因素

Ri 来说，其结果为模糊子集 Ti，建立相应的评判小组，组员为

专家，人数设定为 e，对于因素 Ri 来说，若结果评定等级为 A
的专家数量为 ei，那么对于模糊子集 Ti 来说，其计算公式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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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基于上述计算方法，能够实现对于模糊问题的模型优化，

提高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精确度。

3  实验分析

为了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度，在 Logistic 模型的基础上设

计了新评估系统。为了验证本文设计系统在提高评估精确度方

面的优异性能，进行对比分析。

3.1 实验准备

以某专业的数据作为测试样本，输入系统数据库，建立

相应的心理健康评估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 得分 指标层 权重分值

G 0.887 4

A1 0.957 2

A2 0.875 3

A3 0.723 2

A4 0.843 5

A5 0.771 7

A6 0.843 6

基于上述评估指标体系，本文设计了新的线上测试题库，

并建立相应的评估结果信息表，用于存储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为保证实验的严谨性，分别使用本文设计系统以及传统系统进

行实验。

3.2 实验结果

根据上述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行实验，得到两种系统下该

专业二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评估数据，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本文设计的系统在测评计算方面的误

差极小，保持在 2% 以内，计算结果较为精准，且对于学生心

理健康状态的等级评定也与专家结果相同，能够保证评估结果

的准确性。
表 2  评估结果

心理健康等级
预测误差平方和 评估结果

本文系统 传统系统 本文系统 传统系统

A 0.012 1 0.034 1 A A

B 0.016 3 0.226 1 B A

C 0.001 1 0.002 1 C C

D 0.005 6 0.138 6 D E

E 0.004 4 0.011 9 E E

4  结语

为了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评估的准确性，本文基于

Logistic 模型设计了新的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评估系统。通过对

比实验，验证了该系统在测评计算方面的误差极小，且对于学

生心理健康状态的等级评定也与专家结果相同，能够保证评估

结果的精确性。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因受硬件限制，仍有部分

优化问题需要解决，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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