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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大学生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其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

出，面临着学业、就业、人际关系等多重压力，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构建一

个科学、系统、有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作为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与完善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维护校园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综

述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构建的现状，并探讨其对未来心理健康服务的潜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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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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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college students, 
as an important group of society, hav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facing multiple pressures such 
as study, employ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hich ma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effective mental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maintaining campus stabi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and explore its potential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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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大学

生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其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面临着学业、就业、人际关系等多重压力，这些因素

都可能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构建一个

科学、系统、有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显得尤

为重要。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的构建，旨在通过

科技手段，实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

评估与干预。该系统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

的心理问题，为大学生提供及时的心理健康帮助，也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推动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本系统的构建，将充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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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国内外先进的实际情况及指标体系。通过本系统

的能够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希望本系统

的建设能够为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创新和

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2 研究背景 
2.1 国内研究 
基于当前心理问题现状，国家也逐步重视心理

健康问题的研究，使得大学生心理研究的迅速发展。

以下是我国对于大学生心理监测方面的一部分研究，

包含较早的纯问卷方式到近几年的信息技术方式的

变革，也表现出我国在大学生心理研究方面的潜力

相当丰厚。例如，早在 2004 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国

大学生心理健康相关评定量表。并就此表构建大学

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有文献指出[1]，通过监测在校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结合当时大学生在校的实际

情况，提出了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自评量表，具有一

定的可信度。而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

展，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监测可以不再完全依赖于

人工心理咨询与心理诊断，而可以使用采集学生心

理数据，并依此使用大数据来实现实时监测和评估，

这种自动化的大数据心理数据监测分析方式更有利

于大学生心理干预体系的形成。 
以下阐述关于监测系统的国内前沿的研究方式，

大多以我国人口基数大、可研究方向多的基本现状

入手，效仿国外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

分析和研究，因数据量较大，此类研究大多以团队的

方式进行多学科、多技术的复合式研究出现。现已有

高校建立心理危机监测团队，基于创新性的心理评

估系统对大学生心理专业测评和动态监控系统[2]，

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全面精准评估和实时心理动态跟

踪，并记录在案。尤其对一些潜在心理问题学生，如

家中突发事件学生、有心理疾病史学生等等，心理监

测务必做到“点对点”、“单对单”的细致监测方式。朱

丽[3]等提出了一种脑电波情感分类模型，该模型结

合了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双向长短时记忆（Bi－
LSTM）网络，使用 Bi－LSTM 提取时间特征，并将

融合后的空间和时间特征输入 Softmax 分类器，以

得到最终的分类结果。2014 年李鹏宇对比了有无抑

郁倾向这两类用户在语言、行为等方面的差异；确认

了关键词词频、表情符号频率为分类识别的重要特

征，构建了深度信念网络（Deep Belief Network, 

DBN）、BP 神经网络（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三

种分类器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最优的分类器模型
[4]。近年来，随着新兴电子信息技术的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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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基于人工智能的学生

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5]。 
目前高校的心理监测机制已较几年前有较大提

升，新的技术的运用和实际相结合，使得监测机制趋

于完善。但在实际普及方面仍有不少空缺，许多高校

因技术、人员和财政等种种困难因素未将监测机制

落实到位，是我们国内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机制构

建的一大问题。 
2.2 国外研究 
国外相比国内要更早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在有关此类问题上也有大量的分析研究，并且在大

学生心理健康监测技术方面的发展较为成熟，使用

场景也更加灵活多变。本段举例说明了关于监测大

学生心理状态的主要外国技术，通常采用多个角度

的方式对学生心理状态进行监测和分析。例如，其中

一种监测系统可应用于大学校园教育管理、心理健

康支持和个人心理咨询等多个场景，可以通过在线

平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还可以利用移动应用监测

学生的情绪状态，通过心理测量模型观察学生情感

活动状态。除此之外，国外在生物传感器与心理反馈

等方面亦取得不小的成就。E. Garcia-Ceja[6]等人基于

多模态感知和机器学习的心理健康监测研究，对隐

私保护、数据安全、技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等方面提

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解决了心理信息隐私的问题。G. 
Xiong[7]等人基于能量模型的人群异常行为监测方

法研究，此模型的监测方法还可以应用于心理学研

究领域。较之中国，国外研究与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加丰富。同时，国外在此领域的

研究层次更多，可以通过大学生各层面展开探索，例

如，对于学生的生活起居方面，或者对不同学生的不

同能力等进行研究。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应用适宜

的应对方式。英国学者[8]指出，要想化解大学生的心

理问题，需以其生活环境与学习为出发点。

Eisenberg[9]等人应用线上调研的方式，对美国二十多

所院校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既需对在校大学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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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教育制定合理策略、确立有效的模式，还需引

起学生的重视。一部分案例指出，学生出现心理障碍

主要原因是其自身没有重视心理治疗，并非社会层

面的原因。从心理健康干预模式这一层面来看，

Mailey[10]等通过探索与实验发现，通过网络进行推

广与宣传并进一步强化运动锻炼，这是解决在校大

学生抑郁与焦虑问题的可靠方式。Rodrigo 提出了

一个可扩展的社会媒体数据实时处理平台，以此监

控社交媒体用户并预测到抑郁症的早期迹象[11]。但

是，国外研究中，缺少更加直白的方式面对面地对被

监测者进行有效沟通，也缺乏对当前社会的焦点问

题进行仔细分析与纠错，这是大学生心理研究的通

病。 
2.3 国内外研究的对比 
研究者们通常应用特征工程、情感分析和深度

学习等技术[12]，从社交媒体平台中收集和分析用户

的言论、行为和情感，以预测和评估心理问题的风险

和发展趋势，这些心理问题包括焦虑、抑郁等。 
从已有资料上看，国内研究更注重于使用较为

传统的量表、问答形式，在近些年引入了大数据和

AI 的形式，让数据得以更好的排列计算，从而得出

较为主观的结论。而且国内的研究方向较窄，更倾向

于针对某一特定的环境来进行研究分析。国外的研

究则相对客观，使用用了大量的生物传感装置，使研

究不局限于个人的口述与主观判断，而是利用仪器

进行一部分的数据收集。国外的量表针对面较广，主

要体现在可以在除校园课堂外的场景进行数据的收

集，这样的优点在于可以更好的进行数据收集，从而

达到更好的分析结果，使之可以较好的切合研究目

标。国内的研究优点在于使用成本较低，比较适用于

我国人口大国的国情，使用传统的人工并结合大数

据加以分析可以在使用较低成本的前提下做到能对

大量样本进行分析的成果，这是在实际条件下激发

的结果。国内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的传统性凸

显的另一个原因是起步时间晚，所得出的大部分量

表是在吸取国外量表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

制成，因此从表面上看实际是要落后与国际部分的。

需要国内的研究团队进一步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完

善研究。 
3 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构建架构 
3.1 系统设计 

技术架构设计：本研究采用了 React 框架为前端

展示构建用户界面，利用其组件化特性提高用户界

面的响应性和可维护性。后端服务则选用了 Node.js，
结合 Express 框架，以实现高效、稳定的 API 服务。

数据库方面，我们采用了 MySQL 作为关系型数据

库，因其成熟的社区支持和广泛的应用基础，能够满

足系统对数据存储和查询的需求。 
3.2 功能模块设计 
心理测试模块：提供标准化的心理测试问卷，如

焦虑、抑郁、压力等量表，支持利用自然语言处理

（NLP）和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学生在社交媒体、论

坛等平台的发言，识别异常情绪。预警机制模块监测

数据，设置预警阈值，一旦触发预警，系统自动通知

相关人员（如辅导员、心理咨询师）。咨询预约模块：

提供在线咨询预约功能，方便学生根据自身需求选

择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和时间。数据分析与报告模块：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 
3.3 系统实现 
开发环境搭建：选择合适的开发语言、框架和工

具，搭建开发环境。编码实现：按照设计方案进行编

码实现，确保各个模块的功能正常。测试与优化：进

行系统测试，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和用户验收性

能。将系统部署到服务器或云平台上，确保系统稳定

运行。用户培训：对辅导员、心理咨询师等系统使用

人员进行培训，确保他们能够熟练操作系统。运维管

理：制定运维管理制度，定期监控系统运行状态，及

时处理异常情况。 
3.4 持续改进 
反馈收集：通过问卷调查、用户访谈等方式收集

用户反馈，了解系统使用情况和改进需求。功能迭

代：根据用户反馈和新技术发展，不断迭代系统功

能，提升用户体验和系统性能。 
4 结语 
随着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

构建一个科学、全面、有效的监测系统显得尤为重

要。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对于大学生心

理健康系统构建领域已涌现出了一系列实证分析和

技术创新。尽管本研究提出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

系统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但在实际部署

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包括技术适配、用户接受度、数据

隐私保护等多方面的挑战。例如，不同高校的 IT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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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存在差异，系统需要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和

兼容性以适应不同环境。此外，学生的隐私保护是系

统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我们必须确保所有收集和

分析的数据都符合最新的数据保护法规。针对现有

研究，本系统尝试通过集成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如

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来提高心理健康评估的

准确性和效率，这在现有文献中尚未广泛探讨。然

而，这些技术的集成也可能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如算

法偏见和决策透明度，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高校在创建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时首先需

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从而有效预防心理危机的发

生。其次，需要注重系统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系统应基于科学的心理健康评估理论和工具，确

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系统应紧密结

合高校实际情况和学生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健

康服务。以便于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心理健康监测

工作。再者，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的构建学校还

应加强与家长、社会的沟通和合作，形成家校共育、

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此外，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关

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为高校提供必要的系统的

构建设施。随着科技和心理健康理论的不断更新，高

校还应将不断优化监测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提高监

测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还应将积极探索新的监测

手段和方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以

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的实效性。大学生

心理健康监测系统的构建是保障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重要措施之一。高校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此心理健

康监测系统，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心

理健康服务，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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