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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从行业协会网站上抓取的24个结构化案例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梳理理论在精神健康社

会工作案例中的应用场景，以及与实务的联结。研究发现，案例作者较多使用理性情绪疗法、危机介入

模式、社会支持网络、个案管理模式等通用理论，极少用到复元模式等针对性更强的理论。理论比较集

中地出现在案例背景分析、问题与需求评估，以及作为服务计划设计的依据，但是在服务实施过程、评

估与反思中较少出现。因此，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领域，需要：处理好通用理论与特定理论、本土理论

的关系；整合运用多种理论；重视评估理论运用的效果。另外，本文还讨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分

析中的应用场景与局限。 
 

关键词 

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理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文本分析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in 
Mental Health Social Work 
—A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Limitation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ext Analysis 

Jie Shen, Linghan S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Welfare,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Sep. 3rd, 2024; accepted: Oct. 9th, 2024; published: Oct. 23rd, 2024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24 structured case texts captured from industry association websites a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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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 employing text analysis methods to comb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ory in 
mental health social work cases and their connection to practice. The study finds that case authors 
frequently use general theories such as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Crisis Intervention 
Model,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Case Management Models, and rarely use more targeted theo-
ries like the Recovery Model. Theories are more concentrated in the background analysis of cases, 
problem and need assessment, and as the basis for service plan design, but appear less frequently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services, evaluation, and reflection. Therefore, in the field of men-
tal health social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and spe-
cific theories, and local theories; integrate and apply a variety of theori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ory application assessment.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limitation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ex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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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党的二十大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特别强调了“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社会工作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实务的指导作用，能够显著提升实务操作水平，确保服务对象接

受到“最具理论合理性与多样性的治疗”(高鉴国，2019)。然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在精神健康

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尚显滞后。当前，该领域的服务模式和理论视角相对单一，服务场域之间缺乏有效

整合(陈玲，刘泽伟，2021)。同时，实务领域中还存在着对理论的误读、误解、误用和滥用等问题(刘继

同，左芙蓉，胡清榆，2024)。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具备流畅对话、文本生成以及理解推理等能

力，这为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Kimi 作为该领域的代表，能够支持高达 20 万

汉字的输入，并且已经启动了 200 万字无损上下文内测，为快速文本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精神

健康社会工作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本文旨在分析理论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应用情况，

评估理论与实务的联结，并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场景与局限。 

2. 文献回顾 

2.1. 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领域的理论发展 

社会工作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涵盖了价值理念、抽象知识、干预模式和技巧等多个层次知识体

系(卫小将，2020)。近年来，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在精神健康领域的应用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强调将理论

与实务相结合，以更好地服务于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现有研究主要围绕适合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理论，

以及如何更好地将理论应用于实务操作等方面展开。 
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阿道夫·梅耶的“心理生物学”

理论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王春霞，2021)。在国外，20 世纪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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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心理社会问题，临床工作者整理出如心理社会评估、行为矫正、认知行为治疗、动机

访谈、危机干预、系统理论和各种家庭治疗模式等多种治疗技术(Goldstein, 1980)；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

工作者又吸纳了疾病的社会生产和生态社会这两个理论(Barbour, 1984)。在我国，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

“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逐步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主动式社区治疗模式、

精神康复会所模式和照顾者资源中心模式等多样化的实务发展模式(王志中，杨晓东，2019)。 
近年来学者们也尝试将不同的社会工作理论应用于精神健康领域，并探讨其适用性。例如，Saleebey

探讨了优势视角在其中的应用，认为优势视角有助于增强服务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和恢复力，从而改善其

心理健康状况(Saleebey, 2008)；曹震和姚蕊的重点放在生态系统理论上，他们认为应该将患者置于其所处

的社会环境中去理解(曹震，2021)，并提倡从微观、中观、宏观系统进行多层次介入(姚蕊，2020)；王媛

媛关注到了服务对象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提出可以通过改变服务对象的非理性认知和行为

模式来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王媛媛，2016)；丁冰玥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强调人在情境中，通过自我支

持、家庭支持、社区支持三方面帮助服务对象(丁冰玥，2018)；刘雅倩从复元视角出发，探讨了提升轻度

精神障碍患者自我接纳的途径，认为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患者能够逐步建立自信、增强自我认同感，

进而提高生活质量(刘雅倩，2021)；范佳芮的研究则表明，基于复元模式的社会工作介入强调患者的主体

性和自我恢复能力，能够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技能训练等多方面的帮助，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范佳芮，

2021)。 

2.2. 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2.2.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概念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通过应用复杂的算法、模型和规则，从大量数

据中学习并创造原创内容，展现出超越传统数据处理的先进能力。这项技术能够创造文本、图片、声音、

视频和代码等多种类型的内容，全面超越了传统软件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2.2.2.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日益广泛。GAI 通过模

拟人类的语言生成能力，能够在文本纠错、文本处理、数据分析、文本挖掘和辅助编码(贾积有，王光迪，

2023)等方面发挥作用。王冲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 B 站 ChatGPT 话题弹幕文本进行了情感分

析；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成功提取了弹幕文本中的情感倾向，为社交媒体舆情监测提供了有力支持(王冲，

张雅君，王娟，2024)。这表明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情感分析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朱禹等则基于 AIGC
事故报道文本的内容分析，构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行动框架(朱禹等，2023)。在该研究中，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被用于从大量文本数据中提取关键主题，为政策制定和危机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生成式人

工智能在文本分析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也存在逻辑错误(陈升等，2024)、数据泄露和滥用(徐伟，何野，

2024)、限制思维等问题。 

3. 研究方法 

3.1. 案例抓取与筛选 

笔者利用 ChatahGPT-4 编写 Python 程序，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官网，抓取了“案例研究”栏目的

所有近 800 个案例，并从中筛选出 24 个服务对象涉及精神病人的的案例，研究资料真实可靠。各案例撰

写格式较为统一，内容主要包括“案例背景”、“理论基础”、“服务计划”、“服务实施过程”等，能

够较好地契合本研究的要求与设计。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0720


沈洁，孙凌寒 
 

 

DOI: 10.12677/ap.2024.1410720 233 心理学进展 
 

3.2. 文本分析和工具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即通过编码、分类等方式，将文字或非定量的文献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定

量的数据，使质的内容变得可测量和可计算。本文使用 ATLAS.ti 软件 23.4 版本，对 24 个案例文本进行

编码和分析，该方法能够直接获取关于理论出现频次、理论运用场景、理论的广度等信息。针对理论应

用的成效评估，由于难以从文献中直接获取定量化的数据，研究者采取了一种深入的文本分析方法。这

种方法涉及对文本资料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反复的阐释，以便于从文本中归纳和提炼出关键信息。同时，

笔者与专业老师对案例文本进行的人工编码结果进行了比较，并就差异之处进行了深入讨论。 

4. 研究发现 

4.1. 理论在案例中的运用情况 

Table 1. The number of theories applied in each case 
表 1. 各案例所运用的理论数量 

案例 理论数量 

D1 3 (理性情绪疗法、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朋辈支持理论) 

D2 1 (积极心理治疗) 

D3 3 (ABC 理性情绪疗法、社会支持理论、危机介入) 

D4 2 (三师联动模式、社会支持理论) 

D5 1 (家庭抗逆力) 

D6 2 (危机介入、社会支持理论) 

D7 2 (复元理论、朋辈支持理论) 

D8 1 (个案服务模式) 

D9 3 (理性情绪疗法、ABC 理性情绪疗法、增能理论) 

D10 4 (个案管理模式、认知行为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增能理论) 

D11 4 (认知行为理论、妇女赋能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危机介入) 

D12 3 (认知行为理论、家庭系统理论、优势视角理论) 

D13 0 

D14 4 (个案管理模式、理性情绪疗法、正常化理论、ABC 理性情绪疗法) 

D15 2 (个案管理模式、理性情绪疗法) 

D16 1 (复元理论) 

D17 1 (“EPS 社工介入”模式) 

D18 1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D19 1 (生态系统理论、“CARES 关怀”模式) 

D20 2 (个案管理模式、社会支持理论) 

D21 2 (社会支持理论和增能理论) 

D22 1 (危机介入) 

D23 1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D24 1 (理性情绪疗法) 

注：D1~D24 代指 24 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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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24 个案例中有 23 个案例运用了理论。其中，13 个案例运用到多个案例。例如，案例 1
“多理论介入精神服务对象家庭服务”运用了理性情绪疗法、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和朋辈支持理论；案

例 3“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的相互照亮——多方联动机制下的危机介入个案”运用了 ABC 理性情绪

疗法、社会支持理论和危机介入；案例 21“如花一样的灿烂人生——手工兴趣小组”运用了社会支持理

论和增能理论等(详见表 1)。 
根据理论与实务联结程度，笔者将上述理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比较通用的理论，例如生态系统理

论、社会支持理论、认知行为理论等；第二类是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有比较直接的联结，例如复元

理论；第三类是直接指导实务的服务模式，例如 CARES 关怀模式、三师联动模式等。 
根据表 2，以理论在案例中运用的频次来看，社会支持理论最多，运用在 7 个案例中；理性情绪疗法

和危机介入次之，分别运用在 5 个和 4 个案例中；正常化理论、家庭抗逆力、生态系统理论、个案服务

模式、互动性小组模式等出现的频次最少，只出现在单个案例中。不同理论的运用频次不同，以及部分

案例运用多个理论，反映了理论的多样性和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对不同理论的需求和偏好，以及不

同理论在特定情境下的适用性。 
 

Table 2.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frequency 
表 2. 理论运用频次 

 出现案例 运用频次 

复原理论 2 (D7、D14) 11 

理性情绪疗法 5 (D1、D9、D14、D15、D24) 18 

认知行为理论 3 (D10、D11、D12) 14 

正常化理论 1 (D14) 1 

ABC 理性情绪疗法 3 (D3、D9、D14) 4 

妇女赋能理论 1 (D11) 5 

积极心理治疗 1 (D2) 7 

家庭抗逆力 1 (D5) 1 

家庭系统理论 1 (D12) 4 

结构式家庭理论 1 (D1) 6 

朋辈支持理论 2 (D1、D7) 11 

社会支持理论 7 (D3、D4、D6、D10、D11、D20、D21) 29 

生态系统理论 1 (D19) 1 

危机介入 4 (D3、D6、D11、D22) 18 

优势视角 1 (D12) 2 

增能理论 3 (D9、D10、D21) 12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2 (D18、D23) 11 

CARES 关怀模式 1 (D19) 4 

EPS 社工介入模式 1 (D17) 5 

个案服务模式 1 (D8) 1 

个案管理模式 4 (D10、D14、D15、D20) 6 

互动小组模式 1 (D7) 1 

三师联动模式 1 (D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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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理论被广泛运用，可能是因为它适用于多种精神健康问题和情境，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持和

干预策略。服务对象往往因自身精神障碍而遭受家庭、社会的歧视，或因长期的药物副作用和久居家中

的状态，使其社交圈子窄化、缺乏社会交往。而社会支持理论以及朋辈支持理论能够帮助服务对象重构

社会支持。理性情绪疗法和危机介入理论的频次较高，可能表明这些理论在处理特定的精神健康问题时

特别有效，比如情绪调节和紧急情况的处理。服务对象患有精神障碍，容易出现非理性情绪以及产生危

机。理性情绪疗法可以帮助服务对象改变非理性信念，危机介入可以及时地干预服务对象。 

4.2. 理论在案例中的运用场景 

综合 24 个案例来看，案例作者通常以“标题”“背景”“理论基础”“问题分析”等结构进行撰写，

根据这些结构进行编码，可以看到理论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案例文本中呈现出特定的分布模式(见表 3)。 
 
Table 3.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表 3. 理论运用场景 

 标题 背景 理论 
基础 

问题 
分析 

需求 
分析 

服务 
计划 目标 实施 

过程 评估 总结 反思 督导 

社会支持理论   4 2 3 4 3 7 5  1  

理性情绪疗法 1  4 1  3 2 6   1  

危机介入 3  2 3  2 2 4 2    

认知行为理论   3 1 1  3 3 3    

增能理论 1  3 1  1 1 3 2    

复元理论 1  1 1 1 1 2 2 1  1  

朋辈支持理论 2  2  1 1 2 2 1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1  1 1  1 2 2 1  2 1 

积极心理治疗   1 1   1 1 1 2   

结构式家庭理论 1  1   1 1 1 1    

个案管理模式 3        1    

妇女增能理论   1 1   1 1 1    

EPS 社工介入模式 1     1  1   1  

ABC 理性情绪疗法   2   2       

家庭系统理论   1    1 1 1    

CARES 关怀模式 1  1     1  1 1  

优势视角   1      1    

三师联动模式        1     

正常化理论   1          

家庭抗逆力   1          

生态系统理论   1          

个案服务模式         1    

互动小组模式      1       

总计 15 0 31 12 6 18 21 36 22 3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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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在“标题”和“理论基础”部分，理论的运用较为集中，这表明社会工作者在定义服务的

方向和构建理论框架时，倾向于明确指出理论的指导作用。然而，在“背景”、“总结”和“反思”部

分，理论的运用显得较为薄弱，这可能说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者在实务操作中对理论整合的程度较低。 
在“问题分析”和“需求分析”环节，理论的运用频次相对较高，这反映了案例写作者在评估服务对

象的具体需求时，依靠理论来识别问题和确定干预的焦点。例如，案例 9 的问题分析，以增能理论识别

服务对象“缺乏独立能力”“自信心不足”的问题。 
在“服务计划”和“实施过程”环节，理论的运用同样显得重要。一个精心设计的理论基础可以指导

社会工作者制定具体的干预策略，并在实施过程中提供持续的指导。例如，在案例 14 中，理性情绪疗法在

干预策略和服务计划中被用来设定改变非理性信念的目标，而在实施过程中则通过具体引导来实现目标。 
在“评估”和“反思”环节理论的运用不如其他环节频繁，但这两部分对于确保服务质量和持续改

进至关重要。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框架，帮助社会工作者评估干预的效果，并在服务结束后进行深入的反

思。这种反思不仅关注服务的结果，也关注理论应用的过程和可能的局限性。 

4.3. 理论与实务的联结 

经过分析，笔者发现理论与实务的联结，主要体现在：“说明必要性”、“说明服务对象情况”、

“说明运用场景”、“说明主要观点”和“指导实务”。从表 4 可以看出，案例作者倾向于强调理论的

主要观点，而较少深入探讨理论选择的必要性，以及理论在具体实务场景中的应用。这种倾向可能会限

制理论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的深度整合和应用效果，具体情况如下。 
 

Table 4.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表 4. 理论与实务的联结 

 说明必要性 说明服务对象状况 说明运用场景 说明主要观点 指导实务 

理论 6 11 4 27 11 

 
其一，说明理论指向服务的必要性。案例 3 中，案例作者在介绍完危机介入理论后，写道：“本案

中，案主患有精神疾病需要照顾，案主前夫的拒绝与其有联系使得案主发生了情境危机，案主还缺少了

照顾者和监护人，处于失措、无助、绝望的状态中，且很容易幻想，发生自我伤害的事件，需要及时介入

处理危机。”案例作者用危机介入理论作为框架，描述了服务对象的情况，并论证了危机介入的必要性。 
其二，“说明服务对象状况”和“说明运用场景”。案例 14 中提到“在该案例中，案主的行为和情

绪受到案主部分不合理信念和认知的影响，因此需要改善案主的情绪和行为，需要首先改变其不合理的

认识和信念。”上述引文的前半部分运用理性情绪疗法的框架，说明服务对象的状况；后半部分则说明

运用场景是改变不合理的认识和信念，也就是干预的主要策略。 
其三，“指导实务”。以案例 3 为例，“在本案中，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支持理论的指导下，为案主

提供社会支持，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正式支持来自政府、派出所、医院、社会工作者等，非正

式的支持主要指案主家庭、亲戚的支持。”案例作者运用社会支持理论，确定服务涉及到的两类社会资

源及其具体要素。 

5. 讨论 

5.1. 处理好通用理论与特定理论、本土理论的关系 

根据表 1 不难看出，案例作者倾向于使用社会支持理论、理性情绪疗法、危机介入模式、个案管理

模式等通用理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较低的应用门槛。然而，这种偏好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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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对特定情境下更为有效的理论的忽视。 
情境适用性要求社会工作者在选择理论时，不仅要考虑理论的普遍性，还要考虑其在特定情境下的

适用性。例如，复元模式作为一种针对性较强的理论，虽然使用较少，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更为有效。

而“三师联动”模式则反映了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可能更贴近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背景或

服务场景。 

5.2. 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整合运用多种理论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逐步取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并被广泛接受，传统精神病学和心理

学在治疗精神障碍时，仅关注患者个体而忽略其社会环境的方法，其局限性逐渐显现。这种单一的视角

未能全面考虑影响精神健康的多方面因素，导致治疗方法可能不够全面和有效。心理学、社会工作一些

相关实务理论也逐渐在精神健康领域得以应用。 
以案例 1“多理论介入精神服务对象家庭服务”为例，案例写作者在理论基础部分表明三个理论，分

别说明理论主要观点；在目标部分与理论一一对应： 
“目标 1：帮助服务对象认识非理性情绪……；2：通过运用朋辈支持理论促使服务对象在朋辈支持

员的陪伴……；3：帮助服务对象及妻子掌握家庭照顾的知识和技巧，提升家庭照顾能力……”。 
在服务计划部分，第一步、第三步体现理性情绪疗法，第二步体现朋辈支持理论，第四步体现结构

式家庭治疗；在服务实施过程中，大篇幅涉及理性情绪疗法，较少描绘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具体运用以及

以“朋辈支持员”一笔带过朋辈支持理论，再评估部分涉及理性情绪疗法和结构式家庭治疗。 
正如 Sheldon 和 Macdonald 所强调的，社会工作者应掌握多种理论和方法，以灵活应对不同服务对

象的需求和问题(Sheldon & Macdonald, 2008)。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理论，社会工作者能够制定更具针对性

和有效性的干预措施，提高服务对象的心理健康水平。 

5.3. 评估理论运用的效果 

正如前文所述，理论较多出现在案例的标题、理论基础、服务计划及策略、分析预估(包括问题分析

和需求分析)以及评估，较少出现在背景、总结和反思部分。进一步分析发现，理论在服务实施过程环节，

往往只是在“介入阶段”中以一种小标题的形式出现，且对理论的运用不能贯彻整个服务过程；在评估

部分出现的理论，大部分也只是照搬目标设定，对服务的评估简单认同为目标是否达成，而非按照理论

框架去仔细评估整个服务；在反思部分，只有极少数案例提及理论在服务中的运用，多为反思社工自身

心境，而很少体现服务对象本身。社会工作者应依据理论框架对服务进行细致的评估，而不仅仅是对照

目标是否达成。这意味着要评估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和原则是否得到了有效实施，以及这些实施是否对服

务对象产生了预期的影响。 
因此，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践者和教育者应该：加强对理论多样性的认识和训练，提高选择和应用

理论的能力；促进跨学科合作，共同发展和实施多理论整合的干预方案。 

6.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用场景和局限 

笔者在研究中广泛运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Kimi。现就以本研究为例，简要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

本分析中的应用场景和局限。 

6.1. 应用场景 

6.1.1. 文本搜集和分析 
Kimi 能够帮助笔者在众多文献库中快速查找到需要的文献并快速整理其核心。能够处理长达 2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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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文本，无论是单次输入还是多轮对话的累积，能够快速消化 24 个案例文本，为笔者提供了一个高效

的文本分析工具。 

6.1.2. 自动化分类与总结 
Kimi 的应用使得跨案例的比较和总结变得更加自动化和系统化，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效率和准确性。

如案例 7 和案例 16 均运用了复元理论，笔者要求 Kimi 对二者进行对比，Kimi 快速得出“……综上所述，

两个案例虽然都基于复元理论，但在服务介入的侧重点、实施阶段、对象角色定位、服务目标的具体性

以及服务方法的应用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复元理论在不同服务场景下的应用多样性和灵活性。” 

6.1.3. 模式识别 
笔者询问 Kimi“怎么判断案例中理论应用的广度与深度？”时，Kimi 通过识别文本中的模式和趋势，

提供了“理论覆盖的范围、理论的多维度应用、理论的深度解析、理论的个性化、理论的调整综合应用、

理论的创新性使用、理论的实证基础、理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理论的长期影响、理论的跨文化和普遍

性、专业实践者的反馈、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和参与度理论的可持续性”13 个角度，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和洞见。 

6.2. 局限 

6.2.1. 语义理解的限制 
尽管 Kimi 在文本分析方面具有优势，但其对语义的深层次理解仍然有限。一方面，不同的提示词可

能出现不同的分析结果。例如，询问 Kimi“帮我根据表格写一段每个理论出现频次以及应用场景(即表格

中的案例结构)，并写出运用最多的理论和出现最多的应用场景。”和“帮我根据表格写一段每个理论出

现频次以及应用场景(即表格中的案例结构)，并写出运用最多的理论和出现最多的应用场景。(表格内的

数字表示出现几次)”所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后者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这要求研究者在使用时需要具

备一定的指导和调整能力，以及对输出结果进行人工校正。另一方面，Kimi 的回答有时候也不够完整。

例如，询问 kimi24 个案例中所运用到的理论时，Kimi 遗漏了认知行为理论、优势视角正常化理论、家庭

抗逆力等。 

6.2.2. 文本质量的依赖性 
Kimi 的分析结果高度依赖于输入文本的质量和相关性。如果输入的数据存在偏差或不全面，可能会

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此外，用户个人询问时带有的情感色彩也会影响结果质量。例如，询问 Kimi“分

析一下该案例理论运用的效果”和“分析一下该案例理论运用的不足之处”时，后者带有更强烈的负面

情感色彩，而 Kimi 对前者的回答只涉及理论运用效果好的一面，后者则强调理论运用的不足之处。 

7. 总结 

基于前文的研究发现与讨论，笔者认为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对理论的应用还处

于比较初步的阶段。例如，较少运用复元等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领域的特定理论，很少在案例的反思部分

讨论理论的运用效果、适用性等比较深入的问题。因此，精神健康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应该努力根据服务

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和灵活运用多样化的理论框架，并在服务的全过程中保持理论指导的一致性。基

于在本研究中使用 Kimi 的经验，笔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分析方面有比较广泛的应用场景，主要

包括：文本搜集与分析、自动化分类与总结以及模式识别。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案例文本来源于行业协会网站，其代表性并没有经

过严格的验证。另外，本研究也缺乏对单个案例的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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