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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传统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方法的局限性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

发展，为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生心理健康

评估和干预中用到的多模态评估技术、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算法、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

分析了“北小六”人工智能心理服务机器人、AI倾诉师EmoGPT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Woebot聊天机器

人三个典型应用案例，讨论了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面临的信息安全和伦理问题、缺乏共情能力的问题及应

对措施，为将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实践与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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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as well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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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ve brought new development oppor-
tunit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multimodal assessment technology, machine learning and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s, virtual real-
ity (VR) and augmented reality (AR) technology used in the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analyzes the “Beixiaoliu” AI psychological service robot, AI confidant 
EmoGPT AI chatbot, and Woebot chatbot. Three typical application cases of “Beixiaoliu” AI psycho-
logical service robot, AI confidant EmoGPT AI chatbot and Woebot AI chatbot are analyzed, and in-
formation leakage, ethical issues, lack of empathy and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that may be faced i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are discussed as well as countermeasures, which will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ervi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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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2022 年教育部将“加强和改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实施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计划，做好科学识别、实时预警、专业咨询和妥善应对”作为年度工作要点

之一。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基石，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和后期治

疗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创新了心理健

康评估和干预的方法与模式。本文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中的技术分析、应用

现状、存在问题、应对措施这几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

帮助。 

2. 人工智能应用的现实需求 

2.1. 传统心理问卷评估方法的局限性 

问卷统计评估是最常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筛查方法。该方法虽然简单便捷，但也存在一定的缺

陷，要求填写者对于问卷题目具有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并对自身近期的心理状况具有良好的自我觉察

和自主判断的能力。此外，心理测评问卷的统计结果容易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即问卷填写者可能

会出于对心理问题的羞耻感或为了迎合他人或社会对自我的发展要求，而在问卷填写时有意地谎报或隐

瞒。其后果是高校心理教师无法对可能存在潜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及时的干预和有效的心理疏导。 
其次，问卷工具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高校常用的学生心理问题筛查问卷工具有症状自评量

表(SCL-90)、宗氏焦虑自评量表(SAS)等，这些问卷都是针对具有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少数学生而言

的，而对于具有其他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如社交恐惧症、双相情感障碍的学生则适用性不强。因此，传

统心理问卷统计评估方法存在一定的“盲区”，难以个性化和全方位地满足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需求。 

2.2. 传统心理健康干预模式的不足 

进行心理干预有多种方法，但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对于大学生而言，倘若其遇到了心理问题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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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一般有三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一是去所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寻求老师的帮助；

二是到当地医院的心理门诊找心理医师；三是求助于市面上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相关平台或机构。然而，

这些方法都存在着各自的缺陷。 
第一条路径，国内高校心理健康教师的师资配备方面存在着心理健康教师师资力量薄弱、专业教师

数量不足的情况。即心理健康专职教师数量少，由其他非心理专业的教师兼职。心理教师队伍的专业性

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对学生进行心理评估、咨询和治疗结果的准确性，也影响着大学生心理

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第二条路径，去医院的心理门诊就医则存在着权威医院专家号源紧张、挂号难、

预约等候时间长的问题，在等待治疗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剧患者焦虑紧张的不良情绪，导致心理疾病症状

加重，甚至诱发并发症。第三条路径，市面上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机构往往价格昂贵，治疗成本高，并且

机构里心理咨询师的资质也有待考究。因此，传统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干预模式往往受到时间、地点、人

力资源和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大大影响着心理干预的时效性。 

3.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分析 

人工智能一词最初是由计算机科学家 John McCarthy 创造的，他将其定义为“制造智能机器的科学和

工程”(Graham et al., 2019)。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个人 AI 助手也应运而生。人工智能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为创新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模式，提高

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水平带来了新的契机。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中可以应用到的技术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应用技术分析 

3.1.1. 多模态评估技术 
近年来，科技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智能电子设备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记录了个体海量的日常

行为数据，包括应用软件的使用、打电话、发短信、听音乐、位置移动(基于 GPS)、蓝牙连接、键盘、相

机、屏幕使用等多模态数据。尽管当前的多模态数据建模方法还比较单一，但相对于传统心理问题统计

采集的单一数据而言，仍然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心理健康评估结果(任萍等，2022)。 
基于被试智能手机中两周的运动数据和社交数据，国外研究学者 Jacobson 等人通过构建模型来预测

被试的社交焦虑，其预测值与观察值之间的相关度达到了 0.70 (Jacobson et al., 2020)。此外，Jin 等人也进

行了相关实验研究，使用智能手环收集高中生被试 4 周内的生理指标，包括血容量脉搏、心率(HR)、心

率变异性(HRV)和皮肤电活动(EDA)等数据，通过构建分类模型来预测被试的压力水平，模型整体平均

AUC 值为 0.86，表明收集到的生理指标对用户的压力水平起到了一定的预测能力(Jin et al., 2020)。 
总的来说，多模态评估技术通过结合计算机视觉、信号处理等方法，能够更全面地捕捉和分析个体

的心理状态。此外，该项技术还被应用于心理健康状态的实时监测，能够在不干扰用户的情况下，实时

监测其心理健康状况，有助于早期发现和干预心理问题，对于心理评估和干预产生了一定效果。 

3.1.2. 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算法 
机器学习技术在情绪识别、行为预测、心理健康评估以及认知功能研究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例

如，自然语言处理(NLP)模型如 BERT 和 GPT-3 被用于分析文本数据，识别情感表达，并帮助了解情感

变化。神经网络技术在模拟和研究心理障碍方面也显示出巨大潜力。例如，神经网络可以用于模拟焦虑、

抑郁等心理障碍，为心理治疗和干预提供新的方法和工具。 
在具体应用中，机器学习算法被用于抑郁症的识别、诊断及干预。例如，Marcel 团队开发了一种通

过识别病人脑部功能 MRI 来判断病人是否有自杀企图的机器学习算法，准确率高达 91% (袁钦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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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Passos 等人利用机器学习算法结合临床变量和人口学变量，成功区分自杀未遂者与非自杀者，准

确度在 65%~72%之间(袁钦湄等，2020)。此外，机器学习还被用于精神疾病的预后康复支持。例如，利

用神经网络和多种监督学习方法，将神经网络与可穿戴设备监控收集到的多模态数据相结合，进行实时

分析，为抑郁症患者、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等提供个性化和及时的干预(郑本汇源，2022)。 

3.1.3.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 
在心理评估方面，VR 技术被广泛应用，如心康虚拟现实心理评估与干预系统 VR-P，该系统可以通

过虚拟现实场景帮助患者进入深度放松状态，并进行心理健康评估。此外，VR 技术在精神障碍的评估中

表现出较好的灵敏度，与传统的神经心理测评工具相比，VR 不仅环保高效，还能够提供更加灵活和安全

的评估环境(贾蕙鹓，2024)。尽管目前关于 AR 在心理评估方面的研究较少，但其潜力在于能够将现实与

虚拟环境融合，从而提供一种新的评估方式。 
在心理治疗方面，VR 技术则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精神障碍的治疗，包括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社交焦虑症等。例如，Oxford VR 推出的 OVR social engagement™可以利用 VR 技术帮助人们克

服社交回避感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VR 暴露疗法则通过模拟特定情境，帮助患者逐步面对和处理恐惧或

焦虑，从而改善治疗效果。而 AR 技术则通过在真实环境中增添虚拟元素，为患者提供沉浸式的治疗体

验。例如，对于飞行恐惧症患者，可以在机场使用 AR 技术模拟飞行经历，同时他们知道自己实际上是

在地面上。AR 技术同样可以用于暴露疗法，允许患者在真实环境中面对和处理他们的恐惧或焦虑。 

3.2. 典型案例分析 

结合国内外研究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现有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典型案例。 

3.2.1. “北小六”人工智能心理服务机器人 
“北小六”是一款以心理咨询师的思考方式和逻辑设计的人工智能服务型机器人。它可以模拟真实

咨询师，通过与用户人机对话互动，倾听来访者的倾诉，回应来访者的需求，向来访者推荐合适的心理

训练及干预方案。通过与用户人机互动，“北小六”可以促进用户学习、了解心理障碍的科学知识，带

领用户进行认知行为训练。“北小六”还将根据治疗效果及时更新治疗方案，带领用户体验精准的个性

化心理服务。 
该款智能心理服务机器人的研发采用了语音交互、深度计算学习等信息技术，通过认知、情绪、行

为、人际关系、社会功能这五个维度，为用户提供“评估–干预–康复”的全程闭环心理服务。其功能

包括语音交互模拟真人咨询、心理评估，针对焦虑抑郁失眠及其他心理问题的四大标准化治疗、八大专

项训练以及健康科普，可以为专科及综合医院、大中小学及企事业单位等不同场景提供全人群、全生命

周期的优质心理服务。据 200 多例试用报告显示，“北小六”人机对话的准确性和推荐方案的满意度均

在 90%以上(王建影，2023)。 

3.2.2. AI 倾诉师 EmoGPT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EmoGPT 是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它集成了语言大模型、心理倾诉微调模型和情感判别式，是

国内首款基于 AI 大模型的心理健康垂直应用。该项创新产品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心理学专业知识相

结合，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前所未有的个性化支持和心理健康陪伴服务。 
EmoGPT 与市面上其他产品不同，它是基于深厚的专业心理学知识构建，将高级的 AI 语言模型与心

理专业、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这意味着 EmoGPT 能够提供的不仅仅是应答，而是深度的共情和理解，它

的情感价值和专业度远远超越了传统的 AI 聊天工具。此外，EmoGPT 还具备危机识别的功能。凭借强大

的情感判别式 AI，EmoGPT 可以敏锐地识别用户在对话中流露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无论是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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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其他不良情绪，EmoGPT 都能快速发现并及时做出响应，帮助用户在紧要时刻获得支持。2022 年镜

象的 AI 心理测评师获得了国家二类医疗器械证书，其利用 AI 多模态技术实现了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

的筛查，准确率达 90% (刘阳，2023)。 

3.2.3. Woebot 聊天机器人 
Woebot 是一款由临床心理学家 Alison Darcy 开发的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的聊天机器人，旨在帮

助用户缓解抑郁和焦虑症状。Woebot 结合了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能够按照问答脚本展开对话，为

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此外，Woebot 还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不断学习和改进，提高与用户

的互动质量(汪文娟，2023)。 
在实际应用中，Woebot 已经进行了多项随机对照试验。例如，在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中，70 名参

与者被随机分配到接受 Woebot 干预或传统治疗的对照组，结果显示 Woebot 在缓解抑郁和焦虑症状方面

具有显著效果。另一项研究则表明，Woebot 在帮助产后抑郁症女性管理情绪方面也表现出色。据有关研

究显示，Woebot 作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工具，被用于心理健康治疗，并且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和其

他地区得到了使用。此外，美国的多个学校也推荐使用 Woebot 来帮助应对抑郁和焦虑问题。总体来看，

Woebot 作为一种基于 CBT 的数字治疗工具，在多个心理健康领域中展示了其有效性，包括大学生、成

人、产后女性和青少年等不同群体。这些研究结果表明，Woebot 能够通过提供即时支持和个性化干预来

帮助用户管理抑郁和焦虑症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够减少物质使用。 

4. 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1) 信息安全与伦理问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安全问题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当人工智能技术

运用到心理健康领域，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程序出现漏洞或运行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的发现和处理，可

能会影响服务的安全性，泄露用户的个人信息，侵犯用户的隐私，违反保密原则，从而破坏用户与该项

服务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甚至给用户的身心健康带来危害。除了数据隐私，伦理问题也需要认真考虑。

如何保证数据分析的公正性和透明性，这些问题需要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应用中进行仔细考虑(李间

等，2024)。此外，如何确保算法的公平性和无偏见性，也是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测评的应用中需要解决

的问题。 
2) 缺乏共情能力。共情又称同理心(Empathy)，在 1951 年，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卡尔·罗

杰斯(Carl Rogers)将“empathy”定义为：准确感知并共鸣于他人的内心情感与意义(Rogers, 1975)。而与人

类心理咨询师相比，人工智能只是冷冰冰的一项技术，其本身不存在情绪和情感，因此也就无法准确理

解使用者的情绪感受，即缺乏人的理智及最重要的特质——情感共情力。当该项技术在心理健康服务领

域进行应用时，对于使用者的一些复杂情绪情感，可能会出现理解偏差，造成无法与用户建立良好的信

任与咨访关系问题，也就无法进一步地对症下药给予用户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为突破上述问题带来的困境，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首先，加强数据安全，确保所有心理健康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传输过程符合严格的隐私保护有关规

定。其次，使用加密技术和访问控制机制来防止数据泄露，并进行定期的安全审计和漏洞扫描，及时发

现和修复系统中的安全漏洞，以防止潜在的信息泄露风险(李间等，2024)。 
第二，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伦理框架，明确算法的公平性和无偏见性要求，确保

数据分析的公正性和透明性(李瑶等，2022)。同时，鼓励跨学科合作，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技术专家共

同参与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以确保技术的伦理合规性。当人工智能系统出现错误或不当行为时，

确保有适当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第三，采用人机协同模式，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心理咨询师结合使用，在专家的监督和指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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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工智能的情感共情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加强情感计算的研究，开发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模拟人

类情感的人工智能模型，从而提升人工智能在心理干预中的效果。 

5. 结语 

通过智能心理评估、心理疾病诊断、心理健康监测等功能，人工智能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个

性化、及时和高效的心理健康评估与高水平的心理健康服务。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

用也面临着信息安全与伦理问题、缺乏共情能力的挑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管、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以维护信息安全与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人工智能技术将不断发展与完善，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评估与干预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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