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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于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旨在构建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高校心理预警系统。鉴于当前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上升且现有预警系统存在不足，本研究引入AHP方法。详细阐述AHP原理、

在高校心理预警系统中的应用可行性，包括系统性分析、定性与定量结合、简洁实用等优势，以及心理

学和决策理论依据。深入探讨基于AHP的高校心理预警系统构建过程，涵盖系统构建的目标与原则、层

次结构模型建立、指标体系确定与权重计算、预警等级划分与阈值设定等内容。同时提出系统实施的步

骤与策略、人员培训与技术支持、保障机制建立与完善等措施。该系统具有全面考虑多因素影响、准确

反映各因素作用、计算简便且结果直观等优势，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有力支持，有助于促进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提升教育工作水平并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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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ims to build 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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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early warning system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n view of the in-
creasing incidenc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early warning system, this study introduces AHP method.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princi-
ple of AHP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sychological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advantages of systematic analysi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m-
bination, simplicity and practicality,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sychology and decision-
mak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llege psychological early warning sys-
tem based on AHP, including the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the determination of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calculation, early 
warning level division and threshold setting. At the same time, it puts forward the steps and Strate-
gies of system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guarantee mechanism. The system has the advantages of comprehensively con-
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accurately reflecting the role of each factor, simple calcu-
lation and intuitive results. It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elp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mprov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Keywords 
College Psychological Early Warning System,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Early Warning  
Indicator Weight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高校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业、就业、人际关系、经

济等多方面的压力，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凸显。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我国高校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中国人民大学 2022 年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为 18.9%，其

中内化问题(如焦虑、抑郁、睡眠问题、自杀意念)的比例为 20.0%，外化问题(如自我伤害、自杀未遂)的
比例为 11.7%。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构建基于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以下简称 AHP)的高校心理预警系统，

通过科学合理地确定心理预警指标及其权重，实现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精准评估和有效预警，为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从理论意义来看，当前高校心理预警系统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指标体系不够完善、权重

确定方法不够科学等。本研究将 AHP 引入高校心理预警系统的构建中，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AHP 作为一种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能够将复

杂的问题分解为多个层次，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从而为高校心理预警系统的

指标权重确定提供科学依据。这不仅能够提高心理预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能够深化对高校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从实践意义来看，本研究对于促进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升高校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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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水平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促进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方面，及时准确的心

理预警能够帮助学生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心理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调整和干预，从而避免心理问

题的进一步恶化，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2. AHP 原理及在高校心理预警系统中的应用可行性 

2.1. AHP 基本原理 

概念阐述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由美国运筹学家托马斯・塞蒂(T.L. Saaty)在 20 世

纪 70 年代提出，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该方法将复杂的决策问题分解为目标、

准则、方案等层次，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各层次元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而综合决策者的判断，确定

决策方案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AHP 的核心思想在于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和处理，使决策过程更加科学、系统。在面对

复杂问题时，人们往往难以直接对多个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而 AHP 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将问题分解

为多个层次，每个层次包含若干因素，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晰、易于理解(梁淑艳，陈福宗，2019)。例

如，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人们可能会考虑景色、费用、交通、美食等多个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关联、相

互影响，形成一个复杂的决策问题。运用 AHP，可将选择旅游目的地作为目标层，将景色、费用、交通、

美食等作为准则层，将各个候选旅游目的地作为方案层，构建出层次结构模型。通过对准则层各因素进

行两两比较，确定它们相对于目标层的重要性权重，再对方案层各方案在每个准则下进行比较，确定它

们相对于准则层的得分，最后综合考虑准则层的权重和方案层的得分，得出各个方案相对于目标层的综

合权重，从而选择出最优的旅游目的地。 

2.2. AHP 在高校心理预警系统中的优势 

2.2.1. 系统性分析 
AHP 把高校心理预警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全面综合地考虑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各种因素。在高校

心理预警系统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

一个复杂的系统。AHP 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将这些因素按照不同的层次和属性进行分类和组织，清

晰地展示了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层次结构(李东，2019)。以某高校为例，在构建心理预警系统时，运用

AHP 将学生个体因素(如性格、学习压力、生活习惯等)、家庭因素(如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经济状况等)、
学校因素(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业负担等)和社会因素(如社会竞争压力、网络环境影响等)纳入层次

结构模型中。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系统性分析，能够全面了解各因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从而为

制定科学有效的预警策略提供依据。在确定各因素的权重时，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充分考虑了各因素

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使得权重的分配更加合理。这种系统性分析方法避免了传统预警方法中可能存在的

片面性和局限性，能够更全面、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预警的可靠性。 

2.2.2. 定性与定量结合 
在高校心理预警中，许多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如学生的心理状态、家庭氛围、师生关系等，

往往难以直接进行量化。AHP 通过 1~9 标度法，将这些难以量化的定性因素转化为定量数据，从而实现

了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在评估学生的心理压力时，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让学生对自身的压力程度

进行主观评价，如“非常大”“较大”“一般”“较小”“非常小”，然后将这些评价分别对应 9、7、
5、3、1 的标度值，从而将定性的心理压力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在确定各因素的权重时，也采用了类似的

方法，将专家的经验判断和主观评价转化为定量的权重值。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各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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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提升预警的准确性。某高校在运用 AHP 构建心理预警系统时，邀请了心理学

专家、辅导员、学生代表等组成评价小组，对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各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和评价(陈珊珊，

2018)。专家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在影响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性进

行比较，认为家庭因素比学校因素稍微重要，于是在判断矩阵中对应的元素取值为 3。通过这种方式，将

专家们的定性判断转化为定量的数值，为后续的计算和分析提供了基础。 

2.2.3. 简洁实用 
AHP 的计算过程相对简便，不需要复杂的数学知识和计算工具。在高校心理预警系统中，相关工作

人员只需要掌握基本的数学运算和 AHP 的基本原理，就能够运用该方法进行预警指标的权重计算和预警

分析。而且，AHP 的结果以权重的形式呈现，直观明确，易于理解和应用。高校的管理人员、辅导员和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 AHP 计算得到的权重，快速了解各因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从

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某高校的辅导员在使用基于 AHP 的心理预警系统时，通过简单的计算和

分析，就能够得到每个学生在各个预警指标上的得分以及综合预警得分。根据这些得分，辅导员可以

直观地了解到哪些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风险较高，以及这些问题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于得分

较低的学生，辅导员可以及时进行关注和干预，提供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

题。这种简洁实用的特点使得 AHP 在高校心理预警系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能够提高预警工作的

效率和质量。 

2.3. 高校心理预警系统中应用 AHP 的理论依据 

2.3.1. 心理学理论基础 
心理学理论为 AHP 在高校心理预警系统中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格心理学认为，人格是个体

在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不同的人格类型在面

对压力和挫折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反应和应对方式(林晓燕，2016)。具有神经质人格特质的学生更容

易体验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在面对学业压力和人际关系困扰时，可能会出现更强烈的情绪波动和

心理问题。而性格外向、乐观开朗的学生则可能具有更强的心理调适能力，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

种挑战。 

2.3.2. 决策理论支撑 
在实际应用中，高校心理预警系统需要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包括学生的心理测评数据、

日常行为表现、学习成绩、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来源广泛、种类繁多，如何从这些复杂

的信息中提取关键因素，并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是高校心理预警工作面临的重要挑战。AHP 通过将这

些因素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分类，如目标层(构建高校心理预警系统)、准则层(学生个体因素、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等)和指标层(具体的心理预警指标)，使得决策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各因素之间的

关系和层次结构。在确定各因素的权重时，AHP 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充分考虑了各因素之间的相对重

要性，避免了主观随意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通过对不同因素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它们在

影响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权重，从而为制定针对性的心理预警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3. 基于 AHP 的高校心理预警系统构建 

3.1. 系统构建的目标与原则 

3.1.1. 目标设定 
基于 AHP 的高校心理预警系统构建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精准评估与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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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具体而言，该系统旨在全面、动态地监测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通过收集和分析多维度数据，提

前察觉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依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发出不同级别的预警信号(曹颖，张磊，2015)。 
一方面，精准评估要求系统能够准确把握每个学生的心理特质、当前心理状态以及影响其心理健康

的各类因素。利用 AHP 确定的科学权重体系，整合学生个体在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处理、家庭环境影响、

个人性格特征等多方面的信息，对其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量化评分，描绘出学生心理健康的精准画像。这

不仅有助于识别已经出现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还能发现那些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有潜在心理危机风

险的学生。 
另一方面，及时预警强调系统的时效性。一旦发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偏离正常范围，系统能迅速发

出预警，以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辅导员等相关人员及时介入。预警信息应明确指出学生心理问

题的类型、严重程度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为后续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避免心理问题的恶

化，将潜在的心理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促进其全面发展。 

3.1.2. 原则确立 
科学性原则是系统构建的基石，要求系统的构建必须基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指标体系的建立过

程中，充分参考心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确保选取的指标能够准确反映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在确定预警模型时，运用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算法，如层次分析法、神经网络算法等，

对学生的心理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提高预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某高校在构建心理预警系统时，选取

了《症状自评量表(SCL-90)》《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等经过科学验证的心理测评工具，对学生进行

心理健康测评，确保测评数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确定预警指标的权重时，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专

家打分和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权重，使权重的分配更加科学合理。 

3.2. 层次结构模型的建立 

3.2.1. 目标层确定 
本高校心理预警系统的目标层明确为“高校学生心理预警”。此目标聚焦于通过系统的构建与运行，

实现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有效监测、评估和预警，旨在提前发现学生潜在的心理问题，为及时干

预提供科学依据，进而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促进其全面发展。 

3.2.2. 准则层分析 
准则层涵盖学生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这四个关键方面。学生个体因素包含性

格、学习压力、生活习惯等内容。性格外向或内向、乐观或悲观等特质会影响学生应对压力的方式；学

习压力如课程难度、学业竞争等，是学生心理负担的重要来源；规律或紊乱的生活习惯也与心理健康密

切相关。家庭因素涉及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经济状况等。和谐温馨或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亲密或疏

离的亲子关系，以及家庭经济的宽裕或困难，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学生的心理。学校因素有师生关

系、同学关系、学业负担等。良好的师生互动和融洽的同学关系能够给予学生情感支持，减轻心理压力；

而繁重的学业负担则可能导致学生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竞争压力、网络环境

影响等。社会竞争的加剧使学生面临未来就业等方面的压力，网络环境中的不良信息也可能对学生心理

造成冲击。 

3.2.3. 指标层细化 
在学生个体因素下，性格可细分为神经质、外向性等维度；学习压力细化为课程挂科风险、奖学金

竞争压力等指标；生活习惯可包括作息规律程度、运动频率等。家庭因素方面，家庭氛围可通过家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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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交流频率、冲突频率衡量；亲子关系可细化为亲子沟通满意度、亲子信任程度；经济状况以家庭月收

入、是否申请助学金来体现。学校因素中，师生关系用师生互动次数、教师关怀感知度表示；同学关系

可细化为朋友数量、宿舍关系和谐度；学业负担以每周课程时长、作业完成时间衡量。社会因素里，社

会竞争压力可通过行业人才需求饱和度、就业难度指数反映；网络环境影响用上网时长、接触不良信息

频率来衡量。 

3.3. 指标体系的确定与权重计算 

3.3.1. 指标选取方法 
指标选取主要依据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一方面，深入研究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理论，确保选取

的指标在理论上与学生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例如，依据人格心理学理论选取性格相关指标，根据教育心

理学中关于学习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选取学习压力指标。另一方面，参考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

实践经验，了解在实际工作中哪些因素对学生心理健康影响较大。同时，收集大量学生心理健康案例，

分析其中关键影响因素，以此为基础初步确定指标体系。之后，运用德尔菲法，邀请心理学专家、高校

辅导员等专业人士对指标进行筛选和完善，确保指标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3.3.2. 权重计算过程 
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权重。首先，构建判断矩阵。针对准则层和指标层的各个因素，组织专家

对同一层次内的因素进行两两比较，按照 1~9 标度法确定相对重要性。如在比较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对

学生心理健康影响时，若专家认为家庭因素稍重要，则在判断矩阵对应位置赋值 3。其次，计算判断矩阵

的特征向量和最大特征根，可采用和积法、方根法等方法。以和积法为例，先对判断矩阵每列元素进行

归一化处理，再按行相加并归一化得到特征向量，即各因素的相对权重向量，同时计算出最大特征根。

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一致性指标 CI = (λmax − n)/(n − 1)，其中 λmax为最大特征根，n 为判断矩阵

阶数。查找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计算一致性比例 CR = CI/RI。当 CR < 0.1 时，判断矩阵一致性良好，

权重向量有效；否则需重新调整判断矩阵。最后，进行层次总排序，从目标层开始，自上而下将单排序

结果合成，得到各指标对目标层的综合权重。 

3.4. 预警等级的划分与阈值设定 

3.4.1. 等级划分依据 
预警等级划分主要依据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将预警等级划分为低风

险、中风险和高风险三个等级。低风险表示学生可能存在一些轻微的心理困扰，但尚未对其日常生活、

学习和社交产生明显影响，通过简单的心理调适或一般性的心理支持即可缓解。中风险意味着学生的心

理问题已对其正常生活、学习或社交造成一定干扰，需要专业心理辅导人员的介入和帮助。高风险则表

明学生的心理问题较为严重，可能出现自杀意念、严重抑郁或其他精神障碍症状，需要立即进行专业的

心理治疗和干预，甚至可能需要转介至专业医疗机构。 

3.4.2. 阈值设定方法 
阈值设定结合统计分析和专业判断。首先，收集大量学生心理健康测评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计算

各项指标得分的均值和标准差。以某一指标为例，若得分在均值加减 1 个标准差范围内，可划分为低风

险区间；得分在均值加减 1~2 个标准差之间，划分为中风险区间；得分超过均值加减 2 个标准差，则划

分为高风险区间。同时，结合心理学专家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经验，对统计得出的阈值进

行调整和优化。例如，对于一些敏感性较高、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指标，适当降低高风险阈值，确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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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及时发现潜在的严重心理问题，提高预警系统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4. 系统的实施与保障措施 

4.1. 系统实施的步骤与策略 

4.1.1. 实施步骤规划 
数据收集与整理阶段：在系统实施的初期，全面收集学生的相关数据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多种渠道

广泛收集数据，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心理测评数据、学业成绩数据、社交行为数据等。学生基本信息涵

盖学生的姓名、性别、年龄、专业、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这些信息是建立学生档案的基础，有助于全

面了解学生的背景情况。心理测评数据则通过专业的心理测评量表，如《症状自评量表(SCL-90)》《大学

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等，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量化评估，获取学生在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

感等多个维度的得分情况。学业成绩数据包括学生各学期的课程成绩、绩点、排名等，能够反映学生的

学习状况和学习压力。社交行为数据通过观察学生在校园内的社交活动、与同学和老师的互动情况等方

式收集，了解学生的社交频率、社交满意度以及人际冲突处理能力等。 

4.1.2. 推广策略制定 
面向学校管理人员的推广策略：学校管理人员在系统的推广和应用中起着关键的领导和支持作用。

因此，针对学校管理人员，采用专题汇报和培训的方式进行推广。组织专门的会议，向学校领导和各部

门负责人详细汇报基于 AHP 的高校心理预警系统的建设背景、目标、功能和优势。通过实际案例和数据

分析，展示系统在预防学生心理危机、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应用效果。邀请专业的系统

开发人员和心理学专家，为学校管理人员进行系统操作和应用的培训，使他们了解系统的各项功能和使

用方法，掌握通过系统获取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和进行决策分析的技巧。同时，鼓励学校管理人员积极参

与系统的推广和应用，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推动系统在全校范围内的实施。 

4.2. 人员培训与技术支持 

4.2.1. 培训内容设计 
系统操作培训：针对不同用户角色，设计个性化的系统操作培训内容。对于学校管理人员，重点培

训系统的整体架构、功能模块以及如何通过系统获取宏观的学生心理健康数据，以支持决策制定。培训

他们如何查看全校学生的心理预警统计报表，了解不同学院、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分布，从而为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对于辅导员，详细培训系统的日常操作流程，包括学生信息录入、

心理测评数据导入、预警信息查看与处理等。通过实际案例演示和模拟操作，让辅导员熟练掌握如何在

系统中添加学生的日常表现记录，如学生的考勤情况、课堂表现、参加活动情况等，以及如何根据预警

信息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和干预。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除了系统操作外，还培训他们如何利用系

统进行专业的心理数据分析和评估。教导他们如何运用系统中的数据分析工具，对学生的心理测评数据

进行深入挖掘，分析学生心理问题的类型、成因和发展趋势，为制定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和干预方案提供

支持。 

4.2.2. 技术支持保障 
建立技术支持团队：组建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和技术保障工作。团队成员包

括软件开发工程师、数据库管理员、网络工程师等，具备丰富的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软件开发工程师

负责系统的功能优化和升级，根据用户的反馈意见和实际需求，及时对系统进行改进和完善。数据库管

理员负责数据库的管理和维护，确保学生心理健康数据的安全、稳定存储和高效访问。定期对数据库进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4213


王倩 等 
 

 

DOI: 10.12677/ap.2025.154213 334 心理学进展 
 

行备份，防止数据丢失；优化数据库的性能，提高数据查询和处理的速度。网络工程师负责网络环境的

维护和管理，保障系统的网络通信畅通。及时解决网络故障，确保系统能够正常运行。技术支持团队建

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随时响应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当用户遇到系统无法登录、数据加载缓

慢、功能异常等问题时，能够及时联系到技术支持人员，得到快速的解决方案。 

4.3. 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4.3.1. 数据安全保障 
学生心理数据包含了大量敏感信息，其安全至关重要。在数据存储方面，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如

AES (高级加密标准)算法，对学生的心理测评结果、个人基本信息、咨询记录等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确保

数据在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防止数据被非法窃取或篡改。建立严格的访问权限控制体系，根据不同用

户角色，如学校管理人员、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等，设置相应的数据访问权限。只有经过授权

的人员才能访问特定的数据，且访问过程均被详细记录，以便进行审计和追踪。 

4.3.2. 制度保障建设 
建立健全系统运行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是确保高校心理预警系统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制定详细的

数据收集制度，明确数据收集的范围、方式、频率和责任主体。规定通过心理测评、问卷调查、日常观察

等方式收集学生的心理健康数据，确保数据收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明确数据收集的责任主体，如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负责组织心理测评，辅导员负责收集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数据等。 
建立数据管理和使用制度，规范数据的存储、访问、共享和销毁等环节。规定数据的存储方式和存

储期限，确保数据的安全存储；明确数据的访问权限和审批流程，防止数据的滥用和泄露；规范数据的

共享机制，在需要与其他部门或机构共享数据时，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和加密处理；制定数据销毁制度，

在数据不再需要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安全销毁。 
制定系统维护和更新制度，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功能的不断完善。明确系统维护的责任主体和维

护内容，如技术支持团队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和故障排除，定期对系统进行安全检查和漏洞修复；规定

系统更新的周期和流程，根据用户的反馈和实际需求，及时对系统进行功能升级和优化。 

5. 结论 

本研究成功构建了基于 AHP 的高校心理预警系统，该系统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从系统性来看，它将

高校心理预警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全面考虑了学业、人际、家庭、个人心理特质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

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清晰展示了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层次结构，为心理

预警提供了全面的视角。在定性与定量结合方面，运用 1~9 标度法将难以量化的定性因素转化为定量数

据，实现了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更准确地反映了各因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提升了预警的

准确性。此外，该系统还具有简洁实用的特点，计算过程相对简便，结果以权重形式呈现，直观明确，易

于理解和应用，相关工作人员能够快速掌握并运用该系统进行预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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