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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数字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数字技术与心理健康教育行业的逐步融合，

学校心理健康服务数字化已然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我们应当充分依托当下较为成熟的数字化技术

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与云计算等，积极进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数字化技术创新应用与

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建设具有时代属性的快捷、高效、完善的智能化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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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life. With the gra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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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of schoo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tren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We should fully 
rely on mature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irtual reality,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actively explore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
nology in the field of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build a fast, efficient, and complete intel-
ligent school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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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驱动创新，依托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大数据(big data)与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等技

术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数字疗法白皮书》强调数字赋能健康治疗的重要方向。《数字健康全

球战略(2020~2025)》指出通过开发与使用数字技术可以深化人们对健康相关知识的理解，改善健康相关

的知识和实践领域。《“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调推动健康科技创新，让新型科技力量成为发展

的动力与支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

工业、金融、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探究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结

构的转型(李载驰，吕铁，2021)、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以及教育系统的革新，同时也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社

会和历史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和方法(王天夫，2021)。通过不同领域间的整合与实践，数字技术正引领

着各行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迈进。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许多数字产品陆续问世，如心心晴朗应用软件

可提供较强倾听、情感映射以及情绪支持功能；EmoSPARK 智能立方控制台利用人脸、语言识别，创建

表情文件图，形成表情处理单元；美国 Affectiva 可综合利用腕带式传感器可以检测皮电以及微表情识别

技术，全面分析佩戴者感受。国内众多机构正积极探索试点数字技术在学校心理健康领域应用。数字化

心理服务产品不仅能够降低成本，缓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人员不足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避免传统学校心

理服务的一些弊端。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全球已有 70%的国家采用数字化干预来替代或者弥合传统心

理服务的不足，数字化应用已经成为心理健康领域主流和发展趋势。 

2. 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的现实困境与未来机遇 

2023 年教育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文件发布，要求

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各地各部门逐

渐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并明晰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方向。经过各级部门与教育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已初具模型，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遭遇了多种挑战。当前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服务重专业师资的短缺以及心理老师专业能力不足与学生心理健康日增长的心理需求之间的矛盾

仍是当下亟待走出的困境。 
在当前阶段，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方法单一，

课程内容缺少互动和体验感，不能满足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开放和注重体验的要求，且受空间、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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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其次，目前学校心理监测工作多使用问卷测评法结合访谈法。传统的问卷测评法会导致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抑郁、焦虑、睡眠问题和自我伤害)的检出率偏高(俞国良，2023)。由于这些方法无法根据影响

因素的变化调整权重，也无法自动更新评估算法，因此其检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可能会受到影响。尽管

访谈法在提供更精确和全面的评估方面更为有效，但其在大规模应用上存在限制。最后当前校园心理咨

询服务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一是具备专业知识的心理咨询老师的匮乏；二是学校提供心理服务时间有

限。传统的面对面心理咨询还会增加学生对隐私泄露、心理健康问题污名化的担忧。 
从历史性角度纵向梳理，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经历了医学模式、教育模式，现阶段进入了服务模式(俞

国良，侯瑞鹤，2015)。服务模式把学生发展性需求放到首要地位，为其提供相应的心理健康服务。事实

上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经历数十年的发展日臻完善，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体系，主要分为心理监测与评价、心理健康课程及教学、心理辅导与咨询，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

干预。2018 年国家卫健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全国社会体系心理服务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鼓励通过各

类数字化方式建设援助平台。从一定程度上说，数字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成熟的信息化技术上，学校教育

发展经历了大规模计算机互联网普及阶段，目前正处于互联网教学模式期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期转换的

交替阶段，数字技术应用于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的优势凸显，这正是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创新改革发展的关

键时期。 

3. 数字技术应用于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的优势 

3.1. AI 人工智能技术开启学校心理健康个性化服务 

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英文缩写，如 IP、CPU、FDA，所有的英文缩写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都应该给

出其全称。文章标题中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英文缩写。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人工智能心理行为研究是国家战略，许多相关研究在各个领域陆

续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7)。人工智能在数据收集、分析、建模以及心理健康干预卓有成效。

人工智能凭借传感技术、语音以及图像识别技术、分析技术，在迅速发现学生的心理需求并制定个性化

干预方案具有明显优势。 
人工智能机器人依托于电子工具如手机、可穿戴设备与社交媒体可实现快速收集个体各类数据包括

感官数据、社交媒体数据、遗传学数据等，并从简单地提供信息、辅助教育、陪伴聊天，发展到儿童语言

学习、引导利他行为、激发积极情绪、提升幸福感，降低焦虑等多方面的功能(Martin, Perry, MacIntyre, 
Varcoe, Pedell, & Kaufman, 2020)。人工智能产品以及应用程序在国内外崭露头角，如 AI 减压机器人、AI
聊天机器人、AI 社交机器人(郭怡，侯晨雨，2021)。AI 减压机器人利用生物传感、汉语识别、血谱光成

像技术监测学生心率变异性(HRV)和加速度脉波(APG)能很好地识别学生压力，并通过音乐和调整呼吸及

拟人化语言等方式提升个体抗压能力(Martin et al., 2020)。Webot 聊天机器人的优势在于通过收集情绪情

感数据，融入认知行为疗法，可治疗抑郁。Huggingface 应用程序专注于 NLP 技术研发，在与用户对话中

可以检测情绪与感受，并及时给予情感回应。Uplift 可给予强大的倾听功能，并设计个性化的心理练习兼

具心理辅导等功能。闲聊机器人凭借 NPL 技术和多模态交互技术可实现情感计算。Psybot 代替真人咨询

师进行心理咨询，且被证明能达到 70%沟通以及实际效果。AI 机器人依托于电子工具如手机、可穿戴设

备、社交媒体，可实现快速收集个体各类数据包括感官数据、社交媒体数据、遗传学数据，并从简单的

提供信息、辅助教育、陪伴聊天，发展到儿童语言学习、引导利他行为、引导积极情绪、提升幸福感，降

低焦虑等多方面的功能(Martin et al., 2020)。 
人工智能与心理学经历了各自的独立发展期、范式变革期，目前正处于交叉融合的阶段(刘冬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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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数字化技术结构要素与心理学理论模型深度融合是目前研究的重要方向，心理干预智能化进程势

不可挡。 

3.2. VR 虚拟现实技术创新感知模拟，实现学校心理健康应用交互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以其体验感、逼真感、沉浸感、自主与多感知性的交互体验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心理

领域。虚拟现实技术包含了 AR(扩增现实)、CR(影响现实)、MR(混合现实)、XR(扩展现实)等技术，各种

技术的综合运用实现创设符合人类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心理环境的空间并实现多种交互方式，如手势

识别、控制器、眼动追踪和语音识别等，使得用户能够与虚拟环境进行实时、自然的互动。这种交互性

不仅增强了用户体验的真实感，也使得心理感知模拟更加生动和有效。借助 VR 技术，个体可以体验身

临其境感，产生强烈的融入感和现实场景感，从而能够更直接、更深刻地感知和体验不同的心理和情绪

状态。这种沉浸式体验有助于用户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并学习如何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各种心

理问题。VR 技术经过数十年的赓续，从模拟外部世界到模拟内在自我，目前已能实现构筑人与人之间交

互的体验。 
近二十年来 VR 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的潜在治疗价值得到了验证(Aboujaoude et al., 2020)。有研究发

现将被试置身于数字虚拟情景中，呈现特定的刺激，能显著改善被试的适应能力。也有研究表明 VR 技

术在治疗焦虑障碍、恐惧症、妄想幻觉等方面有显著效果，如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研究

焦虑情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将 VR 运用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唐元凯等，2018)。研究者 Meir 运用 VR、
认知测量范式、动作捕捉数据，对执行功能进行了高生态效度多模态数据评估(Meir et al., 2021)。此外，

研究显示虚拟现实技术基于物联网可实现在更具生态效度的场景下，通过多模态数据可测试个体认知能

力。VR 技术通过其独特的沉浸式体验、虚拟环境创造能力和情绪引导等功能，为心理疾病的治疗和心理

健康的促进提供了创新的工具和方法。随着 VR 技术的发展、心理健康理论与疗法的深入研究，VR 与心

理的融合发展将愈发广泛和深入。 

3.3. 大数据协同云计算实现学校心理监测的多维动态管理 

传统心理学研究往往依靠实验法、观察法以及问卷调查法，使用线性回归模型、逻辑回归模型结构

方程等对片面、静态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的局限性使得学校心理健康监测工作也受局限。大数据与云计

算使得数据收集得更加丰富、全面、完整、真实，数据的应用更加快捷、有效。大数据协同云计算实现数

据有效识别并通过平台实现快速共享和协同处理，这极大地提高了心理测试、监测、预警的效率。一方

面研究者们通过各类移动设备(手机、电脑、平板与手环)以及定位功能与传感技术实现在线实验与调查，

不仅能获取更大范围和更真实环境的数据，而且社交媒体与网络数据也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准确、可靠

的数据来源。相较于传统心理测评数据，大数据的优势在于数据挖掘以及对大量的、复杂、杂乱的数据

清洗、处理与分析。另一方面云计算平台依赖于多种学习和数据挖掘算法，可以帮助找出数据中的潜在

规律与模式进一步发现人类的心理特征与行为模式。目前主流技术集中于数字心理 APP、在线心理咨询

与辅导、严肃游戏。如南加州大学 SimSensei 运用人工智能深度算法，可以预测某些心理疾病，且能识别

抑郁者的语言特征；连心云平台目前已经拥有 1200 万用户，强大的心理数据样本量可以为心理分析提供

依据；英国 Occfighter 通过电话交互语音响应系统引导用户进行心理练习，增强某类心理功能。 
数字化技术在校园心理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些专门针对校园心理的产品以及应用相继面世。如

“心育通”能够精准识别学生的学习状态，情绪状态，选择适合学生的心理服务与内容推送，目前该应用

已经实现了心理评估、心理干预、心理预防三大体系，具有九个功能。国内数字化大企业如独角兽、望里

科技、好欣晴等，也正在聚力研发本土化校园心理产品，未来时代是数字化校园心理运用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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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技术与学校心理健康服务融合发展的路径探索 

4.1. 运用数字化心理监测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服务效度 

传统的学校心理健康监测主要依赖测评量表，如 SCL-90、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量表式心理评

估不仅时效性低，还存在因理解偏差、社会程序、记忆模糊以及非真实意愿回答而导致的误差。数据的

有效性和准确性不能保证。 
为了使学校心理监测工作由静态转向动态，由单一转向多维，科学领域借助新兴科技力量，研发适

用于学校环境的心理评估软件。部分学校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数字化的心理评估工具。例如，科大讯飞推

出的星火大模型 V3.5 利用多模态情感识别、多维心理分析、智能心理对话和心理知识图谱等技术识别学

生的心理状态(克林，2023)。心大陆的多模态心理评估模型实现了无感记录并通过人机对话评估个体在焦

虑、抑郁、适应性等多个心理维度上的状态。深兰科技开发的“AI 数字伙伴”则通过交流互动来识别青

少年的心理状态。艾天天 AI 的微表情心理评估系统采用情绪情感算法，结合面部情绪、语音情感、人脸

表情、眼动轨迹四个方面识别心理状态。上海领本智能科技的 AI 心理测评机器人，采用 AI 智能行为分

析系统，通过分析微表情、微动作和声纹来进行心理测评(俞灵琦，2020)。另外，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构建“风险累积–正向支持”的心理危机数字化识别理论模型，通过无感化的数据收集方法和智能化的

算法程序来进行实时心理评估和预警(阮峥等，2023)。与此同时，浙江理工大学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业预警

和考勤预警等信息，将其作为心理状态的预测指标。从中小学来看，安肥市翠庭园小学部署了 30 台人工

智能心理测评机器人，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评估服务。 
目前，数字化心理评估在实证研究方面显示出较高的准确性，弥补传统心理评估检出率较高问题，

例如，数业智能心大陆的多模态评估在识别语音心理特征，特别是中到重度的“焦虑”特征时，检测准

确度超过了 90%(“心大陆 AI 大模型再加速”，2024)。上海领本智能科技的 AI 心理测评机器人模型精

度超过了 95%，并已在 6 所学校中应用，累计进行了超过 3000 人次的测评(俞灵琦，2020)。从技术角度

来看，数字化心理评估主要依赖于自然语言处理(NLP)、瞬时生态评估(EMA)、数字表征以及智能分析技

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分析文本、语音识别、情感分析和机器翻译等方法，识别个体的心理状态和

特质倾向。瞬时生态评估技术利用智能设备捕捉个体在不同时间的心理变化。数字表征技术则通过收集

社交媒体数据，如发文量、通话时长等，进行分析。智能分析技术采用深度数据处理方法，对收集的数

据进行综合解析，以实现个人心理状况的智能化评估。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支持，心理评估已能够满足

从静态到动态的多维度评估需求。 
与传统心理评估方法相比，数字技术通过在线问卷、移动应用和传感器等多层次手段，实时收集多

维度的数据和信息，从而提高了学校心理健康评估的科学性、专业性、及时性和全面性。在学校推广心

理数字化测评的实践中，应重视系统建设在心理评估中的作用。心理智能化评估完成后，进行智能处置

分类与风险预警，系统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制定，包括精准推送心理知识科普、

心理技能提升训练，以及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教育和心理治疗等服务避免了心理测评与后续干预和管理

环节的脱节。同时实践应用中还应对个体的后期心理状态进行持续地追踪和管理。 

4.2. 借助自助式人工智能辅导拓展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宽度 

相关数据表明，遇到情绪障碍、紧张家庭关系、负面人际关系等心理问题时，许多学生不会寻求校

园心理咨询。且传统咨询需要长时间建立咨访关系才能进行有效咨询。区别于面对面心理咨询，引导式

自助机器人咨询以及基于网络的心理咨询，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增加学生获得治疗的机会。研究表明学

生对于人工智能提供心理咨询顾虑感更低、更易于接受(史梦璐，2018)。此外，人工智能提供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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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积极反馈让学生更有表达诉求与困惑的意愿。 
实际上，全球众多研究机构已经开始研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心理干预技术，并且对其效果进行了验证。

在国际范围内，以一些成熟的 AI 心理健康产品(如：Woebo、Tess 和 Wysa)的干预效果通过了实证研究的

检验(刘霞，2023)。一项发表在《柳叶刀》子刊上的关于数字化心理干预在中低收入国家 meta 有效性的

分析表明，数字化心理干预在改善这些国家个体的精神健康问题方面的疗效超过了传统治疗方法(Fu et al., 
2020)。在国内，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展了名为“紫荆心晴”的研究项目，验证了使用数字化心理干预

改善普通人群抑郁和焦虑情绪的有效性，并且这种效果在干预后 30 天仍然存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步

步”数字化抑郁干预应用程序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了有效性评估，在短期内有效减轻了抑郁症状，

并在长期内提升了心理幸福感。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科大讯飞推出的 AI 心理伙伴、“Take Care of Your 
Mood”平台、华东师范大学开发并应用的虚拟咨询师“AI 心灵对谈”和数字辅导员“AI 小员”、西湖

大学工学院深度学习实验室研发的 AI 心理咨询机器人“小天”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使用的自助机器人

“北小六”等一系列 AI 心理干预工具，都是目前具有代表性数字心理产品。在中小学领域，武汉万松园

路小学使用的“AI 数字伙伴”，通过分析学生的聊天内容进行预警，目前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这些

案例表明，人工智能在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应用价值。现阶段数字化心理干预的效

果在大学以及一些科研机构得到验证，但中小学的实践探索仍然较少。 
结合数字技术，运用目前成熟且实证有效的心理治疗技术，如基于互联网的辩证行为疗法(dDBT)，

在学校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的心理辅助实践应用，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和高效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自助

化的心理辅导不仅可以减轻学生心理压力以及污名化影响，更利于培养学生自主与自助意识能力，真正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实际上，无论是引导式自主机器人还是基于网络的干预都能增加

学生获得心理治疗的机会，拓展学校心理服务宽度。 

4.3. 打造智慧课堂，优质资源共享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温度 

在心理健康课程的领域内，传统的课程教育往往受限于时间和地点，通常只能在教室环境中进行。

然而，利用数字技术的心理智慧课堂能够有效克服这些限制。智慧课堂依托资源共享，结合信息技术、

数字化技术和心理学理论，打造出符合学生心理需求的课堂。这样的课堂不仅能够获取更广泛的教育资

源，还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数字化课程两种主流形式包括：一是采用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平台，

比如 MOOC(慕课)。MOOC 平台汇集了丰富的课程资源，易于获取，同时，授课教师通常具有高度权威

性，这使得 MOOC 非常适合广大学生使用(徐晓飞，苏小红，2024)。哈尔滨工业大学采用了 IMOOC(智
能化交互式虚拟慕课)创新教学模式。大连理工大学则通过 MOOC 平台对学生的课程学习过程的研究，

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目前，已有数百万学生受益于慕课课堂。二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模式，这种模式在心理健康课堂上增加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加深了对问题的理

解，并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吸收心理健康知识(俞国良，张哲，2023)。这两种课程在课堂受欢迎程度、学习

效果、以及课堂参与度方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实证支持。然而，数字技术与课堂的整合应用潜力远不止

于此。人工智能(AI)和虚拟现实(VR)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推动教育创新和提

升学习体验。 
从学习体验来看，通过创设 VR 学习情境，心理智慧课堂营造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氛围，打造沉浸

式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欲，促进多感官学习体验，发展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并能实现实

时记录学生学习过程，形成即时反馈的新型有效课堂如清华大学利用虚拟仿真技术，让学生仿佛置身于

现实环境中，增强了课题体验感和真实感。从教育方式来看，AI 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兴趣爱好、

学习风格等信息，为学生制定合适的学习方案，并实时了解其学习进展以及学习效果，真正实现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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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比如潍坊高新双语学校通过对学生的数据分析，重塑教学流程，打造更适合学生的学习方式。从

教学资源来看，大数据通过将各类学习资源整合储存到云端，为学生们提供更加开放和共享的学习资源，

全校师生共享资源实现翻转课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从教学环节来看，云平台还可以实现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在线交流，促进共享与合作，提高学生学习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从教学形式来看，

实景体验、心理模拟设计、数字化交互加强学生课堂体验感，极大地丰富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模式。基于

在线资源深化教学与技术协同配套，依托数字技术创新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模式通过资源共享、个性化

教学、师生互动等让学习过程变得温馨而有活力，极大地提升学生学习过程的温度。 

4.4. 搭建心理智能化服务平台，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综合管理力度 

校园心理智能化服务平台运用数字技术，协助学校进行心理服务管理，不仅在于增强学生的心理素

质，减少校园心理安全事故的发生更可以提升学校心理服务的科学性。教育机构正逐步建设数字化心理

服务平台：例如，厦门市祥平中心小学实施了名为“心育通”的心理管理平台，该平台针对校园环境，整

合了心理评估、心理预防和心理干预三大体系，共九项功能，旨在实现学校心理管理的一体化。漳州市

龙文区教育部门亦推出了同名的“心育通”平台。在诸暨市“智慧心育”和“诸有心育”平台配备了多种

功能室，包括热线接听室和心理咨询室，通过线上线下的服务支持，增强了校园心理服务管理的完整性

和规范性。浙江理工大学建立了一个数字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利用大数据和网络文化工作室，构建

了心理危机的预警和防控体系，并对危机预防干预流程进行了优化，方便管理人员实时查看学生干预流

程。福建省三明市农业学校采用了数字化管理手段，开发了线上咨询和心理测评工具，实现了心理健康

管理的智能化管理。西安市新北城小学也建立了类似的心理管理平台。在当前学校心理服务管理平台建

设的事实过程中，面临着资源分配不均、专业技术挑战以及隐私数据保护等政策缺失的问题。尽管某些

地区，如浙江省发布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评价标准》，包含了十一条评价指标(孙炳

海等，2024)，以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数字化的标准化发展，但更多的地区仍在探索实施阶段，并且平台建

设的系统性、全面性和规范性尚未实现统一。 
在校园心理服务建设过程中，既要重视政策文件的指导和统一，又要关注面向全体学生的体系建设

和层级管理，提高管理的强度和普遍性。智能化心理服务平台的建设强调纵向层级建设和横向覆盖范围。

平台的纵向建设包括从学生信息收集到数据分析，再到后续推送信息和评价管理的系列化实施流程。学

生可以在平台上登录自己的 ID，完成个体数据采集，包括基本信息、家庭情况、个性特征、心理状态和

既往病史等。平台对数据信息进行分类分级处理，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画像，提供个性化心理服务

推荐或心理干预，如心理素养提升、心理行为训练或心理知识科普等。平台的纵向建构强调心理服务的

一体化、结构化和可视化，确保心理服务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以及心理教育的普及率和准确性。平台的

横向建设注重人员覆盖范围，学生、班主任、科任教师、心理老师和更高层级的管理人员均可登录 ID，

生成与各自身份 ID 相匹配的职责和权限。心理老师可以通过平台观察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变化趋势，对部

分学生进行干预。平台能够及时预警识别的危机个案，心理工作人员可以有效地介入和处理。学生管理

人员可以通过身份登录查看每位学生的干预流程和辅导进度。另一方面，平台建设强调心理服务内容的

全面性，包括心理健康评估、心理咨询与干预、心理教育资源、心理论坛、心理健康档案、家校合作和社

会力量支持等模块。 
通过心理智能平台，可以对学生的测试结果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比较，为校园心理健康服务提供最

佳的解决方案，提高学校实时化和自动化管理心理健康状况的程度，增强心理老师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的掌握广度和深度。平台的多种互动方式，如心理信箱、心理热线等，使得学校与家长、学生之间的沟

通更加及时。总的来说，智能化心理平台使校园心理服务和管理更加有序、全面和智能，极大地节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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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物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力度。 

5. 结语 

综上，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挖掘了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的潜力，为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无限的

可能性。数字化自助式心理咨询有效地降低了学生的心理障碍、减少了污名化和同伴排斥问题，同时增

强了学生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意愿，并缓解了学生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与专业咨询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

借助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心理咨询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模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

为学生提供更加方便和个性化的服务，从而拓宽了服务的覆盖范围并加深了服务的内容。此外，利用智

能分析工具和数据挖掘技术，可以搭建基于大数据的分析系统，这不仅可以根据大数据算法定制更满足

学生个性需求的心理健康服务，还可以完善心理健康监测的智能化处置分类。同时，学校通过智能化管

理平台可以逐步推动心理健康工作的标准化和专业化，极大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管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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