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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智技术的迭代升级，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数智化转型已成为新

时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一代的数智技术不断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在资源整合、知识普及、场景

跃迁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创新。但同时，数智技术在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转型过程中也会面临着数字人

才储备短缺与教育理念落后、数据隐私与伦理风险问题和转型机制缺乏统筹的现实困境。为此，需以转

变思维为基础、以防范风险为保障、以统筹机制为支撑，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数智化创新实践，构建

完善、高效、安全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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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the Internet,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cutting-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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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scenarios of leapfrog-
ging to carry out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empowe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also 
face the shortage of digital talent reserves and backward educational concepts, data privacy and 
ethical risks and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reality of the 
dilemma.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digital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change of thinking, risk prevention, and 
the support of a coordinated mechanism, so as to build a perfect, efficient, and saf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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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元宇宙及大模型等数智技术经历了飞速发展，其不断更新

迭代与多元化应用普及正在对各行各业进行数智化赋能，引领全球迈入全面互联、高度智能、即时优化

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发展成为了时代赋予我们的必答

题。深入探讨数智技术在赋能进程中的价值图景以及准确把握当前创新所遭遇的现实困境，进而觅取针

对性的实践理路，对于推动数智技术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融合和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发展具有深远

的战略意义。 

2.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转型的价值途径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数智技术作为数字智能化的现实表征，为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数智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与应用普及，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数

字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断推进其在资源整合、知识普及、场景跃迁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创新。 

2.1. 精准化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整合 

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智能算力”等“类脑”智能技术通过智能内容整合、资源质量评估与优

化、智能陪伴以及预测与预防等方式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进行“参数优化”与“变量调整”，以数字

再生产、再创造的方式迭代升级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肖峰，赫军营，2023)。例如，高校通过整合体育教学

系统的体能监测数据、学校医务系统的学生身体健康数据、以及心理健康中心的咨询记录等，构建跨部

门协同机制，形成多维联动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统，从而实现涵盖生理–心理–行为全维度的精准化心理

服务供给。 

2.2. 提升心理健康知识传播效能 

随着数智技术的深度演进与广泛应用，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播效能和普及程度得到显著提升。通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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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技术实现心理健康知识的精准推送，帮助学生在关键时刻掌握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正

确应对压力、调节情绪的能力，从而增强心理健康素养。与此同时，最新的“AIGC”技术还能够根据课

程需求，智能生成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视频片段，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与理解；同时，结合心理教师的现场讲解使信息传递更加亲切自然，增强学生的情感共鸣；此外，借助

数字化网络平台的技术优势，师生可突破时空限制，构建起多维互动的立体化沟通桥梁。这不仅促进了

师生间双向交流的深度与频次，更通过即时反馈机制激活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能，使其从被动接受者转

变为主动参与者，显著提升了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认同感。同时，借助平台的传播辐射效应，优质教育

资源得以跨区域共享，教学活动的触达范围实现指数级扩展，有效覆盖更多潜在需求群体。在良性互动

循环的驱动下，学生参与的持续性与积极性形成正向增强回路，既深化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力，又为

构建全员参与、全程渗透的教育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丰富了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心理健康知识的吸引力与传播效率，还促进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更

深层次的互动与共鸣，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开辟了更为广阔、生动、有效的育人空间。 

2.3. 驱动心理健康教育场景跃迁 

数智时代下，VR 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正驱动着心理健康教育场景的跃迁。在心理评估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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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蕙鹓，2024)。在心理理疗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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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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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疗法通过模拟特定情境，帮助学生患者逐步

面对和处理恐惧或焦虑情绪，从而改善治疗效果。 

因此，VR 等数智技术的引入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可视化展现与跨时空还原，它如同一座桥

梁，连接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域与虚拟域，促成了服务场景从单一到多元的跃迁，让学生在“现实空

间–拟态空间–元宇宙空间”的无缝切换中获得全方位的疗愈体验。 

3.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转型的现实困境 

随着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各行各业在面临数智化创新时都会遭遇“不会转”、

“不敢转”和“不能转”的三大魔咒，高校在运用数字技术助推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人

才储备短缺与教育理念落后、数据隐私与伦理风险问题和转型机制缺乏统筹的现实困境。 

3.1. 人才储备短缺与教育理念滞后 

其一，高校数字化技术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数智技术赋能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瓶颈(程乐

松，2022)。数字化转型依赖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此类技术系统的稳定运行

与迭代升级需要专业化的数字技术人才团队提供技术保障。同时，数字化服务平台的技术故障或网络中

断风险，可能直接阻碍学生群体获取心理健康知识及专业咨询服务，而这种服务获取的障碍可能诱发潜

在的心理危机。但当前高校普遍面临技术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需通过校企联合培养、跨学科研修等方

式补充专业力量，提升现有人员的数字素养。 
其二，教育者的数字化意识不足。以往一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由于数字化

意识的相对匮乏，其教学方式往往局限于传统模式，显得较为单一(徐培，尚超，2025)。囿于缺乏系统性

理论框架与科学化方法支撑，尽管部分教师凭借敏锐洞察力与职业责任感，能够针对日常发现的问题实

施个别化心理干预，但此类碎片化努力效率较低，难以达成预期育人成效。与此同时，尽管部分高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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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数字技术的增效价值，但实践中平台整合与工具应用水平不足，资源分配不均，难以形成切实有

效的教育合力，致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常陷于被动的状态，难以达到未雨绸缪、提前防范的预期。 

3.2. 数据隐私与伦理风险问题 

正如美国教育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所言：“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

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尼尔·博斯曼，何道宽，2019)，”数智化创新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亦是

如此，其在助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创新危机与风险。 
一是“算法黑箱”带来的不确定性伦理风险。神经网络算法作为数智技术的核心驱动力，其模型结

构本质上非常复杂，高层次的非线性层层叠加的参数使得整个决策过程具有不可解释性，因此其在实际

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决策过程犹如一个“黑匣子”。算法的这一特性使得算法的“输出”结果充满不确定

性，诸如在未知情况下被算法设计人员的主观意志篡改等。二是“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是一切数智技术的基础，数据安全性问题日益严峻。在高校心理健康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过程中，学

生的个人信息(如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可能被不当获取和利用，导致隐私泄露。例如，一些心理健康

机构的订单信息被黑客或内部人员窃取后，可能会被用于精准营销或诈骗。 

3.3. 转型机制缺乏统筹 

目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处于建设初期，数智化创新的统筹规划和管理制度还有待完善，暂未提

供更全面、深入和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和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心理需求。 
其一，统筹规划待优化。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各要素、环节之间存在严重割裂，众高校内部业

务系统各自为政，不同部门建立多套独立的心理资源管理系统，数据间的流通共享受到严重阻碍，导致

相关心理测评工作难以按需获得数据支持，存在大量“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现象，延滞了数智技术

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融合的进程。 
其二，管理制度待完善。数智技术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应用的过程中势必会带来伦理、法律等问题。

目前，创新过程中配套的管理办法与技术使用规则的缺失，导致心理健康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传输过程

中各环节实施的具体方案及相关规范缺乏统一性。同时，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尚不健全，技术使用的安全

标准也不够详尽，增加了技术滥用的风险。此外，权责划分模糊，涉及心理平台、媒体、心理健康服务等

领域的具体行为规范尚未明确界定，不同主体间微观目标与宏观要求的不一致，以及责任主体在监管执

行上的不到位，均导致任务实施效果参差不齐，严重阻碍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数字化创新实践的顺利推

进与具体落地。 

4.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的实践理路 

数字赋能具有开放、兼容、共享等特点(张晓艳，2024)，这既为数字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发

展契机，也带来了工作挑战，正是这些挑战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并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理路。上述困境表

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数智化转型需以思维革新为基础、以防范风险为保障、以统筹机制为支撑，唯

有构建“思维–技术–制度”三位一体的实践框架，方能破解“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的困局，推动

数智赋能从理论构想走向落地实施。 

4.1. 深化数智思维，提升教育者数字化素养 

思想是行动的先驱，理论是实践的灯塔。数智时代下，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的首要之务就在

于深化认识、革新理念和转变思维。高校亟需突破长期沿用的传统心理健康教育观念与路径，积极拥抱

数字时代并强化数智意识，提升教师队伍素养，使数智技术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个性化、及时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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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健康评估与高水平的心理健康服务。 
首先，开展专项培训，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数字化能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教

师团队数字技能的提升，通过系统化学习夯实教师的数字化操作能力的根基。在培训过程中，教师应深

度掌握主流数字化教学工具的核心功能与操作规范，构建从理论认知到实践应用的完整技能闭环，确保

能够根据教学场景与管理需求，精准调用数字技术工具，实现教学流程和教学管理的数智化转型。这种

培养模式不仅能推动教学交互模式的革新，更能够借助虚拟仿真、智能评测等数字技术手段，打造沉浸

式的教育场境，使知识的传递突破时空局限，学习评价实现动态追踪，最终构建起师生双向赋能的数字

化教育新生态。其次，教师应不断创新教育方式，拓展教育场景边界。教师需以“双线融通”理念为指

引，主动探索构建 OMO (Online-Merge-Offline)混合式教学生态，形成充满活力的混合学习环境。同时，

教师可以通过 VR、AR 技术，构建“虚实共生”的场景再造实现教学场景的跃迁。最后，教师应时刻保

持“数字嗅觉”，可以定期与 00 后学生交流他们常用的数字工具(如 TikTok、抖音、豆包、deepseek 等)，
将最前沿的数智技术转化为课堂创新动能，避免因“数字认知断层”导致课堂吸引力下降。同时，担负

起数字责任，避免技术滥用引发的伦理危机。 

4.2. 强化算法规制，防范教育创新伦理风险 

化解数智技术在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过程中衍生的技术风险与隐忧，是突破转型困境的重要

一步。对此，我们可以强化对算法的有效规制，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同时严格把控数据采集过

程，保障隐私安全。 
首先，强化算法规制，把握话语主导权。由于“算法黑箱”的不可解释性，导致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创

新陷入话语危机并深陷伦理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强化对算法的有效规制，坚持与课程思政教学相结合，

牢牢把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导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算法研发，提升专业人员素养，将价值观

融入算法设计，明确价值导向，从根本上化解“算法黑箱”带来的伦理风险，实现全方位价值观覆盖。其

次，重视伦理风险，切实保障隐私安全，全力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高校亟需开展实时监测网

络安全态势、加强算法控制的监管等工作，实时监测网络安全状况、强化对算法应用的监管，筑牢个人

隐私的安全防线，确保师生的个人隐私安全。诸如，设立师生隐私保护委员会，严格规范数据的收集方

式和使用目的，确保数据的正当性和安全性等。 

4.3. 加强顶层设计，规范高校教育管理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对于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其关键就在于制定一套行之

有效的统筹规划蓝图，并构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责任伦理制度，以确保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数智化创新实

践的顺利推进与具体落地。 
首先，优化统筹规划，搭建数智化资源平台，要求我们从统揽全局的高度，依托数字技术，以立德

树人为核心目标，实施自上而下地统筹战略规划，确保顶层设计与操作执行保持高度一致。一方面，高

校应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响应国家方针政策的导向，充分整合收集整理学生的心理健康数据信息，完善

数字赋能运维平台，不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化和算法水平，并构建起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数字化创新

新框架，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化建设。另一方面，高校应坚持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原

则(吴恒仲，张桂华，2023)，强化数字融合共享意识，开展多维分享，打破“数据壁垒”，并树立资源整

合意识，聚焦重点问题以实现难点突破，打造以需求为导向的数智化心理健康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化、

数据化、智能化终端与载体的全覆盖。但与此同时，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采用多维分享模式要注

意适度原则(段立，郑志玲，2023)，恰当地把握“心理节律”的黄金窗口和分享的时机和分寸，不公开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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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学生个案信息，不渲染负面情绪，对敏感话题(如性心理、家庭创伤)采用“隐喻叙事法”，从而建立与

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发挥数智赋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最大效能。 

5. 结语 

数智技术的引入，无疑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启了一扇通往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大门。通过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高校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学生的心理需求，提供更为个性化的心理

支持与服务。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效率和效果，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

和成长路径，使他们能够在更加互动、沉浸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然而，数智化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人才储备短缺、教育理念滞后、数据隐私与伦理风险以及转型机制缺乏统筹等问题，成为制约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数智化创新的重要瓶颈。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技术的有效应用，更触及到教育理念的更新、管理

机制的完善以及伦理风险的防控等多个层面。面对这些挑战，高校需要采取更为积极和主动的态度，深

入探索数智技术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融合路径。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统筹规划，确

保数智化创新的有序推进；更要强化算法规制，保障数据隐私与安全，构建伦理风险防控体系。同时，

深化数智思维，提升教育者的数字化素养，也是推动心理健康教育数智化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确保数

智化转型能够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未来，随着数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有理由相

信，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

撑。同时，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与实践探索，也将为其他教育领域的数智化转型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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