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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大学生极端行为多次出现，从马加爵案、

药家鑫案等他杀事件到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大三女生因

“求职压力过大”自杀案、福州大学管理学院一女生因

失恋自杀案等自杀事件 [1]，显然，大学生因心理问题而

导致的悲剧屡屡出现。这些生命的逝去固然还有其他原

因，但其自身的心理素质过于薄弱，一旦遇到压力无法

自行调适，是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1

大学生心理状态的转变不是由某一孤立要素引起，

是其自身的家庭背景、文化环境、个人阅历、心理素质

强度、身体状况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及时对大学

生进行心理状态干预有助于转危为机，促进大学生增强

心理防御能力，积极进行自我关怀和自我救助。

高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在多年的探索中逐步形

成预防、监控、研判、预警和干预的工作体系。在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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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控体系中，高校心理工作者以心理测评和心理健康

筛查为基础，为每位高校学生建立心理档案（如下表）。

由高校心理工作者根据测评数据将学生划为不同心理困

扰的学生群体。对不同心理困扰的学生群体采用不同的

心理研判和干预方法。例如：对于学业受挫群体，帮助

学生树立恰当的学习目标，探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在老师、同学的交流帮助下，建立学习效能感，利用学

校教育资源，树立学业自信心。

学生心理数据档案表

类别 内容

基本信息 姓名、籍贯、民族、年龄、性别、院系、专业等

学习信息
成绩数据、实习数据、学科竞赛数据、图书借

阅数据等

经济信息 学费数据、网费数据、餐费数据、奖惩数据等

成长信息 就业数据、党团数据、社工数据等

生活信息 门禁数据、就餐数据、洗澡数据等

健康信息
就医数据、心理测评数据、心理咨询数据、身

体测评数据等

大学生心理预防、监控、研判、预警和干预的工作

体系在多年的探索中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管理工作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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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的经验 [3]。但在高校心理工作者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心理工作的沟通成本较高，无法及时发现心理

困扰的目标群体，对不同心理困扰、危机学生的划分较

为主观和单一。对学生心理测评数据并没有充分利用和

深入挖掘，造成高校心理工作者在工作中效率低下，无

法快速找到目标群体。因此数据处理及数据挖掘技术在

高校心理工作中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一、构建大学生群体心理画像

对某一学生群体进行针对性和指向性的心理健康监

控和预防工作，不仅可以判别学生群体心理状况共性，

提早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而且高校心理老师能更精准

化的定位学生并提供心理援助工作 [5]。在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不断重视的背景下，以群体心理效应作为理论视角，

掌握学生群体的心理契约模式，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使心

理教育方法契合心理危机对象的心理特征。例如在高校

心理健康工作中常常进行心理援助和心理帮扶的群体有

贫困生群体、学业受挫群体、恋爱学生群体等 [4]。

（一）贫困生群体

贫困学生主要来自偏远山区、遭受突变导致经济紧

张的家庭（包括下岗职工群体、父母离异家庭）以及一

些农村家庭。因为家庭经济的压力，许多大学生需要一

边打工一边完成学业，主要靠自己赚取学费、生活费及

其他费用。这一部分学生主要表现为两种特点：一种为

比较早熟，能够体贴父母，性格比较随和、坚强，在学

业上能够自律自强；另一种则因为家庭原因容易产生自

卑情绪，不愿与他人进行交流，因经济拮据不愿参与集

体活动，更不愿意他人知道自己的经济情况，最终导致

孤僻的性格。

（二）学业受挫群体

这类群体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部分同学学习态度

端正，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高校，但是因为教育资源的

缺乏或者学习方法不当，导致学业平平，让他们产生自

我怀疑或者自我放弃。另一部分同学由于无法适应高校

的教育模式，且主观不努力导致学业困难。

（三）恋爱学生群体

大学生感情丰富，对恋爱对象及好友关系都比较敏

感，情绪容易受到干扰和波动。在相处顺利时情绪高昂、

充满斗志；反之，在相处遇到困难时则容易对自己的生

活学习产生影响，甚至影响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学生群体心理预测研究

学生群体的划分没有明确界限，比如一个班级、一

个专业，如何科学有效的找出需要心理预防和干预的学

生群体是高校心理工作者的一大难题，而数据挖掘技术

可以帮助高校心理工作者在大量繁杂的学生信息中找到

目标群体。

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心理健康管理系统的开发中，

并且通过相关算法对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中大量模糊、随机

的数据信息进行相关处理，挖掘出潜在的有价值的信息，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心理工作者提高工作效率，能够更

科学、快速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判断，并及时进行对学生进

行心理咨询和干预。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依据各种社交平台

和学习平台收集并处理大量的学生信息，结合心理动力学

理论，达到预测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效果。

（一）基于Web日志的性格预测与群体画像方法研究

基于大五人格的心理学理论基础，将大五人格理论

和心理画像技术相结合，采用 TF-IDF 的关键词提取技术

和改进的 TF-IDF 算法，将高校大学生在 Web 日志中浏览

和访问的页面内容主题提取出来 [6]。在获得网页的内容

主题后，对 Web 日志内容主题进行高度精炼，抽象成不

同心理特征关键词的标签形式。以此归结不同高校大学

生的兴趣属性特征和性格属性特征，构建高校大学生性

格画像知识库。在高校大学生性格画像知识库中，通过

对大学生生理、心理和社会属性特征进行数据抓取分析，

可以将内隐的、潜在的属性特征进行外显的、直观的可

视化，达到群体画像的目的。高校大学生聚类完成之后，

在数据库中可以查找每个簇的高校大学生 ID 及包含的高

校大学生数量（表 3.1）。

表3.1　基于Web日志的性格预测与群体画像的工作模式

建立高

校大学

生性格

画像知

识库

通过大五人格进行“性格 - 主题 - 关键词”模型构

建，归结不同高校大学生的兴趣属性特征和性格

属性特征，构建高校大学生性格画像知识库。

例如：“外倾性 - 社交 - 助人”、“神经质 - 焦躁 - 不

安”。

高校大

学生心

理画像

通过提取高校大学生访问页面的关键词，获得网

页的内容主题，进而作为高校大学生的兴趣属性

标签。

并根据“性格 - 主题 - 关键词”模型对高校大学生

的性格进行深度预测，获得高校大学生性格属性

标签。

例如：“优良人格”- 具有外倾性、开放性、宜人

性和尽责性 - 社会援助、志愿者、游泳、健身、热

心、助人等。

高校大

学生群

体心理

画像

运用 K-means 方法将拥有相同属性特征的人群进

行聚类，从而得知在某种特定属性前提下，拥有

指定属性的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特征。

例如：突发疫情状况下可以迅速锁定“焦躁、不

安、心慌”等特定属性的高校大学生 ID 及包含的

高校大学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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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数据挖掘与智能算法的学生心理状态预警

系统设计

根据微观表达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我们无法直接推

测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但我们可以通过其外显的生理表

现或者行为倾向进行预测。面部表情可以反映一个人的

心理状态。当个体心理状态波动较大或者超过限定值，

其异常表情状态会被监测并预警，从而实现对异常心理

特征的预测。毛俊杰等人在获得学校伦理审批和学生知

情同意后，利用高精度摄像头收集学生的面部数据，并

将其作为数据挖掘的原始数据 [7]（表 3.2）。通过对数据获

取和心理分析等不同模块的人工智能分析，对原始数据

和心理类别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即可对心理异常学生

进行及时预警。

表3.2　基于数据挖掘与智能算法的学生心理状态

预警的工作模式

控制

中心

高校辅导员或心理健康中心主要监测智能预警系统

的运行维护以及处理学生心理异常预警信息。

数据

获取

摄像头景深数据获取模块及数据预处理模块，前者

为通过读取景深摄像头端口获取并记录预警对象的

面部表情数据，后者通过数据挖掘的方法对获取的

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并通过归一化方法将表情数据

转变为可以直接输入智能算法的标准数据。

心理

分析

主要包含智能分类模块与心理状态模块，智能分类

模块以标准化数据为输入、预警对象心理类别为输

出，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强大的非线性回归拟合二者

的关系，心理状态模块实现心理类别数据到学生心

理状态的转换。

心理

预警

由异常预警模块组成，其根据心理状态数据输出结

果对学生心理状态进行检测。当出现异常状态时向

控制中心进行警报处理，再由控制中心对异常学生

进行处理，从而实现以高校学生为预警对象的闭环

预警系统。

三、数据挖掘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局限性

数据挖掘技术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局限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体心理画像数据获得的局限性

心理画像数据涉及到高校的各个部门，重复性高、

信息分布不均衡、信息传递困难，无法及时高效的整合

学生心理画像数据 [8]。而且学生心理画像数据的获得也

需要进行伦理审批，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保密和防泄漏处

理。这限制了高校心理工作进行心理画像的精确度和广

度，也限制精准心理或精准思政工作的能动性。

（二）心理健康工作创新路径的局限性

大部分高校心理工作者在学生心理数据挖掘方面并

不擅长，不能有效利用学生心理数据，无法在后续心理

工作中进行创新，寻找适合本校学生的精准心理工作方

法。在拥有学生心理画像数据的前提下，如何更加效率

的利用数据，分析出更加有用的学生群体特征，提出更

多、更好的学生心理工作管理方法，也是高校心理工作

者在不断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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