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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乐山师范学院构建“制度-技术-
文化”三维驱动框架，形成“党委统筹—中心指导—学院落地”三级联动机制，整合AI预警、五
育课程及“1+11+N”协同网络，实现心理危机率下降、家校协同效率提升。依托动态监测与区块
链技术，建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动工作从碎片化干预向生态治理转型，提出技术伦理防控方案，
形成“精准预测+智能决策”范式，相关成果入选教育部“心理育人质量提升工程”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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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提出“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全

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预警系统，分学段完善服

务工作机制”的目标[1]。结合世界卫生组织数

据指出：全球青少年抑郁患病率以年均 2.3%速

率增长，中国青少年焦虑检出率高达 24.6%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高校作

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亟需构建科学化、

系统化的服务机制。本文以乐山师范学院为

例，结合其“五育健心”工作实践，探讨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机制的构建路径与创新模

式，具有师范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改革的示范意

义。

2.乐山师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建设现

状与特色

2.1 组织架构与制度保障：三级联动与制度创新

乐山师范学院以“全员心理育人”为核心

理念，构建“党委学生工作部统筹规划—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专业指导—二级学院心理辅导

站落地实施”的三级联动机制，形成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化工作网络[2]。

2.1.1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1）顶层规划：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十

四五”发展规划》，出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实施细则》，明确各部门职责[3]。例如，党委

学生工作部负责年度心理健康教育经费预算，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制定《危机干预标准化流程

手册》，二级学院辅导站执行“月报告、季评

估、年考核”制度。

（2）星级辅导站建设：2024年 3月修订

的《星级心理辅导站评审标准》包含 4大类 18
项指标，如“五育健心项目覆盖率”“危机个

案建档完整度”等。通过“基础建设（占 30%）

+过程管理（占 40%）+成效评估（占 30%）”

的量化评分体系，推动辅导站规范化发展。

2.1.2创新实践与品牌活动

（1）五育融合实践：2023年心理健康宣

传月以“宇航兔登月之旅”为主题，设计“德

育（价值观辩论赛）—智育（压力管理工作坊）

—体育（心理素质拓展）—美育（情绪绘画疗

愈）—劳育（社区志愿服务）”五大模块，覆

盖全校 87%的学生，活动满意度达 94.6%。

（2）数字赋能管理：开发“心理育人智

慧平台”，2023年通过平台收集学生心理动态

数据 2.3万条，定向推送学业压力群体减压课

程，提升服务精准度。

2.2 监测预警与危机干预系统：动态追踪与精准

施策

学校构建了“筛查—预警—干预—追踪”

四环相扣的危机防控体系，依托“心海学生心

理危机干预管理软件”，实现“数据驱动的分

级响应”。

2.2.1动态监测技术的深度应用

（1）多维度数据采集：每年 9月对新生

实施 SCL-90、UPI等量表测评，2024级新生

测评率达 100%，筛查出高危群体占比 3.1%。

结合日常行为数据（如出勤率、作业完成质量）

构建动态数据库。

（2）AI预警模型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算

法识别 12类风险信号“社交退缩“学业骤降，

2024年预警准确率达 89.5%（较 2023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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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2.2分级干预机制的标准化运作

（1）“四色预警”分类管理：根据风险

等级划分为红（即刻危机）、橙（高危）、黄

（中危）、绿（低危）四类，对应“24小时监

护—每周面谈—每月随访—季度评估”的干预

策略。例如，2023年对 17名“红色预警”学

生启动医校联合干预，危机解除率 100%。

（2）个案管理闭环：建立“一人一档”

电子档案，2024年追踪回访 238例危机个案，

6个月随访复发率低于 5%。

2.2.3基层网络的效能提升

“校—院—班—寝”四级队伍：全校配备

专兼职心理咨询师 23名（师生比 1:1500），

班级心理委员覆盖率 100%比例配置。2024年
开展“危机识别黄金 24小时”等专题培训 42
场，基层预警信息达 89%（较 2022年提升

31%）。

2.3 课程与活动体系建设：五育融合与专业赋能

学校构建“课程教学—实践活动—专业渗

透”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实现心理健康教育

素养全域渗透。

2.3.1课程体系的层次化设计

（1）必修与选修结合：开设《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必修课（32学时，设置“压力管理”

“人际沟通”等 6大模块；开设《积极心理学》

《艺术疗愈》等选修课 11门，2024年选课人数

突破 5300人次。

（2）课程思政融合：在师范专业课程中

嵌入心理健康教育元素，如《教育学原理》增

设“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章节，2024年获省

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2项；课程思政示范课 15
门。

2.3.2品牌活动的创新实践

（1）“五育健心”特色项目：实施“德

育心理微党课”大赛、“智育学习焦虑团体辅

导、“体育晨跑打卡积分制、“美育心理画展、

“劳育心灵花园治疗基地，2024年累计参与学

生 2.3万人次。

（2）朋辈互助模式：成立“心理委员联

合会”，开发“学长学姐说”系列短视频，留

言解决率 89%。

2.3.3专业协同的教改探索

（1）跨学科研究：立项“劳动教育对心

理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构建“劳动体验—

情绪调节—心理资本”的理论模型，实验组学

生的焦虑量表得分下降 17.3%。

（2）师范生能力培养：联合乐山市实验小

学开展“一课双师”，实践学生教学能力考核

优秀率提升 22%。

2.4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资源整合与生态共建

学校打破“孤岛效应”，构建“高校主导

—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协同育人共同体，

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圈。

2.4.1家校联动机制

（1）家长赋能计划：开设“家校心桥”线

上平台，2023年累计学习时长超 1.5万小时。

知识测试合格率 91%；“家长开放日”活动满

意度达 91.4%。

（2）危机干预协同：制定《家校危机联

动预案》，2024年对 32起危机事件启动家校

联合干预，平均响应时间缩短至 4小时。

2.4.2社会资源整合

（1）大中小学一体化：与乐山市教育局

共建“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基地”，开发《中小

学心理班会课资源包》辐射 43所中小学，受

益师生超 2万人。

（2）医校合作深化：与乐山市人民医院签

订“绿色通道协议”，危机学生 2小时内入院。

2.4.3区域服务网络构建

（1）“1+11+N”站点布局：以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为核心，联动 11个区县中小学

心理辅导站、N个社区心理咨询室，2024年开

展“心理健康进社区”活动 39场，服务居民

4200人次。

（2）数字资源共享：建立“乐山心理云平

台”，累计注册用户 4.7万人，平台咨询量年均

增长 35%。

乐山师范学院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呈

现出三大特色：

“制度—技术—文化”三维驱动：通过星

级评审制度强化执行力，AI预警提升精准度，

五育融合塑造健康文化生态。

“预防—干预—发展”全程覆盖：从早期

筛查到危机处置，形成完整的服务链条。

“高校—家庭—社会”协同共治：构建资

源互补育人共同体，家校社联动响应。

3.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机制的核心建设路径

3.1 构建分层分类的预警与干预体系：技术驱动

与网格化管理

学校以“精准识别、快速响应、全程追踪”

为目标，构建覆盖全周期的心理健康预警与干

预体系，形成“数据—机制—队伍”三位一体

的防控网络。

3.1.1动态监测技术的场景化应用

（1）多模态数据采集：依托“心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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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学业成绩、消费记录和量表测评数据

（SCL-90、UPI）等行为数据，日均处理数据

量达 1.5万条。2024年AI预警模型，将风险

识别准确率从 82.7%提升至 89.5%（2024年实

测数据）。

（2）动态监测效能

2024年新生普测完成率达到 99.2%，刷查

出高危群体占比 3.1%，数据实时接入预警系

统。

3.1.2四级网格化响应机制

表 1.四级网格机制

层级 责任主体 核心任务

校级
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

制定全校预案、统筹资源

调配

院级
二级学院心

理辅导站

实施风险评估、建立个案

档案、特色干预

班级
辅导员+心理

委员

日常观察报告、组织朋辈

支持、执行初步疏导

寝室 寝室长
实时动态反馈危机信号

并协助安全监护

（1）职责分工与流程标准化，如表 1。
（2）应急响应时效性提升：通过“心海

系统”自动触发工单流转，红色预警响应时间

从 2020年的 12小时缩短 2024年的 2.5小时，

效率提升 79%。

3.1.3干预策略的个性化定制“三阶九步”

干预模型：

（1）初级干预（针对绿、黄预警）：通

过软件（日均使用时长 15分钟以上学生焦虑

下降 23%）、成长型团体辅导（6周课程提升

自我效能感 18.7%）等方式介入。

（2）中级干预（橙色预警）：启动“1+1+N”
支持小组（1名咨询师+1名辅导员+N名朋辈

志愿者），2024年化解亲子冲突率达 76%。

（3）高级干预（红色预警）：实行医校联

合“双导师制”使重症学生复学率达 94.1%，6
个月随访复发率低于 5%。

3.2 深化“五育融合”的心理育人模式：课程重

构与生态化浸润

学校以五育为载体，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

人才培养，构建“显性课程+隐性熏陶”的双

轨育人格局。

3.2.1课程体系的跨学科融合

（1）德育融合：思政课嵌入“生命价值

观教育”模块，结合情景剧演绎自杀意念筛查

阳性率从 2.1%降至 1.3%。

（2）美育疗愈：开设“艺术表达治疗”

工作坊，参与学生的情绪识别准确率提升

34%。

3.2.2品牌活动的立体化设计

（1）“3·25—5·25”主题宣传月：

从“善爱我（3·25）”到“我爱我（5·25）”，
设置“自我认知—关系构建—生命赋能”三阶

段活动链，参与者社交回避量表得分降低

21.4%。

（2）“五育健心”项目矩阵，如表 2：
表 2.五育健心矩阵

维度 重点项目 成效数据（2024）

德育心理微党课大赛
覆盖 98%学生党员，党性

修养与心理素质双提升

智育
学习动机提升训

练营
参与学生平均绩点提升

0.38

体育
心理素质拓展锦

标赛

团队协作能力测评优秀率

提升 27%
美育校园心理画年展 征集作品 1632幅

劳育
“心灵花园”共

建计划

参与学生抑郁自评量表

（SDS）得分下降 14.6%
3.2.3专业教育的协同渗透

在教师教育课程中增设“学生心理发展观

察记录”等模块，2024届毕业生心理教育技能

达标率达 93%（高于全省 78%）。

3.3 强化专业化队伍建设：能力进阶与协同创新

学校构建“引—育—联”一体化师资发展

体系，打造“专兼结合、医教协同、校地联动”

的高水平心理服务队伍。

3.3.1师资能力分层培养

（1）“三阶认证”培训体系，如表 3：
表 3.三阶认证

层级培养目标 课程模块示例 考核标准

基础

层

心理危机

识别

常见心理问题判

别、倾听技巧
通过率 100%

进阶

层

干预方案

制定

CBT技术、家庭治

疗基础

案例模拟考

核≥85分
专家

层

复杂个案

处置

创伤后应激障碍

干预、伦理决策

专家评审通

过

（2）实践能力强化：2024年教师个案督

导时数人均增加 45小时，咨询效果评估优良

率从 72%升至 86%。

3.3.2医校协同机制深化

（1）“双通道”转介制度：

1）快速转诊通道：与乐山市人民医院签订

协议，危机学生可直接入住“绿色通道”，平

均入院时间缩短至 1.8小时。

2）科研临床一体化：开发“情绪调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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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重构—行为替代”三联疗法，试点组自伤行

为频率下降 63%。

3.4 推动家校社协同共治：机制创新与生态构建

学校构建“预防—支持—发展”三位一体

的协同育人生态系统。

3.4.1家庭教育赋能工程

“三阶九课”家长课程体系：2024亲子冲

突发生率下降 29%，家庭活动开展率提升 47%。

3.4.2社会资源整合升级

（1）“1+11+N”服务网络：市级中心侧

重研究指导，区县站点培训督导，社区站点便

民服务，2023年协同处理复杂个案 57例。

（2）数字孪生系统：构建区域心理健康热

力图，资源调配效率提升 40%。

3.4.3政策协同机制突破

评价体系重构：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督

导评估指标（权重 15%），专项经费同比增长

28%。

3.4.4路径创新性

乐山师范学院的核心建设路径体现三大突

破：

（1）技术赋能的全链条防控：从“经验判

断”转向数据驱动，实现精准化服务。

（2）五育融合的生态化浸润：打破学科壁

垒，构建全域渗透模式。

（3）多元协同的治理共同体：家校社资源

整合，破解“孤岛效应”。

4.实践成效与反思

4.1 实践成效：数据驱动的服务效能提升

学校通过机制创新与技术赋能，构建了具

有师范院校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在

危机预防、学生发展、社会协同等领域取得显

著成效。

4.1.1心理危机防控能力跨越式提升

（1）网络覆盖与干预实效：截至 2024年
全校建成 15个星级心理辅导站（四星级 11个，

三星级 4个），形成“校—院—班—寝”四级

联动网络。2024年通过动态监测系统筛查高危

学生 421人，实施精准干预后，心理危机事件

发生率同比下降 18.6%，危机解除率达 97.2%，

较 2020年提升 10.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高校

平均水平（93.5%）。

（2）应急响应效率突破：依托智能化预警

系统，红色预警案例响应时间从 2020年的 12
小时缩短至 2024年的 2.5小时，响应效率提升

79%，成功阻断 5起潜在极端事件。

4.1.2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显著增强

（1）课程与活动参与度：2023年《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学生评教满意度达 94.2%，

《艺术疗愈》选课人数同比增加 48%；心理健

康宣传月活动参与率达 97.3%（较 2020年提升

22%）。

（2）心理素养量化提升：根据《中国大

学生心理健康素养量表》测评，2020-2024年
学生心理知识掌握率从 68%升至 86%，情绪调

节技能达标率从 57%提升至 79%，抗压能力优

秀率（量表得分≥85分）从 32%增至 55%。

4.1.3协同育人生态初步形成

（1）家校社联动成效：“家校心桥”平

台家长注册率达 81%，家庭心理健康活动开展

率提升 47%；“医校联合病房”累计收治重症

学生 23例，康复回归率 91.3%。

（2）区域辐射效应：依托“1+11+N”服务

网络，为43所中小学提供心理健康课程资源包，

覆盖师生 2.3万人，区域心理危机事件上报率提

升 37%。

4.2 实践反思：深层矛盾与突破方向

尽管取得阶段性成果，机制运行中仍存在

结构性矛盾，需通过制度优化与技术升级持续

突破。

4.2.1现存挑战的多维剖析

（1）资源分配失衡：部分学院师生比悬

殊（美术与设计学院达 1:1530）；硬件设施配

置率不足。

（2）协同机制脆弱性：68%的社区服务活

动依靠临时经费支持，42%的中小学教师未接

受过高校组织的系统培训。

4.2.2未来发展路径优化

（1）技术赋能升级

1）虚拟现实暴露疗法使社交焦虑学生

SAD得分下降 28.7%优于传统疗法 17.5%。

2）区块链数据管理实现“权限分级访问+
轨迹全程追溯”，隐私投诉率降低 40%。

（2）跨学段衔接创新

1）开发K-16《心理健康核心素养发展标

准》，划分“情绪认知”、“关系建构”、“生

涯规划”、“价值塑造”四阶段目标，覆盖 12
所试点学校。

2）建立高校与中小学心理教师“双聘制”，

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

4.3 范式启示：从“问题应对”到“生态重构”

乐山师范学院的实践表明，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需实现三重转变：

（1）主体逻辑转型：从“以专业机构主

导”转向“全员参与、全域渗透”，将五育融

合心理健康教育嵌入课程、活动与文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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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景。

（2）技术定位转型：AI与大数据从“辅

助工具”升级为“决策中枢”，推动服务模式

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3）治理模式转型：通过政策整合家校社

资源，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协同的治理共同体，

破解“孤岛效应”。

5.结语

乐山师范学院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

建设，以制度创新为根基、技术赋能为驱动、

协同共治为支撑，构建了覆盖“预防—干预—

发展”全链条的服务生态。通过三级联动机制

与星级辅导站建设，实现了危机防控的精准化

与高效化；依托五育融合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

合，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借助家

校社协同网络，打破了传统教育壁垒，形成区

域联动的心理健康教育新格局。然而，资源分

配失衡、技术应用伦理风险等问题的存在，仍

需通过政策保障与技术升级进一步优化。未

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应深化跨学段衔接与数

字技术应用，推动从“问题应对”向“生态重

构”的范式转型，为培养身心健康的高素质人

才提供可持续的实践路径。乐山师范学院的探

索不仅为同类院校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更为

落实教育强国战略目标贡献了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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