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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是各院校教学及学工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对此教育的评价体系,当前仍

然存在维度单一、方法滞后、反馈机制缺失等问题。本研究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为案例,针对高职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构建多维度、多元化、动态化的科学系统性评价体系,通过实证研究与技术创新,推动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质量的提升,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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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eaching and student 

management in these institutions. T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is type of education still faces issues such 

as single-dimensional assessment criteria, outdated methodologies, and a lack of feedback mechanisms. This 

study takes Guangzhou Huashang Vocational College as a case study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ailored to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system emphasizes 

multi-dimensionality, diversity, and dynamism.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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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竞争加剧与教育改革深化,职业院校学生面临就

业压力、学业负担及人际关系等多重挑战,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

显。据《2019年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报告》显示,职业院校学生

心理问题检出率达30%,显著高于普通高校学生。这一数据背后

反映出的是职业院校学生在心理素质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也

凸显了心理健康教育在职业院校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

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各院校教学及学工管理中的重要

环节,受到高度重视。 

然而,当前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仍存在诸多问

题。一是评价内容相对单一,多数院校仍然以心理量表测评和课

程成绩为核心指标,忽视了情绪管理、人际交往等过程性表现。

二是评价方法相对滞后,主要依赖传统量表与阶段性测试,缺乏

实时性与互动性,难以捕捉学生心理动态变化。三是反馈机制相

对低效,评价结果仅存档备查,未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

闭环管理,教育策略调整滞后。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健康医学院

为例,2024年心理健康调研显示,入校的2000多名新生中,25.0%

的新生心理健康筛查呈阳性,13%的学生曾主动寻求过心理辅

导。调研兄弟院校发现数据基本类似。一方面是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不乐观,需要大量的心理教育辅导；另一方面是专业教师资

质不足,专职心理老师短缺(2024年华南地区调研部分院校此项

师生比达1:700-1000),评价工具短缺,很多仅仅局限于通用的

基础量表。 

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体系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

仅能够帮助教育者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现状,还能为教育策

略的调整和改进提供依据。一个科学、系统、有效的评价体系能

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心理素质的全

面提升。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构建科学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评

价体系,通过多维度指标设计、多元化主体参与及动态化反馈机

制,提升教育实效性,助力学生心理素质全面提升。这不仅是对学

生心理健康负责,也是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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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首先做基线调研,采用SCL-90、UPI等标准化量表对学院

2024级新生进行全员心理普查,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收集学生对

现有评价体系的满意度数据。在调研基础上,做评价体系的构

建。基于扎根理论提炼关键评价指标,设计了包含16个二级指标

的评价矩阵；开发“心灵e站”、每日心情播报、情绪日记记录

等评价工具,集成教育、测评、咨询等功能。并在健康医学院开

展了为期一学年的教育实验,验证评价体系的有效性。 

2 研究结果 

成功构建了一套针对职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系统性

评价体系,包括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多元化评价主体协同机

制、四级联防机制管理体系三个方面的构建。 

2.1构建了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价,至少分为认

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维度。每个维度下设两个一级指标,

每个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两个二级指标,形成递进式评价结

构。具体指标如下表1。 

2.2构建了多元化评价主体协同机制 

构建“学生—教师—家庭—社会”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评价网络。包括①学生自评：建立个人心情档案,通过“每

日心情打卡”记录情绪波动,结合《心理状态自评量表》进行周

期性评估；②同伴互评：采用匿名问卷对同宿舍、同班级同学

之间定期及不定期的互观互评,纳入社交适应性评价；③教师外

部评价：辅导员结合学生日常行为观察,如缺勤、纪律问题等,

填写《学生心理状态月报表》；④专家综评：学校心理健康中心

的专职心理老师通过心理档案复核、个体访谈及团体辅导效果

评估,提供专业意见及教育效果评估。 

2.3构建了四级联防机制管理体系 

建立了学生心理问题状况的“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四级

联防机制管理体系。宿舍层面由心理委员每周排查异常行为(如

夜不归宿、情绪失控),上报班级心理日志；班级层面由班主任

每月汇总心理月报表,标记需关注学生并制定初步干预方案；学

院层面由心理辅导站定期分析数据趋势,调整教育资源分配；学

校层面每学期发布心理健康教育情况汇总,统筹全校性心理健

康活动(如讲座、工作坊)。 

同时设立心理预警触发机制,设定情绪低落、社交退缩、自

残自伤等异常分级预警管理,实现高风险学生即时干预。黄色预

警(轻度异常)者,由辅导员进行谈心谈话；橙色预警(中度异常)

者,启动朋辈辅导小组干预；红色预警(重度异常)者,联动家长

并转介专业机构。通过管理体系联动,成功将心理危机事件响应

时间缩短至1小时内。 

3 结语 

本研究以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为研究对象,针

对传统评价体系存在的维度单一、方法滞后、反馈机制缺失等

问题,通过理论构建与实证验证,成功探索出一种多维度、多元

化、动态化的科学系统性评价体系。 

开发的评价体系首次将“动态化反馈机制”与“四级联动

管理”纳入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拓展了职业教育评价研究的

表 1 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分级及评价方式示例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方式

认知 心理健康知识掌握度 心理健康概念理解 问卷测试、案例分析

压力源分析能力 日记分析、小组讨论

压力认知合理性 压力应对策略匹配度 情景模拟、行为观察

情绪日记记录 行为观察、自评

情感 情绪管理能力 情绪调节策略应用 心理实验、同伴互评

积极情绪体验频率 情绪周报、量表测评

积极情绪占比 消极情绪转化效率 心理干预案例分析

挫折应对方式选择 行为观察、情境测试

意志 抗挫能力 挫折后行为恢复速度 追踪调查、自我报告

长期目标完成度 进度追踪、目标管理表

目标坚持性 目标调整合理性 计划变更记录、反思日志

人际冲突解决能力 角色扮演、同伴评价

行为 社交适应性 社交网络稳定性 社交平台数据分析

紧急求助行为表现 模拟演练、真实事件记录

危机应对行为 紧急应对策略应用 实际场景模拟

危机事件处理效率 案例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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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边界,为政策制定者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依据。在广州华商职

业学院健康医学院应用试点中,显著提升了心理健康教育效率

(学生心理知识掌握度提升23.5%),为职业院校提供了可复制的

实施模板。 

然而,本研究虽验证了评价体系的可行性,但仍存在一些不

足。首先,样本局限于单一院校,未来需扩大地域覆盖,以验证评

价体系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院校中的普适性和适应性。其

次,尚未实现深度融合应用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随着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也

应与时俱进,探索大数据驱动下的个性化心理预警模型,推动评

价体系向智能化转型。未来的研究将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进一

步完善评价体系,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为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

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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