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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s health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prosperity of the nation and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ommon pursuit of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However,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apid pace of life, people’s 

psychological imbalances and psychological diseases caused by various pressures are 

coming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past,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echniques 

and methods have been difficult to efficiently solve these problems. Toda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apid resolution of 

var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is also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aiming to explore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lligent consulting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consulting industry; precise 

visitor information; personalized consulting services; advanced consultation matching 

and prevention; Make full use of the benefit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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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

追求。但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快速化，人们因各种压力引发的心

理失衡、心理疾病等接踵而来。以往传统的心理咨询技术和方法已难以高效的

解决这些问题，而在网络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对各种心理问题的快速

解决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本文也是基于这一视角，旨在探讨大

数据背景下智能咨询模式的定义与特点，以便使咨询行业规范化；来访者信息

精准化；咨询服务个性化；咨询匹配高度化以及预防及早化；从而最大化发挥

心理咨询服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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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是每个国民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基。世卫组织对健

康的最新定义：健康不仅指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心理、道德三方面的健

康和社会适应良好。传统的健康观认为：身体上没有疾病即代表一个是健康的，

而现代人的健康观强调的是整体健康观。因此，一个人是否健康不仅体现在生

理层面，而心理层面的健康同等重要。心理健康已然是我国进入小康社会不可

或缺的要求之一。因此，心理健康与心理咨询服务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心理学工

作者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快速化，这无

形中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由心理压力所引发的个体心理、行为以

及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充满竞争的工作氛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无休止的

加班都让人们身陷精神崩溃、抑郁烦躁、心理失衡等负面情绪之中，心理疾病

也接踵而来。面对这些频繁出现的各类心理问题，传统的心理咨询技术和方法

已难以高效、快捷地解决，必须重新审视心理咨询行业在未来发展中的定位、

全面发挥心理咨询的应有功能，以便帮助人们预防和解决由身心压力带来的各

种心理问题。在网络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各种心理问题的解决

与治疗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各种信息、知识都是以数据为载体存在的。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的创新技术为人们开启了新的生活模式。因此，

我们需要探究如何将大数据的创新技术应用到心理咨询中，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方面的智慧技术在咨询过程中建立智能咨询模式并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这样既可以构建高效、快捷的咨询服务模式，又能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工

作与发挥心理咨询服务效益。

2  智能咨询模式的产生背景

我们已经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即信息产生价值的时代，信息

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人类在各种活动中会产生大量的实时数据信息，

这些数据大部分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技术产品，如手机、平板电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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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搜索引擎、在线购物网站、社交网络以及 GPS 导航仪等［1］。通过追踪

人类活动产生的这些数据信息，大量的可分析数据可以通过分析而对人类的

某些行为进行预测。

世卫组织的最新报告表明：心理问题导致了全世界 12% 的疾病。此外，

报告还强调，46% 的疾病都与抑郁症直接相关。世卫组织专家认为，如果保

持这一趋势，在不考虑社会经济水平、国家、信仰和文化等因素的情况下，

到 2030 年抑郁症将成为引发人们心理疾病的第一大诱因。据 2019 年世卫组织

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3.5 亿抑郁症患者，近十年来患者的增速约

18%，而且统计结果显示，抑郁症在精神疾病负担中所占比重位于首位，约为

40.5%。近年来，躯体疾病共患抑郁症的人数在逐年增加，给社会带来了极大

的影响。慢性疾病如心绞痛、关节炎、哮喘、糖尿病甚至癌症等，常常共病抑

郁症，而抑郁症又可影响慢性疾病的预后［2］。截至 2019 年，中国的抑郁人

数已经超过 9500 万人。自 1990 年至 2010 年，抑郁症始终在我国疾病负担中

排名第二，预计到 2030 年抑郁症将会居于我国疾病负担的首位［3］。在此基

础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和心理问题的逐年递增，可以预测我国心理咨

询与治疗的需求将会持续增长［4］。然而心理咨询行业仍面临着“僧多粥少”

的局面，我国心理咨询师的缺口达 43 万人［5］。由于我国的心理服务行业起

步较晚，咨询服务人员要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培训，通过考评达到合格后方可

进入咨询行业进行咨询服务工作。以往传统对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培训，采用

的是由资深的心理咨询专家对新手咨询师的培训，由新手咨询师进行实习和接

受督导，培训结束之后实习咨询师开始进入咨询服务工作。但在实际的操作过

程中存在培训的方式单一、培训时间紧迫、实践技能训练缺乏、心理咨询督导

制度不健全以及缺乏后续培养理念等问题［6］，传统对心理咨询服务人员的

培养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迫切需求。此外，由于目前

在心理咨询领域咨询服务人员的缺乏，在具体的咨询过程中“一种疗法，包治

百病”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来访者找不到合适的咨询师，耽误了治疗的时间，

而咨询师又遇不到合适的来访者，造成了治疗资源的浪费，损害了咨询双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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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利益［7］。对于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大数据技术与心理咨询有效的结

合是未来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因此，本文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

有效挖掘心理咨询过程中的各种数据信息并且构建出一套能提升咨询方法与咨

询效果的智能咨询模式，这是解决目前咨询行业局限的有效途径，由此提出“智

能咨询模式”这一概念。

3  智能咨询模式的概念

与传统咨询模式不同，智能咨询模式结合了云计算和可实施动态系统，可

以构建更完整的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咨询服务体系。在大数据背景下，具有实用性、

可扩展性及可靠性等特点的云计算可实现数据的分布式并行处理，是构建大数

据分析平台的重要依托。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线上咨询服务平台体系让来访

者在遇到心理困惑时能随时随地进行心理求助，该咨询服务体系可以搜集来访

者有关的家庭情况、工作性质与工作时长、在线购物、电话通讯及人际交往等

方面的信息，并对这些实时信息进行数据汇总分析，有助于咨询师准确、全面

了解来访者的近期动态信息与行为模式以及压力源，从而为来访者提供准确而

有效的咨询服务。此外，该咨询服务体系还结合 GPS 导航仪与智能推荐服务功

能等，可以根据来访者目前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近期的动态信息以及行为模式，

为来访者智能化推荐适合的线上咨询师与就近的线下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咨询

师。该模式的根本宗旨是为了进一步有效帮助来访者进行心理咨询，快速高效

的解决来访者的心理问题与心理困惑。

从信息化视角来看智能咨询模式，智能咨询模式切实有效的利用咨询领域

的相关内容和信息技术，有效实现咨询过程中对来访者信息的采集、处理、存

储和应用等相关工作，使咨询信息内容充分实现数字化，对这些数字信息进行

统计分析，并进一步进行行为预测。例如，学校可以通过对学生心理健康数据

收集后，对全校学生心理健康进行全覆盖筛查，从筛查中筛选出心理可能存在

危机的学生，对他们及早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援助工作，并开发心理危机动态

预警平台，联结危机学生动态信息资料库，让学生需要心理帮助的时候给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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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帮助与辅导，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4  智能咨询模式的特点

4.1  行业规范化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疗法呈纷乱景象。在专业培训领域，同样呈现各种

五花八门的疗法，某冷僻的疗法反而比几大主要心理咨询流派更加兴旺［4］。

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治疗体系。在大数据背景下，我们可以借

助互联网线上咨询服务体系平台在全国形成统一规范的治疗体系。对咨询师而

言，在统一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的前提下，咨询师可以全面系统的收集各种疗

法的咨询技巧和步骤，并将各个疗法的治疗过程系统性地整理成一套完整的治

疗方法体系，这不仅可以为新手咨询师提供方便、准确的学习与指导标准，还

可以规范咨询行业各种治疗方法和体系，使得咨询行业逐步规范化和完善化；

对来访者而言，规范系统的咨询体系可以帮助来访者认可和信赖心理咨询服务

行业，同时有助于保障来访者的各项权益，利于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这既可

以提升咨询效果，又能进一步促进心理咨询服务向更全面、系统、专业化的方

向发展。

4.2  信息精准化

大数据带给了我们很多知识，大数据在高等教育方面可以实时追踪学生动

态信息，凭借学生们的 ID 卡使用情况获知他们何时何地购物、用餐或参加诸如

音乐会和演讲等学生活动；获知他们何时进入宿舍、教室或是娱乐中心。课程

管理软件记录了学生在某些学习资料上花费的学习时间，甚至可以追踪学生的

课程签到情况、课堂表现情况［1］。结合高等教育带给我们在咨询方面的启示，

我们在和来访者签订知情同意之后，可以对来访者的个人成长进行一系列的数

据追踪，分析其个性特征以及行为习惯。对于普通人群，可以追踪居民用户信

息的情况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上网情况、出行或人际沟通），来更加准确、

全面的了解来访者情况，然后对其提供及时、针对性的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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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群体的来访者可以进行学生卡追踪，学生卡刷卡（进出教学楼等）获得学生

的日常行为习惯和个性特质数据。通过客观的数据分析来了解个体的行为习惯，

再结合心理诊断的系统流程，咨询服务工作者可以准确的对来访者的心理状况

进行诊断，从而快速为来访者找到适合的咨询流派和治疗方法，高效地解决来

访者的心理困扰，建立更好的心理咨询发展模式。

4.3  咨询个性化

在自然科学领域，大数据应用意义之重大是因为其一旦被准确定位、采集，

就可以在无数领域被反复使用。同样，在大数据背景下，我们对咨询师的数据

采集信息也可以在咨询领域反复使用。利用大数据构建的线上咨询服务平台体

系，根据系统对咨询师的个人成长及咨询过程风格的评估，利用互联网全面整

合采集咨询师的资料对来访者进行追踪分析以及个性特征评估的基础上，为来

访者智能化推荐适合来访者个性特征的咨询师，致力于为来访者打造个性化的

咨询服务体系。为来访者提供满意的咨询服务流程，有效解决来访者因对咨询

效果不满意而出现在咨询过程脱落、产生咨询纠纷、咨询师资源浪费等问题，

提升咨询服务效果和来访者的咨询满意度。

4.4  匹配高度化

“心病还须心药医”，如何在纷乱繁多的心理治疗方法中选择适合个体的

某一疗法就变得尤为重要。精神分析、人本主义、认知行为、正念冥想、内观

疗法…目前来说，心理治疗的方法有 400 多种，每一种方法都有研究证实其有

效性［8］。但是在具体的咨询过程中，来访者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

如何寻找与自己最匹配的治疗师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的潜能建立更坚实的关系来提升来访者与咨询师的匹配度。

在互联网以及更强大的数据管理系统支持下，经统计 2012 年仅在美国地区，

eHarmony 旗下的婚介交友项目就促成了约 20 万桩婚姻［9］，这家公司的成功

实际上主要归功于大数据方法在情侣配对、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应用。这给我们

的咨询工作带来的启示是，同样在来访者与咨询师的匹配方式上，我们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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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线上咨询服务平台体系，收集来访者的个人成长经历和目前的动态行为信息，

结合其个性特征以及处事风格，对来访者的特征进行系统化评估，得出评估结

果；另一方面对咨询师的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以及咨询过程风格同样进行

系统化评估，确定其治疗风格与所擅长的心理疾病治疗类别，以上信息经过系

统全面综合的分析之后，系统会自动为来访者提供配对分数较好的咨询流派和

咨询师，提供给来访者进行选择，以便来访者选择某一种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

从而有效解决了某些地区心理咨询服务人员短缺、分布不均匀、来访者与咨询

师不匹配导致咨询效果不佳等问题，最大化发挥咨询效益。

4.5  预防及早化

大数据另一个发展的领域就是预测分析，即利用计算机算法来分析大量的

数据模式，从而做出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决策［10］。尽管有的读者并不关心

消费、欺骗和行业竞争这些事，但预测分析还可以预测出谁会申请、保留、犹

豫、最后成为买家。同样的，预测分析也能帮咨询师选出帮助来访者最佳的干

预时机和方式。例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电子顾问（Advisor）软件程序通过

主动监控学生的学位项目进步、Facebook 信息、学生卡刷卡（进出教学楼等）

的情况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来区分出需要立即采取干预手段的问题学生，然

后提供帮助，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毕业［11］。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可视化和量

化管理，预测学生偏好和行为倾向，及早进行追踪，尽早制定干预措施。同样，

线上心理咨询服务平台系统也可以运用电子软件程序通过主动监控有心理疾病

来访者的行为方式，来区分出需要立即采取干预手段的来访者，然后提供及时

而准确的帮助。比如，对抑郁症患者可以追踪其行为方式，在患者接受咨询效

果较好的时候对其进行咨询，以帮助患者早日康复。对有自杀倾向的人群，通

过主动监控干预，在其有自杀想法时立即采取相关的干预措施，提前进行心理

咨询和其他疏导工作。国内很多高校都在探索构建基于“互联网 +”思维的高

校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平台系统，科学、动态、有效的进行高校心理危机的管

理工作。在学校中，学校通过对所有学生心理健康数据进行收集、筛查，选出

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及早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援助工作。例如，北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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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咨询中心通过结合学生的心理测评结果和心理咨询的过程反应模式，已经为

在校学生建立实时动态预警系统，在学生将会出现心理危机的时候，预警系统

会及时提示相关心理服务人员对危机学生进行相关干预工作，为高校的大学生

心理危机预防提供保障。

5  总结

健康是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在“全民

健康，健康中国”的倡导下，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而心理健康是全

民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作为心理健康服务的重

要组成形式，有助于促进人民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全民的生活幸福指数；

有利于社会局面的安定与和谐。而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与信息革命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心理咨询发展的主要趋势。利用大数据的潜能

和优势解决当前心理咨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提供更好的优质化的咨询服

务是时代发展和人们追求更高健康生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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