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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CMHE）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工

程，是以社区为载体，通过多主体协作开展心理健康知

识普及、心理问题预防干预及心理资本培育的系统化服

务过程。同时，它也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提升居民心理健康素养、预防心理问题的核

心功能。

然而，当前社区心理健康教育面临专业人才短缺、

服务资源不均衡、个性化不足等问题（黄玮，2019）。

有学者曾提出，社会心理要与“新时代”紧密结合，社

会心理建设须从经济基础和社会意识形式两个方向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 
实践策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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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普及程度显著提升，且在社

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领域的应用潜力日益显现。本文基于AIGC的技术特性，系统地探讨其在赋能社区心理健康

教育方面的逻辑框架与实践策略，以进一步发挥AIGC的现实价值。AIGC可通过动态需求评估、个性化干预、科

普教育等路径来提升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精准性与普惠性。同时，结合国内外现有文献，本文揭示了

AIGC在与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例如隐私泄露风险、算法偏见、情感理解局限

性以及社区接受度差异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人机协同”模式、强化数据匿名化与算法透明度、加强技

术培训与社区科普宣传等应对策略，为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指导。此外，本文进一步展

望了AIGC技术与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的深度融合路径，提出未来研究需聚焦多模态情感计算技术研发、跨文

化适应性算法优化以及差异化应用场景开发，推动AIGC与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整合，为构建智能化、普惠

化的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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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心理健康教育被纳

入国家发展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目标，2017年教育部等22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2018年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推动相关

政策落地实施。这些文件强调从“问题解决”转向“发

展促进”，形成了覆盖教育、医疗、社区的多部门协作

框架。

社区心理健康教育（communi ty  menta l  heal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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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引导、引领、规范 社会心理的理性发展（王月琴，

2020）。如今，“新时代”已经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在

国家战略布局层面，我国已实现从“互联网+”向“人工

智能+”的战略升级。生成式人工智能，即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又称“生成式AI”，是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人工

智能领域的高阶形式（吴志先，2024）。其中，以“文

心一言”“讯飞星火”“豆包”等应用程序为代表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其功能包括辅导教学、生成课

件、设计作业、反馈评估、对话互动等，在教育领域受

到了广泛关注（童仁杰，汪维富，钟志贤，2025）。也

有研究表明，AIGC作为一种能够自主生成文本、图像、

对话的智能技术，已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展现出显著优

势。但通过使用AICG赋能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建设，目前

相关研究仍然较少。2025年，随着新兴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问世，将 AIGC 融入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有

助于突破传统服务模式的局限，增强心理教育的可及性

与精准性。

基于 AIGC 技术探索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路

径——突破传统服 务模式的局限，加强心理教育的普及

程度与针对性，推动智能化、普惠化的 社区心理健康服

务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  理论基础：AIGC 赋能社区心育的
逻辑框架

2.1  AIGC 的技术特性解析

AIGC 的核心能力涉及 NLP、机器学习和知识图谱构

建等方面，这些技术使 AIGC 能够模拟人类对话过程、

分析文本情感倾向，并生成个性化输出，为社区心理健

康教育服务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例如，NLP 技术通过

分析社交媒体、电子健康记录、临床笔记等文本，识别

个体的情绪状态及心理健康状况；大数据情感分析技术

能够检测出可能存在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早期迹

象；AIGC 还可生成富有同理心的心理支持内容和个性化

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的不足。

2.2  社区心育的核心需求与 AIGC 的适配性

社区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基础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主要聚焦于提升居民心理健康素

养与预防心理问题两大维度。在这一目标体系中存在三

个递进层次的核心需求：基础层是通过普及心理健康知

识，来消除个体的认知偏差；中间层是借助技能训练来

增强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顶层次是通过社会支持网络

的建设来实现心理韧性的系统性培养。

以回迁社区为例，回迁社区是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

进程，因拆迁安置而形成的新社区。据推算，每年新产

生的回迁社区儿童数量约为227.15万人，规模庞大。其

中，回迁社区的留守儿童存在孤独、自卑、怨恨等心理

问题，甚至对父母的存在与否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吴

婧仪，2016）。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战

略目标的持续推进，尤其是国务院《深入实施以人为本

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2024—2029年）》的

全面落实，在加速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可能导致回迁

社区数量在短期内阶段性激增，进而使随迁子女的心理

健康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心理咨询需求量大，但与之匹配的心理健康

咨询人力资源短缺，且咨询成本过高，这仍是当下社区

心理健康教育服务难以调和的矛盾。而AIGC作为新一

代数字技术的核心驱动力，其高效性、个性化与普惠性

特征与社区服务需求高度契合。通过算法驱动的智能问

答、个性化心理干预方案生成等功能，AIGC不仅可突破

时空限制，增加服务供给量，还能通过数据训练不断优

化服务精准度，这种技术赋能的创新模式，为破解心理

服务供需失衡的难题提供了兼具效率与人文关怀的实践

路径。

3  AIGC 赋能社区心育的实践策略

3.1  基于 AIGC 的心理健康需求动态评估

传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评估，多借助问卷调

查、面对面访谈等人工方式完成，这些方式费时费力且

存在主观因素的影响。在 AIGC 技术的加持下，让心理健

康需求的评估不再是一件难事，这就是 AIGC 技术将为心

理健康需求动态化评估赋能的途径。

（1）文本情感分析

心理健康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体的语言表达。

AIGC 通过分析多样化数据源，为情感识别提供了新手

段，NLP 与情感分析相结合使模型能够从文本中推断情

绪状态（Straw & CallisonBurch，2020），AIGC 可对社区

居民在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公开平台上发表的言论进

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从而识别出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如焦虑、抑郁等情感倾向。这种方式能够捕捉居民日常

生活中的真实情感流露，为精准评估心理健康需求提供

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2）智能问卷设计

AIGC 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问卷设计

和数据采集方面的应用逐渐深入，优势日益凸显。相关

研究表明，根据居民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个人特点

动态生成个性化问卷，可以使数据采集的针对性、准确

性得到较大提升。AIGC技术通过对多模态数据进行综

合处理与深度语义分析，基于认知心理学和统计建模方

法，实现问卷题目及项目的适应性调整和优化。这种智

能化问卷设计方式，不仅提高了数据采集的针对性，还

有助于减少因问卷设计不合理、题型单一导致的社会愿

望偏差、假设偏差等结果偏差，进而增强测评结果的精

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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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的自动生成，通过多模态信息 编码策略实现知识可

视化。这种模式既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情境 —协

作—会话”的认知建构机制，又突破了传统文字传播通

过跨模态信 息整合的认知符合限制。这种新颖的形式更

易于用户理解，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和文化背景人群

的居住需求，对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普及和 有效性也有

了很大的提高。

（2）交互式学习平台智能化

心理健康知识问答系统，以知识图谱和认知诊断模

型为基础构建，通过游戏化机制设计，如积分累积、奖

励激励等游戏化要素，提高居民学习兴趣，提高教育实

效。开发了以 AI 为驱动的心理健康知识问答系统，不仅

以趣味的方式激发了居民的学习热情，而且推动了心理

健康知识的普及和传播。

（3）个性化推荐系统精准化

AIGC 可以通过协同过滤算法与给予分析技术的融合

应用，系统推送定制化的科普内容，根据居民的浏览轨

迹、兴趣偏好、行李评价数据等进行综合分析。这种个

性化推荐方式，不仅可以提高信息传递效率，还可以有

效提升居民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接受度和认同感，推动其

个性化、精准化。

3.4  AIGC 辅助的心理危机干预

在社区心理危机事件，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

中，AIGC 可发挥关键作用。

（1）快速响应机制

心理干预的快速响应机制通常指在当紧急情况发生

后，迅介入以满足求助者切实的心理需求的程序。在互

联网使用的场景中，AIGC 通过实时监测网络舆情，快速

识别危机事件中的心理创伤信号，并基于大数据算法自

动触发预警，一定程度上给予求助者前期的心理帮助。

（2）心理急救支持

心理危机事件发生后，通常是求助者内心最脆弱

的时候，此时除了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以外，AIGC 可

以生成标准化的心理急救指南，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

或未受过系统培训的帮助者提供心理应急干预的参考。

这些指南不仅涵盖了基本的心理急救知识，还可以根据

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调整，从而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3）长期跟踪服务

一直以来，传统的长期跟踪服务被认为是费时费力

的工作，而且随着时间的拉长，跟踪服务容易受现实生

活的影响，最终导致跟踪效果不佳。AIGC 的引入，可通

过建立居民心理健康档案数据库，持续跟踪危机事件后

居民的心理恢复情况，并根据实际需求实时调整个性化

的恢复建议和策略。这种长期的跟踪服务不仅有助于及

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心理问题，还可以为居民提供远程

心理支持，促进其心理健康的全面恢复持。最终，打破

时空上的局限性。

（3）动态预警模型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数据进行深入分析，AIGC

能够构建社区心理问题高发的预测模型。这一模型能够

提前识别出潜在的心理问题群体，为社区心理健康教育

的提前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先前有学者研究发现，在

线抑郁社区已成为用户表达健康信息需求、搜寻健康

信息的重要载体，其中求助用户数占社区成员总数的 

27.81%， 但用户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存在较多价值不高

的信息（姚晓旭，2022）。实践中发现预警模型的需求

大，但对客户个性化问题的解决程度较低。而现今，通

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数据的深入分析，AIGC 可以构建

出社区心理问题高发的预测模型。这一模型能够提前识

别出潜在的心理问题群体，为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提前

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3.2  AIGC 驱动的个性化心理干预

传统心理干预方案以“四个学会”，即学会沟通、

学会调控、学会学习、学会规划为核心构建内容框架，

聚焦学习指导（占比42.3%）、人际交往（31.7%）、情

绪管理（18.5%）等共性需求。其典型模式包括心理健康

课、团体辅导、讲座等，如美国学校通过心理健康中心

开展标准化咨询。但这种“一刀切”的设计难以覆盖个

体差异，例如青少年对升学择业指导的需求存在显著个

体差异（牛端 等，2009）。AIGC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

构这一服务范式，具体如下。

（1）智能对话助手

开发基于 AIGC 技术、具备情绪识别与共情反馈功

能的智能对话聊天机器人，为居民提供 24 小时心理支持

服务。该聊天机器人能够根据对话内容识别用户情绪状

态，并生成共情回应或专业建议，实现及时干预。

（2）定制化内容生成

AIGC根据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通过整合居民心理

健康档案数据，系统可自适应生成科普文章、短视频或

心理练习方案等干预内容。以存在考试焦虑的中学生用

户为例，系统可以生成符合其认知水平和兴趣偏好的压

力管理技巧等内容，从而缓解考试焦虑，有效提升其心

理健康水平。

（3）远程指导辅助

AIGC 技术在心理健康教育服务过程中，也能实时为

社区心育工作者提供辅助建议。例如在访谈时，辅助工

作者依据语音辨识技术分析居民微表情及语调变化，调

整干预策略，以提高使用者的参与度及满意度。

3.3  AIGC 优化社区心理科普教育

社区心理科普教育是促进居民心理健康意识的重要

手段，通过以下方式可以开展 AIGC 的赋能效应。

（1）构建多模态内容创作体系

构建多模态内容创作体系。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 

AIGC 技术，可通 过图文、动画、短视频等多样化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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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服务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3）实践路径：心育工作者技术培训与社区科普

宣传

在技术培训方面，应定期组织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者参加针对AIGC技术的专项培训及经验交流活动，系

统化地对社区心育工作者进行AIGC系统操作方法和实际

应用场景的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心育工作者在实际工作

中应用 AIGC 技术的能力，同时，强化社区科普宣传，提

高居民对AIGC 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举办讲座、

展览、宣传活动等各类形式，向居民普及 AIGC 技术在心

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和优势，增强居民对 AIGC 技

术的信任度和配合度。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支撑，系统阐述了其赋能

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AIGC 依托自

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核心技术，有效突

破了传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模式的局限。通过构建

动态需求评估模型、个性化干预生成系统，优化科普教

育方式以及开展危机干预等手段，显著提升了心理健康

服务的可及性、精准性与普惠性，特别是回迁社区等典

型场景，AIGC 通过多模态情感分析、智能问卷设计与预

警模型构建，实现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心理问题的早期

识别与分级干预，破解基层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专业人

才短缺与资源分布不均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AIGC 与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

融合仍面临三重挑战。在伦理层面，数据隐私泄露与算

法偏见可能引发居民信任问题；在技术层面，AIGC 在情

感理解深度与人机交互共情能力上存在局限，制约了其

替代专业心理服务的深度应用；在实践层面，社区工作

者数字素养不足与居民技术接受度差异形成的“数字鸿

沟”，影响了技术效能的充分释放。对此，本文提出构

建“人机协同”模式、强化数据匿名化与算法透明度、

加强技术培训与社区科普宣传等组合策略，推动 AIGC 技

术应用的规范化发展。

未来 AIGC 赋能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需要

进一步深化以下方向：（1）技术演进维度，应研发融合

多模态生理信号解析、长程语境理解、提升辨识复杂心理

特征的精确度，如抑郁倾向、焦虑谱系障碍等；（2）治 

理体系维度，应建立涵盖数据主权界定、算法伦理审

查、人机权责划分等的制度框架，完善技术应用的监管

沙盒机制；（3）实践创新维度，应开发场景化应用套

件，如针对银发群体设计语音互动心理陪护系统，为青

少年群体打造游戏化心理训练的虚拟空间，形成差异化

技术解决方案；（4）建立多维度的应用架构，实现差异

化的解决方案。同时，未来研究还可以深入探讨 AIGC 与

元宇宙、脑机接口等新兴技术的融合潜力，进一步探索

人机协同的最佳模式，从而构建一个虚实结合的社区心

4  AIGC 赋能社区心育的挑战与应对

4.1  主要挑战

（1）伦理风险：隐私泄露与算法偏见

众所周知，在使用各种应用软件的过程中，伦理问

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生成人工智能也不例外，

隐私泄露仍成为利用 AIGC 技术对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的当务之急。不当的数据管理和使用可

能导致个人敏感信息外泄，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必

要的困扰和风险，此外算法偏见也是不容忽视的伦理挑

战。AIGC 系统也会因为数据训练集本身的限制和不平

衡，而对特定人群产生偏见，进而影响心理健康评估的

精确性和公正性。

（2）技术局限：情感理解的局限性与人机信任问题

AIGC 技术虽然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方面取

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准确理解和模拟人类复杂多变的情

感方面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能导致 

AIGC 系统不能充分满足居民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深层次需

求。同时，人机信任问题也是制约 AIGC 技术在社区心理

健康教育领域广泛应用的关键因素，比如社区居民可能

对 AIGC 系统的建议和干预抱有怀疑或质疑态度，从而影

响居民对的接受度以及 AIGC 技术应用效果。

（3）实践障碍：工作者技术素养不足与社区接受度

差异

在社区实践中，心理健康工作者对 AIGC 技术的熟悉

程度直接影响该技术在实践场景中的应用效果。目前，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种类繁多，部分社区工作者可能因缺

乏必要的技术素养，难以充分接受并运用AIGC 技术，最

终导致其在心理健康评估和干预工作中难以完全发挥作

用。此外，由于不同社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居

民素质等方面存在差异，AIGC 技术在社区内的接受度、

应用效果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4.2  应对策略

（1）伦理规范：数据匿名化与算法透明度建设

AIGC 技术开发方要对居民隐私进行保护，避免隐私

泄露风险，因此 AIGC 技术开发方要严格进行数据匿名

化处理，避免使用 AIGC 技术分析和应用居民心理健康

数据后，能够对具体个人进行追溯。同时要提高算法透

明度，公开算法的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理、个人信息

获取渠道、个人信息训练过程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与

审查，保证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从而让居民对 

AIGC 系统信任，减少算法偏见带来的负面影响。

（2）技术优化：人机协同模式的构建

在情感理解和人机信任上的 AIGC 局限，可以以人机

协同的方式构建，即把 AIGC 系统作为辅助工具，对初评

结果和干预措施给出建议，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则需

要基于专业知识和经验，对上述结果和建议进行判断和

修正，充分发挥 AIGC 技术优势的同时弥补不足，提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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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服务生态，为构建智能化、普惠化的社会心理健

康服务体系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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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AIGC in Empowering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han Yuling Zhang Junquan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IGC)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adoption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ith growing potential for application in community-bas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ervices. Building upon AIGC’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its log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empowering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reby amplifying AIGC’s real-
world value. AIGC enhances the accessibility, precision, and inclusivity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hrough 
dynamic needs assessment,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s, and science-based education. By synthesizing exis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is study identifies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in AIGC’s deep integration with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cluding privacy breach risks, algorithmic bias, limitations in emotional comprehension, and 
disparities in community acceptanc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such as establishing human-
AI collaboration models, enhancing data anonymization and algorithm transparency, and implementing technical 
training with community science outreach programs, providing actionable guidance for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nvisions future integration pathways between AIGC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dvocating for research priorities in three domains: (1) Developing multimodal affective computing technologies.  
(2) Optimizing cross-cultural adaptive algorithms. (3) Exploring differentiated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ese directions 
aim to facilitate the profound convergence of AIGC with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blueprints for establishing intelligent, equitable social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s.
Key words: AIGC;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s; Practical strateg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