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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决策树模型能否成为中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中可应用的高效分析手段。方法：采用决策树

模型对299名中学生的554心理健康问题的代表性指标进行研究。结果：决策树分析结果显示，中学生

心理问题最重要的指标是自杀分数，其次是抑郁情绪、对人焦虑和躯体症状。结论：决策树模型在中学

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中能够科学地提升效率，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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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decision tree model can be used as an efficient analysis metho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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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Method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29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studied by using decision tree model. 
Results: The results of decision tree analysis show that suicide sco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ex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followed by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hysical 
symptoms. Conclusion: Decision tree model can scientifical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work and has certain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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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教育领域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在当下社会，中学生们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压力，学习、家庭、社交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可能成为他们心中的重负。这些压力可能导致焦虑、抑

郁等心理问题，甚至出现自我封闭、社交障碍等现象。因此，中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通过评估，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困扰，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帮助和干预。这不仅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适应能力，更有助于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同时，心理健康评估工作也

为学校和家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学生的需求，制定更符合学生特点的教育计划。 
当前，常见的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工作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观察法，即通过观察学生的行

为、语言、情绪等表现，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观察法可以及时发现学生的异常行为，但需要评估者具

备一定的经验和技能，并且对学生行为进行持续地观察与监测。② 心理测验法：通过对学生进行心理测

验，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和情绪状态。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估测验工具主要有心理健康素质量表、适

应取向的心理健康量表和症状取向的心理健康症状量表三类，其中由 Derogatis (1973)编制的症状自评量

表 SCL-90 是运用最为广泛的心理健康量表。心理测验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但对符合学校当下

需求的测评工具的选择及对结果的解读与分析仍需要具备较高专业性的专家来完成。③ 访谈法：通过与

学生面对面地交流，了解其心理状况和困惑。访谈法可以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但需要评估者具备

较好的沟通技巧和心理学专业知识。 
2023 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要全方位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心理问题预防和

监测机制，主动干预，增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然而，尽管中学生心理健康评

估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部分学校心理测评仍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如测评工具设计与选择不

合理、测评过程不规范、测评结果解释不准确等，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对心理测评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及二

次筛查。而各学校配备的专业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相对匮乏，又导致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较大，

或相关工作由非专业人员承担的现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评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综上所述，当

前中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为了能在心理问题评估与筛查工作中节省人力、物力成本，对于中学生的心理测评结果需要引入更

加科学高效的分析手段。分类决策树分析法作为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可以同时兼顾每个变量与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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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多重复杂关系，从而确定每个变量的最佳分割点，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最优组合，

并按照影响因素的重要顺序来分层构建预测目标变量的最优节点分支。因此，决策树算法当前广泛应用

于金融、商业和医疗等领域，帮助企业做出更优的决策或帮助医生做出更好的诊断。在心理健康方面，

目前已有国内外研究将决策树模型引入学生自杀预测的研究当中(Kim et al., 2021; Kirtley et al., 1999; 薛
朝霞等，2024)。本研究以天津市武清区某学校为范例，利用分类决策树模型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心理测

评数据与心理教师对学生的面谈评估结果进行分析，深入讨论当前学生心理测评中常见的测量指标在预

测学生心理问题真实表现中的重要性顺序，为学校今后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评估工作提供更加科学的方

法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与施测 

基于天津市武清区六力学校对全校中学生开展的心理普测数据，采用 MHT、PHQ-9、C-SSRS 等权

威心理量表，以科学界定的心理健康指标为基础，着重筛选自伤自杀意念、情绪症状及其他心理症状等，

筛选出 318 名心理健康状态风险较高的学生，由本校 20 名心理教师进行面谈筛查。参与面谈的心理教师

均具备心理学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面谈前经过统一培训，从五个维度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访谈”，

包括：① 近期情绪状态，包括学生近两周的情绪状态、近一个月的心情状态、压力源以及处理压力的方

式、行为模式等；② 一般状态，主要检测学生近期的身体健康状况、睡眠质量、饮食等方面的情况，探

索重大身体疾病对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③ 支持系统，主要包括学生的家庭氛围、人际关系，以及遇到

难题是否主动求助等；④ 自伤、自杀风险评估，主要探索学生的自杀风险，做危机识别；⑤ 精神病性

评估，主要评估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是否有幻听、幻视等精神病性症状。根据访谈结果，由面谈教师

对该名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评级，分为：① 正常：适应环境，情绪稳定，人际关系和谐，人格完整，

行为符合社会规范；② 严重心理问题：近期发生重大生活事件(现实刺激强烈，对个体威胁较大)，痛苦

情绪，痛苦情绪间断或不间断地持续两月以上，半年以下，心理冲突常形，反应对象泛化，社会功能轻

微受损；③ 三级风险预警：自杀意念、无自杀计划、无自杀尝试；④ 二级风险预警：严重的心理异常

状态，如现实检验能力变弱，严重的抑郁、焦虑情绪难以自我纾解达两周或两周以上，社会功能严重受

损，并伴有自杀意念；⑤ 一级风险预警：自杀意图、自杀计划、自杀尝试或近期有自杀未遂经历。最终，

参与访谈并能获取有效数据的学生 299 名，占比 94.03%。其中，女生 150 人，男生 149 人，平均年龄 15.89 
± 1.55 岁。 

2.2. 工具 

2.2.1.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本研究采用华东师范大学周步成(1991)编制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est, MHT)，该测验共 100 个题项。由八个内容量表和一个效度量表组成，采用两

点计分法。测验主要从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8 个内容展开。本研究中次量表中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882。 

2.2.2. 病人健康状态问卷 
本研究采用 Spitzer 及其团队编制的病人健康状态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该量

表用于评估情感障碍、焦虑障碍以及其他精神障碍的标准化量表。PHQ-9 共 9 题，是基于 DSM-Ⅳ诊断

重性抑郁障碍的 9 个标准而制定的。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通常在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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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2.2.3. 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 
本研究采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医学系的 Gerstenhaber 教授及其团队编制的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

度评定量表(Columbia Suicide Severity Rating Scale, C-SSRS)，这个量表是一个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和实践

中的标准化工具，用于评估个体自杀意念、行为以及自杀企图的严重程度与变化情况。该量表是一个半

结构化的访谈评估量表，其中包括 4 个分量表：严重程度量表、强度量表、行为量表和死亡量表。1) 严
重度量表主要用于评估自杀观念的严重程度。2) 强度量表，是一个评价自杀观念强度的量表。3) 行为量

表：该量表用于评估自杀行为。4) 死亡量表，用来评估真实的自杀。该量表在聚合效度、区分效度、预

测效度等方面具有很好的表现，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6.0 进行数据分析。定性资料和定量资料分别采用人数、构成比(%)和均数 ± 标准差(M ± 
SD)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定量资料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决策树模型的构件选用皮尔逊卡方自动交互检

测(CHAID)算法，使用 Bonferroni 方法调整显著性，拆分以及合并的显著性检验水准均设定 = 0.05，最

大生长树深度设定为 3 层，父节点、子节点最小样本数分别设定为 20 和 5。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及单因素分析 

根据 20 名心理老师的面谈筛查，299 名接受一对一面谈的学生中，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 47 名，

达到三级风险预警标准的学生 9 名，达到二级风险预警标准的学生 3 名，达到一级风险预警的学生 1 名，

共计 60 名，标记为面谈筛查阳性，需持续性重点关注，占比 20.07%。心理健康状态正常的学生与面谈

筛查阳性的学生在全校心理普测中各项分数的描述性统计及单因素分析见表 1。 
 

Table 1. Interview screening results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表 1. 面谈筛查结果心理健康测评单因素分析 

筛查分类 正常(n = 239) 阳性(n = 60) 统计值 P 
学习焦虑(M ± SD) 10.37 ± 3.50 11.47 ± 2.32 F = 5.307 <0.05 
对人焦虑(M ± SD) 6.47 ± 2.36 7.48 ± 2.24 F = 8.998 <0.01 
孤独倾向(M ± SD) 5.37 ± 2.86 6.40 ± 2.40 F = 6.591 <0.05 
自责倾向(M ± SD) 7.11 ± 2.52 8.02 ± 1.90 F = 6.728 <0.05 
过敏倾向(M ± SD) 7.45 ± 1.94 8.33 ± 1.56 F = 10.616 <0.001 
身体症状(M ± SD) 9.13 ± 2.95 11.08 ± 2.04 F = 23.458 <0.001 
恐怖倾向(M ± SD) 5.44 ± 3.10 6.60 ± 2.95 F = 6.796 <0.05 
冲动倾向(M ± SD) 11.74 ± 3.32 12.56 ± 3.46 F = 3.564 0.060 
抑郁情绪(M ± SD) 17.81 ± 3.16 20.55 ± 2.90 F = 37.171 <0.001 
自杀分数(M ± SD) 4.18 ± 1.87 6.08 ± 0.89 F = 58.821 <0.001 

3.2. 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筛查的决策树分析 

将心理健康状况面谈筛查是否阳性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

行决策树分析，建立的决策树模型共 3 层，包括 12 个节点和 8 个终端节点，详见图 1。中学生是否存在

严重及以上程度的心理问题的独立影响因素依次为自杀分数、抑郁情绪、对人焦虑和身体症状。模型的

分类准确率为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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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cision tree model for screen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图 1. 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筛查的决策树模型 

4. 讨论 

4.1. 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预测因子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面谈筛查中，呈现严重心理问题及以上的学生，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

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抑郁情绪以及自身分数方面都显著高于

在面谈筛查中被认定正常的同学。这说明中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往往是综合的，形成多维度影响的。这

一发现强化了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复杂性和相互交织性质的认识，提示在实际工作中应全面考量学生的心

理状态，避免单一维度的评估。 
分类决策树模型的构建与分析进一步明确了预测严重心理问题的关键因素及权重顺序。尽管诸多心

理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但并非所有特征在模型中均有统计学意义。最终，自杀分数、对人焦虑、抑郁情

绪和身体症状被证实为预测严重心理问题的核心指标。模型的应用价值体现在其能够指导面谈筛查工作

的优先级设置，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保持高覆盖度。 
具体而言，建议首先针对自杀分数大于 4 分的学生进行重点筛查，尤其是自杀分数介于 4 至 6 分的

学生中，优先关注抑郁情绪得分大于 15 者；而对于自杀分数大于 6 分的学生，则应优先考虑对人焦虑分

数大于 6 分者。按照此标准，仅需面谈 141 名学生即可准确识别出 57 名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工作

效率提升显著(减少 52.84%的面谈工作量)，同时保持了高达 95%的问题学生覆盖率。这一策略不仅大大

节约了人力资源，也提升了心理健康评估的精准度和时效性，为今后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工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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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用且高效的参考框架。 

4.2. 预测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决策树模型 

决策树模型因其自上而下、递归分割的特性，已在医学等领域广泛应用，其在本研究中的成功应用

再次印证了其在复杂数据解析和预测任务中的优越性。在学校心理安全管理视角下，决策树模型的独特

优势在于能够依据特定心理特征的取值将学生群体划分为不同风险层级的子集，依据设定的最优分割准

则，选择最具预测力的节点进行数据分割，通过反复验证与优化，构建出能够有效预测学生心理危机及

风险等级的模型。 
本研究所构建的决策树模型聚焦于自杀分数、对人焦虑、抑郁情绪和身体症状四个关键心理变量。

自杀分数作为模型的第一层、也是最重要的决策因子，其显著性得到了单因素分析的有力支持(M ± SD = 
6.08 ± 0.89, p < 0.001)。值得注意的是，单因素分析虽然也可以预测风险人群，但自杀分数与其他有效因

子可能存在难以直接交叉分析的情况，且其高得分可能导致较大的人员检出量。决策树模型有效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通过树形图的方式不断分层，样本逐渐减少，能够筛选出更有意义的变量，具有可视化和

定量性的特点，与单因素分析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 

5. 结论 

在学校心理工作中，因学生基数大、心理问题具有隐蔽性等原因，如何有效、快速识别学生心理问

题、心理风险等一直是学校心理工作者比较头疼的问题，本研究建构的决策树模型能够精简筛查因子，

通过自杀分数，对人焦虑，抑郁情绪和身体症状四个因子快速定位学生心理问题，较为准确地预测学生

心理风险，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效率，也为后续心理筛查量表的研发指明了方向。也帮

助学校心理工作结合预测因子制定心理干预措施，尽可能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的决策树模型不仅揭示了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预测因子及其重要性排序，

还为学校心理筛查工作提供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操作流程。模型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心理健康评估的效

率与准确性，有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保障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及时识别并干预高风险个体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模型在更广泛样本、多元情境下的适用性，以及如何结合其他

数据源(如教师观察、同伴反馈等)以提升模型的综合预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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