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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补偿视角下的高校线上心理育人模型 
杜晓娟 1.    赵翔 2（通讯作者） 

(1.广西财经学院 广西财经大数据重点实验室  广西南宁  530000；2.广西财经学院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摘要：本文聚焦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针对线上心理育人模式的优化展开研究。通过引入触觉补偿理念，构建了一套创新

的高校线上心理育人模型。在分析了高校线上心理育人平台现状的基础之上,阐述了该模型的理论基础、构成要素、运行机制及模

型育人效果评估，旨在提升高校线上心理育人的效果，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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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线上教育已成为高校教育教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教育也不例外。然而，当前高校线

上心理育人主要依赖视觉和听觉信息传递，存在情感交互不足、

学生体验感不强等问题。触觉作为人类重要的感知方式，在情

感沟通、心理安抚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将触觉补偿引入高校

线上心理育人领域，构建科学有效的育人模型，有助于弥补现

有线上心理育人模式的缺陷，提升育人质量。 

二、相关理论基础 

（一）线上线下育人环境差异理论 

1.感官体验的差异 

线下育人环境能够提供丰富的感官体验，包括触觉、嗅觉、

听觉等，这些感官体验相互作用，共同营造出完整的教育氛围。

而线上育人环境主要依赖视觉和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几乎缺

失。 

2.人际互动的差异 

线下人际互动具有直接性、即时性和多感官参与性。例如，

在面对面的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除了语言交流外，

还可以通过眼神、肢体动作和轻微的身体接触（如握手表示鼓

励）等方式传递信息和情感。线上人际互动则主要通过文字、

语音和视频等方式进行，缺乏身体接触带来的深度情感连接。 

（二）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认知是

身体、环境和大脑相互作用的结果。触觉作为身体感知的重要

方式，能够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在高校线上心理育人

中，通过触觉补偿技术模拟真实的触觉感受，可使学生在具身

化的体验中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心理信息，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三）情感交互理论 

情感在教育过程中起着关键的驱动作用。有效的情感交互

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提升教育效果。线上心理

育人缺乏面对面交流中的直接情感传递，而触觉补偿可以创造

出更具情感温度的交互方式，如虚拟的安慰性触摸，有助于拉

近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情感交流，为心理育人奠定良好

基础。 

（四）心理应激与调节理论 

当个体面临压力和心理应激时，身体的触觉刺激能够激活

神经系统的放松反应，降低应激激素水平。高校线上心理育人

平台利用触觉补偿技术，为学生提供特定的触觉体验，帮助他

们在面对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问题时，调节情绪，缓解心理

应激，维护心理健康。 

（五）触觉心理学相关理论 

1.触觉与情感发展 

触觉在人类情感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婴儿

时期开始，母亲的抚摸有助于婴儿建立安全感和情感依恋。例

如，哈洛的恒河猴实验表明，幼猴更倾向于与提供柔软触感的

“代理母亲”亲近，即使这个“代理母亲”不提供食物，这充

分说明了触觉在情感需求满足方面的重要性。 

2.触觉与压力缓解 

适当的触觉刺激能够调节人体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研究发

现，按摩等触觉干预措施可以降低人体的皮质醇水平，从而缓

解压力和焦虑情绪。在高校学生面临学业、社交等多重压力的

情况下，触觉补偿在心理育人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三、高校线上心理育人平台现状分析 

（一）平台的主要功能 

1.心理健康知识传播 

高校线上心理育人平台通常会发布心理健康知识文章、视

频等资料，内容涵盖心理健康标准、常见心理问题识别与应对、

心理调适方法等方面。这些资料旨在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2.心理咨询服务 

提供在线心理咨询预约功能，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

需求预约校内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的线上心理咨询。部分平

台还会提供心理咨询师的简介和擅长领域等信息，方便学生选

择合适的咨询师。 

3.心理测评 

平台设有各种心理测评工具，如症状自评量表（SCL - 90）、

人格测试（如 MBTI 简化版）、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

通过学生在线填写测评问卷，平台能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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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初步评估，并为后续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4.心理危机预警 

通过对学生在平台上的数据记录（如测试结果、留言内容

等）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可能存在心理危机的学生。建立反馈

机制，一旦发现危机情况，能够快速通知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辅导员等相关人员，以便及时干预。 

5.朋辈互助 

搭建学生之间的互助社区，让有相似经历的同学能够分享

心得、互相支持鼓励。设立朋辈心理咨询服务，经过培训的学

生志愿者可以为同学提供初步的心理支持和倾听服务。 

（二）平台在触觉补偿方面的现状 

1.几乎无触觉相关设计 

目前大多数高校线上心理育人平台在界面设计和功能开发

方面，几乎没有考虑触觉补偿的问题。平台界面主要以文字、

图片和视频等视觉元素为主，缺乏能够唤起触觉联想或提供触

觉反馈的设计。 

2.人际互动中的触觉缺失 

在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等活动中，线上平台无法提供

像线下那样的触觉互动。例如，在团体心理辅导中，线下活动

可能会有成员之间的牵手、拥抱等互动环节，以增强团队凝聚

力和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而线上平台则难以实现这种触觉互

动带来的效果。 

四、触觉补偿视角下高校线上心理育人模型的构成要素及

策略 

（一）触觉感知层 

这是模型的基础层，负责实现触觉信息的采集与反馈。通

过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手套）、触觉反馈手柄以及配

备触觉感知功能的触摸屏幕等硬件设备，收集学生的身体状态

数据（如皮肤电反应、心率变化等），同时向学生传递模拟的触

觉信号，如轻柔的震动、压力变化等，使学生获得与心理育人

内容相关的触觉体验。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层 

该层对接收到的触觉感知数据以及学生在平台上的其他行

为数据（如心理咨询记录、心理测评结果等）进行整合与分析。

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和

学生的心理需求特点，为个性化的心理育人策略制定提供依据。

例如，通过分析学生在不同心理状态下对触觉刺激的反应模式，

精准推送适合其当前状态的心理干预方案。 

（三）心理育人内容层 

此层包含丰富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且这些资源均融

入了触觉补偿设计。内容涵盖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心理调适训

练课程、心理咨询服务以及各类心理主题活动等。例如，在心

理健康知识科普视频中，适时加入与内容相关的触觉提示，如

讲解放松技巧时，通过触觉反馈设备模拟深呼吸时腹部的起伏

触感；在心理调适训练课程中，设计基于触觉体验的练习，如

模拟抚摸小动物的触觉感受来缓解焦虑情绪。 

（四）平台交互层 

这是学生与线上心理育人平台进行交互的界面层。平台采

用简洁、友好的设计风格，方便学生操作。除了传统的文字、

语音、视频交互方式外，增加了基于触觉的交互功能。例如，

学生在与虚拟心理辅导员交流时，可通过触摸屏幕或佩戴的触

觉设备，感受到虚拟角色给予的鼓励性轻拍等触觉反馈；在参

与心理主题讨论区时，设计一些需要学生通过触觉操作完成的

互动任务，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投入度。 

（五）支持保障层 

支持保障层为整个模型的稳定运行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包

括专业的心理教师团队，他们负责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评估、

干预和指导，并根据数据反馈调整育人策略；技术研发与维护

团队，确保触觉补偿技术设备的正常运行、平台的稳定性以及

数据安全；此外，还包括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隐私保护政策，保

障学生在平台上的合法权益。 

（六）界面设计中的触觉补偿策略 

视觉元素的触觉联想设计：一是通过色彩和图形的设计唤

起触觉联想。例如，使用柔和的色彩和圆润的图形来营造柔软、

舒适的感觉，就像触摸到柔软的物体一样。对于表示鼓励、积

极的内容，可以采用暖色调（如橙色、粉色），并搭配一些有弹

性感的图形，让学生在视觉上产生积极的触觉联想。二是在图

片和视频的选择上，注重选择那些能够引发触觉联想的素材。

例如，展示自然风景中的草地、花朵等画面时，可以选择高清、

具有质感的图片，让学生仿佛能够触摸到草的柔软和花朵的细

腻。 

虚拟触觉元素的引入：一是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

实（AR）技术，在平台界面中添加虚拟触觉元素。例如，在介

绍心理健康知识的动画中，当展示积极的情绪状态（如快乐）

时，可以设计为手指触摸屏幕时有轻微的震动和温暖的触感，

让学生在视觉和触觉上同时感受到积极情绪的传递。二是对于

平台中的一些交互按钮，如“提交”“确认”等，可以设置不同

的触感反馈。例如，当点击“提交”按钮时，屏幕可以有短暂

的、类似于按下实体按钮的触感反馈，增加操作的真实感。 

五、模型的运行机制 

（一）数据驱动的个性化育人流程 

学生心理状态评估：学生首次登录平台时，需完成一系列

心理测评问卷，并通过触觉感知设备采集基础身体数据。此后，

在平台使用过程中，系统持续收集学生的行为数据和实时触觉

感知数据，如在参与心理调适训练时的触觉反馈响应情况等。

利用这些数据，结合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对学生的心

理状态进行实时评估和动态跟踪。 

个性化方案制定：根据评估结果，数据处理与分析层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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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生生成个性化的心理育人方案。方案内容包括推荐适合的

心理健康知识学习模块、心理调适训练课程以及预约特定风格

的心理咨询师等。例如，对于压力较大且触觉敏感度较高的学

生，推荐以轻柔触觉放松练习为主的干预方案，并匹配擅长运

用温和沟通方式的咨询师。 

方案实施与调整：学生按照个性化方案在平台上进行学习

和心理调适活动。在实施过程中，系统不断收集学生的反馈数

据，如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等。若发现

学生的心理状态未得到有效改善或出现新的问题，数据处理与

分析层会及时调整育人方案，确保心理育人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二）触觉引导的情感交互机制 

增强师生情感连接：在心理咨询服务中，咨询师借助平台

的触觉补偿功能，向学生发送虚拟的安慰性触觉信号，如在学

生表达焦虑情绪时，通过触觉反馈设备模拟轻柔的抚摸，让学

生感受到咨询师的关怀与支持。同时，学生也可通过触觉操作

表达自己的情绪状态，如紧握触觉手柄表示内心的紧张，帮助

咨询师更准确地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从而建立起更加紧密的

情感连接。 

促进学生群体互动：在心理主题活动区，设计基于触觉合

作的互动游戏。例如，学生分组完成一项虚拟建筑搭建任务，

在任务过程中，团队成员通过触觉设备相互传递协作信号，如

轻拍表示鼓励、快速震动表示需要注意等。这种基于触觉的群

体互动能够增强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团队凝聚力，营造积极

的心理支持氛围。 

（三）多维度育人资源整合与推送 

资源整合：心理育人内容层整合了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

育资源，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基于触觉体验的互

动内容等。不同类型的资源围绕各个心理育人主题进行有机组

合，形成系统、全面的育人内容体系。例如，在“应对挫折”

主题下，既有文字讲解的应对策略，又有相关案例的视频展示，

同时还配备了通过模拟克服困难过程中的触觉体验练习。 

精准推送：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评估结果和个性化需求，

平台交互层将整合后的育人资源精准推送给学生。数据处理与

分析层通过对学生行为数据的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偏好和习

惯，从而以最合适的方式呈现推送内容。例如，对于喜欢视觉

学习的学生，优先推送图文并茂的心理健康知识文章；对于倾

向于体验式学习的学生，推送更多基于触觉互动的心理调适活

动。 

六、基于触觉补偿的高校线上心理育人模型育人效果评估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1.学生的主观体验指标 

情感连接感：通过问卷调查和学生访谈等方式，了解学生

在使用改进后的线上心理育人平台时是否感受到更强的情感连

接。例如，询问学生是否觉得平台的互动更加人性化、是否感

觉与咨询师或其他同学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等。 

参与积极性：统计学生参与平台各项心理育人活动的频率、

主动发起咨询或交流的次数等，评估学生在平台上的参与积极

性是否提高。例如，对比平台改进前后学生每月参与心理测评、

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活动的平均次数。 

2.学生的心理健康指标 

心理健康状况改善：通过定期的心理测评，比较学生在使

用平台前后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例如，观察学生在抑郁、焦

虑、压力等方面的量表得分是否降低，以及积极情绪指标是否

提高。 

心理调适能力增强：评估学生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源和心

理困扰时，是否能够更好地运用在平台上学到的心理调适方法

进行自我调节。可以通过设置情景模拟测试或学生自我报告的

方式进行评估。 

3.平台的功能性指标 

触觉补偿功能的有效性：调查学生对平台中触觉补偿功能

的满意度和接受度，了解这些功能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

询问学生对心理咨询中的触觉反馈功能是否觉得有助于增强咨

询效果，对团体心理活动中的触觉互动功能是否觉得有趣和有

意义等。 

平台的易用性：评估学生在使用平台时的操作便捷性、界

面友好性等方面的体验。可以通过用户体验测试、操作失误率

统计等方法进行评估。 

七、结论 

触觉补偿视角下的高校线上心理育人模型，通过引入触觉

感知与反馈技术，创新了高校线上心理育人的方式和途径。该

模型在分析了高校线上心理育人平台现状的基础之上，以线上

线下育人环境差异理论、具身认知理论、情感交互理论、心理

应激与调节理论和触觉心理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包含触

觉感知层、数据处理与分析层、心理育人内容层、平台交互层

和支持保障层的完整体系，具有数据驱动的个性化育人流程、

触觉引导的情感交互机制以及多维度育人资源整合与推送等运

行机制。通过育人效果评估，完善高校线上心理育人的质量和

效果，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全面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研究的深入，该模型有望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发

挥更大的作用，为培养身心健康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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