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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是一款测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在线平台。该平台

整合了多个心理评估测试，如焦虑、抑郁和人际交往等，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科学

的自我评估框架。参与者可以通过在线完成一系列定量调查，获得有关其心理健

康状况的反馈。从技术上讲，该系统使用MySQL作为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储，采用

Java 开发前端界面，并使用 IntelliJ IDEA 作为开发环境。系统架构是基于 Spring

Boot框架设计的。系统设计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大学生心理评估机

制，包括用户信息管理、心理咨询预约、发布心理健康文章、分析评估结果、管

理咨询师档案、评估分类、互动论坛、管理心理评估工具、题库管理、系统配置

和用户个人信息管理等模块。目标是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的心理健康评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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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ge Student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System is an internet-based

platform created to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system incorporates a variety of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tools, including tests for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kills, offering users a structured approach to

self-evaluation. Individuals can take a range of numerical questionnaires through the

platform to obtain insights into thei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Technically, the platform uses MySQL for storing data, Java for crafting the user

interface on the front end, and IntelliJ IDEA a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It is construct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pring Boot framework.

The primary aim of the system's design is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and reliable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t

encompasses several components, including management of user profiles, scheduling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ssions, distribution of mental wellness content, analysis

of assessment outcomes, oversight of counselor profiles, categorization of assessments,

interactive discussion boards, administration of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instruments,

management of a question bank, configuration of the system, and handling of users'

personal detail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is to furnish a thorough psychological health evaluation

service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The goal i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health assessment serv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SpringBoot framework;

MySQL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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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加重，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压力增长。计划

设计一个针对大学生的心理测评系统，为学生提供科学、便捷的心理健康评估工

具，为高校心理辅导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测评分析，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准

确地把握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实现对学生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及时干预。

这一系统的设计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它可以提升公众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

识，使得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的关注和理解，构建更加和谐的校园环境和社会氛

围
[1]
。

在未来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的研究整合和应用先进技术，可以提升心理测评

的准确性和效率。以发现潜在的心理健康风险因素。探索如何在保障个人隐私的

前提下，合理收集和利用测评数据。这包括研究数据加密、匿名化处理等技术手

段，确保用户信息的安全。开展跨文化背景下的心理测评标准化研究，使系统能

够适应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大学生群体。研究如何结合心理测评与干预措施，即探

讨如何在测评结果基础上，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促进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的提升
[2]
。

1.2 动机

在本研究的动机根植于对心理健康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以及对现有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局限性的反思。以下是推动本研究的几个关键动机：

心理健康是整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影响着人们的情感、思维和行为。

良好的心理健康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幸福和成就感，也是社会繁荣和进步的基础。

然而，心理健康问题往往被忽视，导致许多人在没有得到适当帮助的情况下遭受

痛苦[3]。

尽管心理健康服务对于个人和社会都至关重要，但许多人在获取这些服务时

面临着障碍。这些障碍包括地理位置的限制、经济成本、社会偏见、以及对隐私

的担忧。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短缺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农村和偏远地区较为

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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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技术在心理健康领

域的应用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开发基于Web的心理健康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利用

技术的力量，提供更加便捷、可访问和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服务。

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用户越来越倾向于寻求个性化和自助式的服务。在心

理健康领域，用户希望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自主选择和使用心理健康资源。

本研究开发一个个性化的心理健康管理系统，满足这一趋势。

心理健康是一个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领域，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和专业人

士共同努力。本研究提供一个平台，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知识共享和合作研究，推

动科学进步和实践创新。

社会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和接受度仍然有待提高。许多人对心理健康问题存在

误解，持有偏见。本系统提供一个易于理解和使用的心理健康管理系统，消除这

些误解和偏见，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

心理健康教育是预防和早期识别心理问题的关键。许多人缺乏获取心理健康

教育的途径。本研究旨在提供一个集成的心理健康管理系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心理状态。

这些动机的驱动，本研究为心理健康领域做出贡献，为用户提供一个有价值

的工具，使得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心理健康，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提供一个有

益的资源。

1.3 目的

我的目的是开发一个基于 SpringBoot的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这个系统集成

心理测评工具、预约咨询服务和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SpringBoot框架开发一个用户友好的在线心理测评工具，帮助大学生能评估自

己的心理健康状态。这个工具可以提供即时反馈，指导用户了解可能存在的心理

问题。

系统将提供一个平台，学生能够与专业咨询师进行预约咨询。预约咨询，学

生可以在隐私和舒适的环境中获得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

系统将整合一系列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包括文章、案例研究和自助指南，提

高学生对心理健康的认识，提供实用的自我帮助策略。

设计直观易用的用户界面，系统将提供一个直观、易用的用户界面，确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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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户，无论技术水平如何，都能轻松地访问和使用系统提供的各项功能。

系统将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工具，帮助他们更有效地与学生沟通和

提供服务，同时也为他们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数据支持。

通过实现这些目的，本研究希望能够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全面、便捷、安全的

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管理自己的心理状态[4]。

1.4 限制

尽管本研究旨在开发一个全面且用户友好的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但在实施

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限制：

1. 用户参与度

系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的积极参与。如果学生对使用心理测评

工具或阅读心理健康教育文章缺乏兴趣，系统的效果可能会受到限制[5]。

2. 专业咨询师的可用性

虽然系统提供了在线咨询服务，但咨询师的可用性可能会影响服务的及时性

和质量。在高峰时段或咨询师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学生可能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

能获得服务。

3. 测评工具的覆盖范围

心理测评工具可能无法涵盖所有心理健康问题。系统目前提供的测评工具可

能主要针对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于更复杂或特定群体的问题可能无法提供足

够的支持。

4. 数据隐私和安全性

尽管系统采取了加密和安全措施，但任何基于Web的系统都存在数据泄露的

风险。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是一个持续的挑战，需要不断更新和维护安全措

施。

5. 系统推广和接受度

作为一个新的系统，可能需要时间来获得学生的信任和接受。推广和教育工

作是必要的，以确保学生了解系统的价值并愿意使用它。

6. 技术和兼容性问题

不同的用户可能使用不同的设备和浏览器访问系统，这可能导致兼容性问题。

确保系统在各种环境下都能稳定运行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闽江学院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7. 心理测评问题

由于心理测评具体实现的难度，在心理学专业知识方面的限制导致无法全面

实现复杂的心理测评，系统在专业性上可能无法与专业的心理测评服务相媲美。

测评内容的题库，进一步影响了我们能够集成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的复杂性。技

术实现上，心理测评系统的开发需要复杂的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心理测评

工具的开发和验证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和专业评估，这些数据的获取在隐私法规

日益严格的今天变得尤为复杂。心理健康的敏感性要求我们在处理用户数据时必

须遵守严格的伦理标准，这也限制了我们能够提供服务的范围。当前的教育和社

会环境对于深入的心理测评支持不足，进一步限制了我们能够实现的功能。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发现，尽管我们的初衷是提供一个全面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

但最终系统的形态更接近于一个问卷管理系统，而非一个专业的心理健康评估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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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探讨

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心理健康意识的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工具

的开发正迅速增长。众多高校已经将这些工具纳入学生管理工作中，定期的心理

健康状况检测来跟踪学生的心理变化，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心理障碍。这些工具

通常包括焦虑、抑郁和人际交往等多个方面的评估。即使如此，标准化工具的缺

乏、专业评估人才的短缺以及对隐私保护的担忧，这些工具在中国的实际效果参

差不齐。为了提升这些工具的应用效果，得需要进一步推动其标准化和专业化发

展。

在国际层面，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工具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水平。在美国

和欧洲等地区，许多大学已经实施了网络化的心理健康评估平台，这些平台能够

提供即时反馈和定制化建议。它们通常依托于广泛的数据分析，并结合先进的心

理测量技术和人工智能（AI），以提升评估的精确性和效率。许多国家和地区都

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措施来确保心理评估数据的隐私安全。展望未来，大学

生心理健康评估工具的发展方向预计将更加注重信息化和个性化。预计将出现更

多基于 AI 算法的自适应评估工具，这些工具能够根据学生的反馈实时调整测试难

度和内容，更准确地评估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持续进步，

心理健康评估的移动应用将变得更加便捷和广泛使用，从而为大学生提供更细致

的心理健康支持。

未来，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工具的发展将集中在提供个性化服务、适配移动

设备、保障数据安全、综合利用资源、跨学科合作、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实时监

测和预警以及基于实证的干预等方面。心理健康评估工具更加精准、便捷、安全，

并能更有效地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学生的需求，提升心理健康服务的整体质量和

成效。

2.2 JAVA编程语言

自 Java 诞生以来，已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它在编程语言的殿堂中始终占

据着重要的位置，稳居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前三甲。Java 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一优

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提供的多方面开发便利性。对于编程新手而言，Jav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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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曲线相对平缓，易于上手。它丰富的库和封装类为开发者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集，极大地简化了开发过程，尤其为大型软件项目的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JAVA是一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吸收了C++语言的各种优点,摒弃了C++里难

以理解的多继承、指针等概念,在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该文当中首先对 JAVA 编程语言进行了概述，对 JAVA 语言编程的基本特点进行

了分析，也对基于计算机软件开发的 JAVA 编程语言进行了分析
[6]
。

在众多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中，Java、Python、C 语言和 C++语言是最为常用

的几种。Java 之所以受到众多程序员的青睐，不仅因其成熟的技术架构和广泛的

应用场景，还因为它在异常处理、垃圾回收和多线程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特性。Java

的简洁性、稳定性和易于移植的特点，使得它在降低软件维护成本、缩短开发周

期以及节省企业软件开发开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本研究项目选择基于 Java 这一成熟且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进行开发，旨在利

用其优势，构建一个高效、稳定且易于维护的心理测评系统。

2.3 系统可行性分析

2.2.1 技术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是项目成功的基石。本项目选用 Java 语言进行开发，Java 以其强

大的生态系统和跨平台兼容性，成为实现系统目标的理想选择。Java 的成熟度和

广泛的社区支持，为项目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此外，MySQL 数据库的选择，不

仅因为其安全性和低配置要求，也因为它的普及性和稳定性，适合作为本系统的

数据存储解决方案。前端开发将采用 Java 技术，以创建美观、用户友好的界面，

同时简化维护工作。开发环境将采用 IDEA，这个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了丰富的框架

和工具，能够加速开发进程
[7]
。

2.2.2 经济可行性

经济可行性分析考虑了开发商的经济能力和用户的预期成本。本项目采用开

源的 IDEA 和 MySQL 数据库，有效降低了开发成本。Tomcat 7.0 作为应用服务器，

结合主流的浏览器如 IE、Firefox 和 Chrome，确保了系统的兼容性和用户的访问

便利性。这些选择有助于控制项目成本，同时保证了系统的高性能和可维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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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操作可行性

本本系统的 B/S 架构设计，允许用户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无需安装额外软

件，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可用性和用户的便捷性。Spring Boot 的后端架构，优化

了客户端请求和服务器响应的处理流程，同时简化了数据库操作。这种架构不仅

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还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数据库的设计保证了数

据的一致性和安全性，为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支持。

2.4 Spring Boot框架的选择与优势

Spring Boot 是 Pivotal 团队在 2013 年为 Java 开发领域引入的轻量级框架。

Spring Boot 使得开发者能够轻松构建独立、生产级别的、基于 Spring 的应用程

序，且这些应用程序可以直接运行
[8]
。

为相较于传统的 Spring 框架，Spring Boot 在配置上带来了显著的改进。在

Spring Boot 出现之前，开发者需要手动编写大量的 XML 配置文件。然而，Spring

Boot 通过自动化配置和条件性注解，极大地简化了这一过程，从而减少了开发时

间和配置错误的风险。

Spring Boot 还内置了 HTTP 服务器，如 Tomcat、Jetty 或 Undertow，允许开

发者在不配置额外 Web 服务器的情况下快速启动应用程序。同时，它还通过 Spring

Data 和 ORM 工具（例如 Hibernate 或 JPA）提供了数据库操作的自动化适配，进

一步简化了与数据库的交互。

通过使用 Spring Boot，开发团队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业务逻辑的实现上，

而不是底层基础设施的搭建。这种专注于业务逻辑的方法为前端提供了可靠的数

据服务，从而有助于推动项目目标的实现。

2.5 B/S架构

本系统采用的是 B/S 架构，在这种架构下，系统的操作页面在网络上去显示，

操作页面提交操作信息给到代码逻辑三层结构架构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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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三层结构架构工作原理

2.6 vue框架

Vue.js 是一个专为构建动态用户界面而开发的现代 JavaScript 框架，以其轻

量级、灵活性和易用性著称。它采用响应式数据绑定技术，能够智能地同步用户

界面与底层数据状态，从而减少了手动 DOM 操作的复杂性
[9]
。Vue.js 的组件化架

构允许开发者将应用分解为独立、可复用的组件，每个组件封装了自己的逻辑和

样式，通过 props 和事件实现组件间的通信。

此外，Vue.js 提供了虚拟 DOM 技术，优化了真实 DOM 的操作，提高了应用的

性能
[10]

。内置的指令如 v-model、v-for 和 v-bind 进一步简化了数据绑定和 DOM

操作。Vue.js 还具备强大的插件系统，包括全局插件和局部插件，使得开发者能

够通过如 vue-router 和 vuex 等插件轻松扩展应用的路由和状态管理功能
[11]
。

在提升开发效率的同时，Vue.js 还支持动画效果，增强了用户体验。服务端

渲染（SSR）能力使得首屏加载时间缩短，提升了应用性能。混入（mixins）机制

允许开发者在组件之间共享逻辑，进一步促进了代码复用
[12]
。Vue.js 的这些特性

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而灵活的开发平台，适用于从简单的单页应用到复杂的企业

级项目，无论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开发者，都能通过 Vue.js 提升开发效率和应

用质量。

2.7 心理测评概述

心理测评是一种科学的评估方法，旨在通过各种工具和程序了解个体的心理

状态、行为特征和认知能力
[13]

。这些测评可以是自我报告式的问卷，也可以是通

过观察或测试来评估个体的心理反应
[14]

。心理测评的目的在于帮助专业人士，如

心理咨询师和临床心理学家，更准确地识别个体可能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为

他们提供适当的治疗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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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评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它在学校和大学中用于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个性特征，在工作场所评估员工的职业适应性和团队合作能力。在医疗和临床

环境中，心理测评是诊断和监测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工具。 注重培养学生对心理

学知识的批判性思维和实际应用能力，以引入先进的心理测评技术和案例分析工

具
[15]
。

心理测评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它也有一些局限性
[16]

。自我报告问卷可能

受到个体诚实性的影响，观察和测试方法可能需要专业人员的解读和分析。心理

测评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可能受到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的影响。

未来的发展方向会集中在提高心理测评的文化适应性、整合现代技术和数据

科学方法，开发更个性化的评估工具
[17]

。心理学领域的不断进步，心理测评将继

续发展，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体和社会的需求。

2.8 心理咨询师在心理测评中的角色与应用

心理咨询师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帮助个体应对心理问题

和挑战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18]
。心理咨询师运用各种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如认

知行为疗法、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疗法等，支持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心理测评过程中，咨询师是测评工具的使用者，是结果的解读者和应用者
[19]
。

他们需要具备对不同心理测评工具的深刻理解，如何将这些工具应用于不同情境

中的专业知识
[20]
。咨询师还需要了解如何根据测评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

并与客户合作，帮助他们实现心理健康的改善。

咨询师的角色提供治疗，教育、预防和倡导。教育客户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

帮助他们建立更好的认识自我和自我管理能力。咨询师也参与社区心理健康的推

广工作，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21]
。

咨询过程中，咨询师需要建立一个安全、支持和非评判性的环境，让客户感

到舒适并愿意开放地分享他们的感受和经历
[22]
。咨询师的倾听技巧、同理心和沟

通能力对于建立这种信任关系至关重要。咨询师需要具备文化敏感性，尊重并理

解客户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充满挑战，非常有意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个体克

服心理障碍，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供心理福祉。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重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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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提高，咨询师也会愈发被社会所熟知，而后咨询师的作用和影响将会越来越

大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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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分析

3.1 整体分析

在本研究中，系统分析主要关注两个关键方面：需求分析和功能分析。需求

分析的目的是快速梳理和理解系统的架构逻辑，确保系统设计能够准确反映用户

的实际需求。功能分析则更侧重于系统的操作细节，旨在提高系统的处理效率和

用户的交互体验。

通过深入的资料查阅和分析，我们确定了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的主要目标是

为高校内部人员提供一个可视化、易于操作的心理测评工具，以支持和促进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服务。系统的设计旨在解决现有的管理难题，并具备前瞻性，以适

应未来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趋势。

本系统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方法，将复杂的功能划分为若干个协同工作的模块，

以实现一体化管理。系统的主要模块包括用户管理、心理辅导预约、心理文章发

布、测试结果、咨询师档案管理、测试分类、论坛互动、心理测试工具维护、测

试题目管理、题库维护、系统配置以及用户个人信息管理等。这种设计不仅提高

了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而且通过将功能细分，使得系统的使用更加直观

和用户友好。

系统基于 B/S 架构，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轻松访问，无需复杂的安装过程。

简洁友好的用户界面设计使得用户能够快速掌握系统操作，无论是否具备技术背

景。系统的易用性和便捷性，使得它能够迅速被广泛接受，并在高校心理健康服

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3.2 功能需求分析

大学生心理测评作为心理健康管理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大学生的

心理素质和应对压力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4]

。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大学生心理测评

管理的需求和现状，以确保所设计的系统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能够满足用户

和咨询师的实际操作需求。

为了构建一个既实用又高效的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我们专注于简化管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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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提高管理员的工作效率。系统的设计目标是提供一个易于使用、方便快捷的

工具，使大学生的心理测评管理变得更加高效和规范。

在系统设计和开发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了降低系统耦合性的需求。我们采

用了 Spring Boot 框架集进行系统总体架构的设计。Spring Boot 以其简化配置、

独立运行和快速部署的特点，显著提高了系统的重用性、适用性和可维护性。

引入 Spring Boot 框架，我们能够构建一个结构清晰、模块化程度高的系统
[25]
。

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使得未来的功能扩展和维护提供了便利。系统的架构设计

考虑了灵活性和可扩展性，适应不断变化的心理健康评估需求和教育行业的发展。

系统包括管理员、用户和咨询师三个角色；

管理员用例如图所示：

图 3-1 管理员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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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用例如下所示：

图 3-2 用户用例图

咨询师用例如下所示：

图 3-3 咨询师用例图

3.3 流程分析

3.2.1 操作流程

系统登录页面是用户与系统交互的第一步。用户访问登录页面后，可以选择

登录到现有账户或注册新账户。当用户选择登录时，系统会弹出一个提示框，引

导用户输入必要的信息，即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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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输入信息后，点击提交，系统随即将这些信息发送至后台进行验证。后

台验证过程包括三个关键步骤：

系统会检查输入的用户名是否在数据库中存在。然后，系统将验证所输入的

密码是否与数据库中保存的密码一致。系统还需确认用户名和密码的组合是否正

确。当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用户登录才会被认定为成功，用户随后便可以进

行后续操作。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未被满足，系统将认为登录未成功，会向用

户显示错误信息，提示用户重新尝试登录。

图 3-4展示了系统登录的流程：

图 3-4 用户登录流程图

3.2.2 添加信息流程

用户在个人中心的页面上进行操作时，用户可以输入他们想要添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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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页面上输入完毕后，点击更新，一旦系统接收到提交的内容，便会立刻对

其进行审核。如果所提交的信息完全符合系统设定的标准，用户界面上将弹出一

个“更新完成”的消息框，提示用户可以继续执行后续的任务。然而，倘若系统

在审核过程中发现信息不符合要求或者存在错误，比如格式错误或者信息不完整，

系统会展示一个错误提示框，指出需要修改的地方。用户需要根据提示进行相应

的调整，然后再次提交信息。系统将继续检测，直到信息完全符合要求，用户才

能完成添加信息的流程。图 3-5展示了添加信息的流程图。

图 3-5 用户添加信息流程图

3.2.3 删除信息流程

在个人信息界面，可以浏览并选择他们希望删除的特定信息条目。此时，用

户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删除该信息。

系统将对用户的删除指令进行自动检验。若选定的信息满足删除标准，系统

将顺利执行删除任务，将相关信息从数据库中彻底移除，并对数据库内容进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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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更新以体现这一变动。

反之，如果系统检查到选定的信息不满足删除条件，例如由于该信息与数据

库中其他重要数据存在关联，导致无法进行独立删除。用户自行调整完毕后，可

以再次尝试执行删除操作，直至系统提示删除成功。

整个删除信息的流程旨在保障用户能够安全、精确地管理自己的数据，同时

系统会提供明确的反馈信息，辅助用户顺利完成删除工作。

图 3-6 展示了删除信息的流程：

图 3-6 用户删除信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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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测试流程

用户成功登录后，他们可以在主界面上选择并点击“心理测试”选项，进而

进入心理测试界面。在该界面中，用户可以挑选不同的心理测试问卷进行评估。

这些问卷各自对应不同的题库，题库中包含了选择题、填空题以及主观题等多种

类型的题目，以满足不同测试需求。在完成问卷后可以查看得分，主观题得分需

要管理员审批后进行打分。得到分数后可在首页查看相关问卷的对应分数的评价。

图 3-7 用户测评流程图



闽江学院学士学位论文（设计）

3.2.5 预约流程

用户在首页进入咨询师界面，选择自己喜欢的咨询师进行预约操作，可以查

看咨询师的相关信息而后进行选择
[26]
，在预约界面选择预约时间，然后确认按钮，

从而成功预约。

图 3-6 用户预约流程图



基于 SpringBoot的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

19

4 系统设计

4.1 系统结构

图 4-1展示了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结构：

图 4-1 系统结构

图 4-2展示了登录系统结构图：

图 4-2 登录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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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功能实现

问卷设计与题库管理模块是心理测评系统的核心，它确保了测评的专业性和

准确性。本节将概述问卷设计的关键要素和题库管理的基本功能。

4.2.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遵循以下关键原则：目的性：问卷应明确其测评目的，确保相关问

题与目标紧密相关。一致性：使用统一的格式和术语，避免误解。简洁性：问题

应简洁明了，易于理解。中立性：问题应保持中立，不引导特定答案。问卷结构

通常包括基本信息收集、心理状态评估和行为倾向分析等部分，使用单选、多选

填空等题型[27]。

4.2.2 题库管理

题库管理包括以下基本步骤：

题目收集：从专业文献和专家意见中收集题，题目分类：将题目按心理测评

的不同领域进行分类。

题目审查：定期审查题目，确保其科学性和适用性。

题目更新：根据反馈和最新研究更新题库。

系统提供题库管理功能，允许管理员添加、编辑和删除题目，以及管理题目

分类和属性，以及对已经完成的问卷的主观题进行打分[27]。

4.2.3 文章管理

心理文章管理模块允许管理员发布和用户阅读有关心理健康的文章。以下是

该模块的基本功能和实现。

文章发布：管理员可以上传和发布心理健康相关的文章。

文章浏览：用户可以查看所有已发布的文章列表，并阅读感兴趣的内容。

文章存储：系统提供了一个数据库表来存储文章的标题、内容、发布日期和

分类信息。

权限控制：只有管理员账户具有发布和编辑文章的权限。

用户界面：设计了一个简洁的用户界面，用于展示文章列表和内容，以及提

供分类筛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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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管理员用例图如图所示 4-3所示；

图 4-3 管理员用例图

4.3 咨询师预约管理

咨询师预约管理模块是心理测评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用户提供便捷

的预约咨询服务[28]。本节将详细介绍该模块的功能、工作流程和关键技术实现。

4.3.1 模块功能

心理咨询师预约管理系统具备以下关键功能：

预约规划：用户能够浏览心理咨询师的空闲时间段，根据自己的日程选择合

适的时间进行预约。心理咨询师信息展示，平台提供心理咨询师的详尽资料，包

括其专业资质、擅长的治疗领域等，使用户了解并选择合适的咨询师。心理咨询

师可以通过系统管理自己的工作日程，对用户的预约请求进行接受或拒绝操作。

预约取消与重新安排，无论是用户还是咨询师，都可以在需要时取消当前的预约

或选择一个新的时间重新安排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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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工作流程

用户登录后，可以进入心理咨询师预约界面。在该界面中，用户可以基于咨

询师的空闲时间以及个人喜好来挑选合适的心理咨询师。用户在咨询师提供的可

预约时间段中选定一个合适的时间进行预约。完成选择，用户提交预约请求，系

统会记录并确认预约的详细信息。系统会自动向用户和咨询师发送预约成功的通

知，以确认预约事宜。在预约管理方面，咨询师可以查看用户的预约请求，并根

据自己的安排选择接受或拒绝预约，也可以管理自己的日程。咨询师还可以在系

统的文章管理模块中对相关的心理文章进行编辑或删除操作。咨询师可以在个人

主页上对个人信息进行修改，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最新性。相关用例图如图

4-4所示

图 4-4 咨询师用例图

4.4 心理测评实现

本系统提供了一个用户实现测评的功能，允许用户通过完成一系列问题来评

估自己的心理状态。以下是该功能的简要描述。

功能描述：

测评选择：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心理测评，例如压力水平、焦虑程度等。

问题回答：用户根据所选测评，完成一系列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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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展示：系统根据用户的回答进行评分。

实现流程：

用户登录系统，进入主页面，选择心理测评，进行心理测评问卷类型的选择。

而后进入测试界面开始答题，答题类型分为单选，多选，填空，以及主观题。完

成后可选择交卷，交卷后可查看得分。也可以查看相关解析。退出之后，也可在

主页面的个人信息查看测试记录。相关用例图如图 4-5 所示

图 4-5 用户用例图

4.5 系统角色架构与权限管理

系统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精心设计而成，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管理员通

过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登录系统后，可以访问并使用系统提供的各项功能。管理

员的职责包括全面负责系统的运行和维护，以及进行整体的协调和管理
[29]
。

在系统的整体模块设计方面，系统主要分为三大角色：管理员、用户和咨询

师。其中，系统管理员拥有最高的权限，负责对整个系统的管理和维护。

图 4-3 展示了总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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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系统总体功能图

4.6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为特定数据库管理系统量身定制的过程，包括为该数据库构建

其结构和框架。在整个信息系统的开发与部署阶段，数据库设计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它保障了数据库与应用程序之间的高效兼容和协同运作
[30]
。

由于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复杂性，数据库的开发成为了一项复杂的任务。因此，

一个优质的数据库设计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一个逐步优化

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数据库中的数据目标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周密的规划和组

织。

在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的开发中，我们首先对该系统的主要功能进行了规划，

并将其划分为若干个功能实体。这些实体信息通过 E-R 图（实体-关系图）来表

示，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和设计。在系统的设计中，我们将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核心

实体属性的布局和管理，包括“系统日志、心理文章评论、测试题、测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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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收藏”等。

通过对这些实体属性的精心规划和设计，可以确保数据库系统不仅能够满足

当前的需求，而且能够适应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而为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提

供一个稳定、高效和可扩展的数据支持。如图 4-2 所示：

图 4-7 系统局部 E-R 图

4.6 数据表

把将基于数据库理念构建的实体-关系（E-R）图转化为国际关系数据库。在

关系数据库中，统计和关联主要通过统计表来实现，这些统计表的结构主要通过

表中的数值字段来体现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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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测试记录表(Test_Record)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主键 默认值

id bigint 主键

user_id bigint

user_name varchar 200

Paper_id bigint

Paper_name varchar 200

Question_id bigint

Question_name varchar 200

options longtext

score bigint 0

answer varchar 200

my_score bigint 0

my_answer varchar 200

表 4-2 测试题(Test_questions)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主键 默认值

id bigint 主键

question_name varchar 200

options longtext

score bigint 0

answer varchar 200

analysis longtext

sequence bigin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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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心理测试表(Psychological_test)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主键 默认值

id bigint 主键

name varchar 200

time int

status int 0

表 4-4 管理员表(administrators)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主键 默认值

id bigint 主键

user_name varchar 100

password varchar 100

image varchar 200

role varchar 100

表 4-5 用户(user)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主键 默认值

id bigint 主键

user_id varchar 200

password varchar 200

user_name varchar 200

sex varchar

age varchar 200

avatar longtext

e-mail varchar 200

Psychological_s

tate

varchar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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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测试结果（test_results）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主键 默认值

id bigint 主键

addtime timestamp

consultation_ac

count

varchar 200

user_account varchar 200

user_name varchar 200

age varchar 200

sex varchar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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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展示

5.1 系统功能实现

当用户访问系统的网页地址时，他们首先会看到的是系统的主要页面，也就

是首页。在这个页面上，用户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个导航栏，是大学生心理测评系

统的主要功能模块的入口。用户点击导航栏上的相应链接，轻松地切换到不同的

功能页面，并在这些页面上进行相应的操作。

如图 5-1 展示系统首页界面：

图 5-1 系统首页界面

系统注册：在系统注册页面的输入栏中输入用户注册信息进行注册操作，系

统注册页面如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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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系统注册页面

在心理文章的专用页面上，用户在搜索栏中输入文章的标题、简介、发布时

间和点击次数等关键词来进行搜索。用户能够检索并访问到心理文章的详细内容。

心理文章页面的具体布局和设计可以参考图 5-3。

图 5-3 心理文章详细页面

在个人中心页面，用户可以输入并更新自己的详细个人信息。此外，用户还

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执行以下一系列操作：修改个人中心的设置、更新密码、预

约心理辅导、查看心理测试的结果、管理个人发布的信息、浏览测试记录以及管

理个人收藏的内容。这些功能的具体界面和操作流程如图 5-4 所示：

图 5-4 个人中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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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评模块实现

在登录完成之后，可以在主页面的上面一栏的选项当中找到心理测试模块，

点击然后进入心理测评模块；如图 5-5 所示

图 5-5 系统界面

在进入之后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测评卷进行答题；如图 5-6 所示

图 5-5 测评卷界面

测评卷分为选择题，填空题以及主观题。根据自身情况，认真进行问答，保

证分数正确符合自身情况；答题界面如图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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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答题界面

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提交，并得到最终的分数，如果有主观题，则需要等待管

理员审批后得知成绩。如图 5-7 所示

图 5-7 结束界面

在完成之后想查看历史测试记录也可以在首页右上角的个人中心的测试记

录选项进行查询。如图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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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个人中心

5.3 后台模块实现

在进入系统后台之前，用户在登录界面选择相应的角色。用户需正确填写其

用户名和密码。成功通过身份验证后，用户将获得进入系统后台的权限，进行各

种操作。图 5-5 详细展示了这一过程的界面布局。

图 5-5 后台登录界面

5.3.1 管理员模块实现

系统的主控界面是由管理员进行访问的，其中包含各种核心的管理功能。这

些功能涉及到系统的基本首页设置、对用户的管理、心理咨询的预约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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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相关文章的整理、用户测试结果的监控、负责咨询的专业人员的管理、

对各种测试类别的配置、以及论坛的日常运营。此外，还包括心理测试内容的维

护、题目的添加修改、题库的更新维护，以及系统整体设置的管理。管理员个人

信息的更新和管理也包括在内。这些功能使得系统的全面性和高效性，管理员能

够高效地维护和管理整个平台。界面布局清晰，如同图 5-6 中展示的那样，功能

模块分类详细，便于操作和导航。

图 5-6 管理员主界面

在视图层中，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像“查询”、“添加”或“删除”这样的按

钮，或者填写用于提交用户信息的表单来与系统进行交互。这些操作会在视图层

被捕捉并被发起为对控制器层的请求。控制器层接手这些请求，进而调动服务层

去处理必要的业务流程，比如校验所输入的数据是否有效，以及执行与数据库的

相关操作。服务层完成处理后，会与数据访问对象层（DAO 层）进行互动，此层

负责执行如查询、更新或删除用户信息等数据操纵任务，并将这些操作的结果反

馈给控制器层。控制器根据服务层和数据访问对象层提供的结果来更新视图层，

确保用户可以看到更新后的信息或得到操作的反馈。界面操作的示意可以参见界

面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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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用户管理界面

这个心理咨询预约系统中，用户界面（即视图层）提供了多个互动功能，用

户执行各类操作，查找、新增、移除预约，以及查看咨询师预约的统计数据。这

些操作由填写和提交表单来实现。视图层将用户的操作转化为请求，传递到控制

器层。

控制器层是接收这些来自视图层的请求，分派给服务层处理。服务层主要负

责执行核心业务逻辑，验证提交的数据是否符合要求，执行与数据库的交互动作。

在这些处理之后，服务层会与数据访问层（即 DAO 层）进行沟通，具体负责执行

数据的查询、更新或删除操作。

数据访问层完成数据操作后，它会将结果返回给控制器层，控制器层根据结

果来更新视图层，用户可以看到最新的信息或者收到相应的操作反馈。图 5-8

显示了心理咨询预约的用户界面布局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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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心理辅导预约管理界面

在心理文章的交互界面中（即视图层），用户可以执行诸如查询、新增或移

除信息等操作，或是填写相关的表单。当这些操作发生时，视图层会捕捉这些用

户动作并将其转换成请求，随后发送至控制器层。在这一层，控制器接收请求并

调用服务层处理，服务层主要负责诸如数据有效性验证和数据库操作等业务逻辑。

服务层完成处理后，将进一步与数据访问对象层（简称 DAO 层）进行沟通。

DAO 层专门负责细致的数据处理，包括数据查询、更新、查看评论以及删除信息

等任务，并将完成后的结果返回给控制器。控制器看这些结果更新视图层，然后

用户在心理文章的界面上可以看到最新的信息或得到操作的反馈。例如，在界面

上展示的心理文章功能操作反馈可以参见图表 5-9。

图 5-9 心理文章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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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的界面层（即视图层），用户点击特定按钮，如“查询”、“添加”、

“删除”或对测试结果进行分类，填写相应的表单来提交测试信息。这一阶段的

用户操作会被视图层捕捉，并转化为请求，随后发送至控制器层。 控制器层的

职责是接收这些用户发起的请求并处理它们。在接收到请求后，控制器将请求转

发至服务层，服务层则负责具体的处理逻辑，确认输入数据的准确性以及执行与

数据库的相关操作。这一处理过程可能涉及到数据的验证、查询、更新或删除等

任务。在这些业务逻辑后，服务层会与数据访问对象层（简称 DAO 层）进行交流。

DAO 层专门负责数据的具体操纵，如检索、更新或移除数据，这些操作的结果回

传给服务层。服务层在整合了 DAO 层的操作结果后，将最终结果返回至控制器层，

而控制器层则根据这些结果更新视图层。用户便能在视图层看到最新的测试结果

或是针对操作的即时反馈。测试结果的用户界面展示见图 5-10。

图 5-10 测试结果管理界面

在咨询师实现系统中，所有用户的交互行为，例如“搜索、新增、审核、移

除”等功能的执行，均在视图层发生。当用户通过界面上的按钮操作或填充表单

提交咨询师的详细信息时，这些行为会被视图层捕捉并转化为请求，随后发送至

控制器层。控制器层的主要职责是接收这些来自视图层的请求，请求的内容调用

后端的服务层处理。服务层负责核心的业务流程，使所有输入数据的准确性及其

与数据库的交互。在这些业务处理后，服务层将与数据访问层（DAO 层）进行交

流，该层专注于具体的数据处理任务，包括查询或移除咨询师的资料等数据库操

作，使得最终结果返回给控制器层。控制器根据这些信息更新视图层，用户能在

咨询师的界面上看到最新的数据和操作反馈。具体界面布局可参见界面图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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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咨询师管理界面

在网站的论坛部分中，用户交互主要发生在图形界面层面，这里可以进行各

种操作，例如点击按钮以查询、添加或删除信息，或者是填写特定的表单以输入

论坛数据。这些用户动作在视图层被识别，并形成对后端控制器层的请求。控制

器层收到请求后，将任务委托给服务层，处理必要的业务逻辑。确认数据的正确

性以及进行数据库操作。在这些任务之后，服务层与数据访问层（DAO 层）交互，

后者专注于执行具体数据库操作，数据查询、更新、查阅评论或删除信息等。操

作完成后，数据访问层会将结果返回给控制器层。控制器层接收到结果后，更新

视图层，使用户在论坛界面上能看到最新的数据或得到操作的反馈结果。论坛的

图形界面展示可见于设计图 5-12。

图 5-12 论坛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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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心理测试系统中，界面层（通常称为 view 层）与功能互动。实际的

交互可能包括点击“查询”、“新增”或“删除”等按钮，或是填入特定的心理

测试信息到表单中。这些用户动作通过界面捕获，以请求的形式传递到控制器层

（controller 层）。

控制器层接到请求之后，向服务层（service 层）发出调用命令，来处理相

关的核心业务逻辑。这些业务处理包括验证用户输入数据的正确性以及进行数据

库操作等。在这些任务之后，服务层会与数据访问层（DAO 层）进行沟通，该层

专责于执行具体的数据操纵，如数据查询、更新、组织或删除相关的心理测试资

料。

DAO 层执行完毕并返回结果，控制器层根据获取的数据更新视图层。这样，

用户可以在视图层看到最新的心理测试信息或得到操作的相应回馈。整个流程确

保了心理测试功能的有效且准确的执行，用户参与和查看。心理测试的具体界面

展示可以参见系统文档中的图 5-13：

图 5-13 心理测试管理界面

在功能测试的场景下，界面层（view 层）允许用户与系统进行直接互动，

例如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界面上的“查询”、“添加”或“删除”按钮来操作，或

通过填写表单来提交测试题的相关信息。用户操作在界面层被识别并转化成请求，

发送至控制层（controller 层）。控制层接收这些请求后，会引入服务层（service

层）来处理相应的业务需求。服务层的任务是执行核心的业务逻辑处理，校验用

户输入的数据的正确性和进行与数据库的相互作用。在这些任务后，服务层会与

数据访问层（DAO 层）进行沟通，该层负责执行具体的数据处理操作，数据的更

新或删除。操作完成后，数据访问层会将结果反馈给控制层。控制层随后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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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层，展示最新的数据或提供对操作的反馈。示例的测试题界面展示在图示

5-14 中：

图 5-14 测试题管理界面

在实现测试题库的功能中，界面层（也称视图层）提供了用户交互的界面，

例如按钮操作（例如“查询”、“新增”、“删除”等）和填充表单的选项。当

这些操作在视图层执行时，相应的动作和数据将被捕获，并形成请求发往控制器

层。控制器层的作用是接收这些请求，需要调用服务层处理请求。服务层是负责

核心的业务逻辑，包括校验输入的数据合法性以及执行数据库相关操作的指令。

处理过程中，服务层会与数据访问对象层（DAO 层）进行通信，这一层是负

责数据库的具体操作，更新或删除数据记录。操作完成后，DAO 层将结果回传到

服务层，由服务层传回给控制器。

控制器层接收到这些处理结果后，会更新视图层的显示内容，确保用户界面

反映出最新的数据库状态或者给予用户必要的反馈。这样，用户在测试题库中的

任何操作都能得到及时的响应和更新。相关的界面示意可以参见文档中的图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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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测试题库管理界面

在管理系统中，当用户在界面上执行操作，比如按下“删除”键或填写日志

的表单，界面层即会捕捉这类活动，并将其作为请求发至控制层。接着，控制层

会接收这些请求并通知服务层处理，服务层的职责包括验证提交的数据是否正确

以及处理与数据库的相互作用。一旦服务层完成了这些业务逻辑处理，它将与数

据访问层进行联系，这一层主要负责执行具体的数据库操作，如查询或删除日志

信息，并将结果反馈给控制层。控制层根据这些反馈更新视图层，使得用户可以

在界面上看到最新的数据或得到操作的反馈。

此外，系统还允许进行其他一些操作，包括修改系统简介、管理轮播图、编

辑公告及其分类、以及更新“关于我们”页面的内容。各种功能的管理界面均设

计得直观易用，例如系统日志的界面展示详见图 5-16：

图 5-16 系统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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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咨询师模块实现

咨询师进入主页面，主要功能包括对系统首页、心理辅导预约管理、心理文

章管理、测试结果管理、测试分类管理、我的信息等进行操作。咨询师主页面如

图 5-17 所示：

图 5-17 咨询师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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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6.1 结论

本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深入分析当前大学生心理评估管理的情况，并探讨他们

的需求。基于这些分析，我们设计并开发了一个软件系统，旨在满足当代大学生

心理评估管理的需求。该系统的目标是简化用户和咨询师在心理评估信息管理方

面的工作流程。

在开发这个系统的过程中，我广泛地查阅了相关文献，并通过在线资源进行

了全面的需求分析。在我的导师的指导下，我克服了技术上的挑战，实现了一个

基本的大学生心理评估系统。

这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合理性与高效性，支持了整个开发过程，后续的维护和

升级工作。通过一系列的系统测试，我们发现并修复了一些关键问题，这提高了

系统的稳定性和运行质量。测试结果显示，系统的性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我们

将继续对它进行优化和改进。

这个系统包含了许多功能，如用户管理、心理咨询预约、心理文章发布、测

试结果分析、咨询师资料、测试分类、论坛互动、心理测试工具、题库维护、系

统配置以及个人信息管理等。技术实现上，我们采用了 Spring Boot 框架和 MySQL

数据库，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和维护的便捷性。

这个系统易于使用，响应快速，界面友好，极大地节省了人力资源，并提高

了工作效率。尽管由于技术限制，系统目前只实现了一些基本功能，还没有在创

新上取得重大突破，但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我们的系统将不断改

进，为中国大学生心理评估管理系统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于未来的改进，我们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功能增强：我们计划增加

新的功能，如维护记录和访客信息管理，以进一步丰富系统的功能。用户界面优

化：设计更具特色的系统标志，提升界面的美观度，增强用户的交互体验。这个

项目使得我对分层设计和系统开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为我未来的技术进步和创

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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