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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臺灣︐平均每年約有47所大專校院遭遇學生自殺事件︐其中

約11所發生在校園內︐衝擊最大但較為罕見[1]。如何快速有效地因

應校園自殺事件是重大挑戰。事件發生時︐校園中的每個成員︐包

括學生和教職員︐都可能受到巨大衝擊︐因而出現震驚、悲傷、自

責、擔心被責難或生氣等情緒和反應。 

當大專校院發生學生自殺危機或不幸身亡事件時︐學校須扮演

重要角色︐進行一系列處置工作︐目的是讓相關人員獲得足夠的資

訊、協助與支持︐從事件中恢復︐並避免自殺行為的模仿效應[2]。 

這本《大專校院校園事後預防手冊》是一份指南︐提供學校在

自殺事件發生後需要採取的步驟及注意事項。這本手冊為大專校院

的第一線人員提供指引︐內容涵蓋了如何適當準備與應對大專校院

自殺事件的處理流程︐並避免後續創傷與自殺風險。然而︐每個事

件都有其獨特性︐因此保持適當的彈性與修正是必要的。 

在尚未發生危機事件前︐校內各級人員也可利用此手冊進行校

園自殺事件的演練︐並根據實際情況修改範本內容︐以便在自殺事

件發生時能迅速且適當地應對。 



 

在描述自 傷 或 自 殺 事 件 時 ︐建議使用 中 性 詞 彙來描述︐以避

免 刻 板 印 象 。 這 有 助於減 少 對 自 傷 與 自 殺 的 常 態 化 與 模 仿 行

為 ︐以及 消 除 負 面 印 象 。開放性 的討論與鼓勵主動求助 與 助

人 行 為 ︐ 是 自 殺 防治的 關鍵︐ 也 是 國 際間共同努力的 目標

[3]。 

⽤字建議[4] 

1. ⾃傷意念或想法 

如果⾃我傷害的想法並非以結束⽣命為⽬的，可稱為⾃傷意念或想法

（thoughts of self-harm）。 

如果⾃我傷害的想法是以結束⽣命為⽬的，可稱為⾃殺意念（suicidal 

ideation）或⾃殺想法（suicidal thoughts）。 

有時並不容易區分是否有結束⽣命的⽬的，因為想法可以很快轉變，或是

處於猶豫不決的狀況。 

2. ⾃傷⾏為 

以結束⽣命為⽬的的⾃傷⾏為可稱為⾃殺企圖（suicide   attempt）。應

避免使⽤非中性詞彙如「⾃殺失敗」、「⾃殺未遂」或「⾃殺未完成」。 

在難以區分是否有結束⽣命意圖的情況下，可使⽤廣泛的詞彙，如「⾃我

傷害」或「⾃傷」（self-harm）。應避免使⽤「⾃毀」、「⾃殘」、「⾃

虐」與「蓄意⾃傷」等。 

3. ⾃殺⾝亡 

當意圖結束⽣命的⾏為導致死亡時，稱為「⾃殺（suicide）」或「⾃殺

⾝亡（death by suicide）」。應避免使⽤「⾃殺成功」、「⾃殺完成」

與「⾃殺已遂」等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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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需要事後預防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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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事後預防的目的 

自殺事件的特殊影響



自殺事後預防的目的 

⾃殺事後預防（suicide postvention）是為了快速且有效的因應校園⾃殺事

件，並為所有可能受到事件影響的⼈，提供相關的⽀持服務與資源[5]。在⼤專校

院⾃殺事件中，可能受到影響的包括學⽣、家屬、教師、⾏政⼈員、專業輔導⼈

員，以及主管等。 

自殺事件的特殊影響 

⼀項臺灣的全國性研究指出，有⼀等親⾃殺⾝亡者，其⾃⾝死於⾃殺的風險

是對照組的4.6倍[6]。國外研究亦指出，⾃殺遺族（事件者的家⼈、好友等）更

容易出現震驚、創傷、被拋棄、拒絕、羞恥與汙名等感受[7]。如果遺族具有精神

疾病家族史或過往⾃傷⾏為，⾃殺事件可能會加重他們的悲傷，影響他們的⼼理

健康。 

許多學⽣因離鄉背井求學⽽遠離⽀持系統，在⾃殺事件發⽣時，由於較少尋

求協助或與他⼈分享感受，或未能在⾃⾝的社會網絡中得到⽀持[8]，因此在事件

後得到的社會及專業各項⽀持有限，可能會需要額外的幫助。 

這些研究結果顯⽰，無論與⾃殺事件當事⼈的關係為何，受影響者都應該獲

得充分的⽀持與服務。過去認為談論⾃殺可能增加⾃殺風險，事實上卻相反，在

信任安全的環境下談論⾃殺，不會增加風險，反⽽可以提供⼼理⽀持。事後預防

是透過分享正確資訊、坦誠談論，以及展現主動關懷的態度，讓受影響的⼈得到

所需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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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自殺事件因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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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自殺事件因應計畫的要點 

自殺事件因應小組模擬及演練 

心理急救

擬 定 自 殺 事 件
因 應 計 畫



 

相 對於其他校園安全事件︐自殺事件的獨特性在於它可能觸發後續

自殺行為︐亦稱為仿效自殺[9]。應對危機事件的關鍵在於提前制

定計畫︐這有助於在情緒衝擊和壓力下迅速因應。學校應儘快作出反應︐並

盡量維持學校的正常模式︐辨識受影響者︐鼓勵表達悲傷與需求︐提供適當

的訊息與協助︐鼓勵求助與互助︐降低模仿自殺的風險。 

教育部資源 

針對整體性的學⽣⾃我傷害預防，學校可參照教育部的「校園學⽣⾃我

傷害三級預防⼯作計畫」的「學⽣⾃我傷害三級預防處理機制流程參考圖」

(附件1)[2]，依各校情況制定「處理機制流程」。三級預防包括初級預防（發

展性輔導）、⼆級預防（介入性輔導）與三級預防（處遇性輔導）⼯作

[10]。本⼿冊是針對三級預防當中已發⽣⾃殺⾝亡事件的情境，提供更詳細

的應變指引。 

為了促進⼤專校院學⽣輔導⼯作的發展，教育部設立北⼀區、北⼆區、

中區及南區⼤專校院輔導⼯作協調諮詢中⼼（簡稱輔諮中⼼，https://

www.guide.edu.tw/resources/）。輔諮中⼼宗旨為建立學⽣輔導⼯作理念

⽬標、加強校際聯繫、促進區域性交流︐以及協助應對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工

作的緊急事項。大專校院在遇到自殺事件時︐也可以請求四區輔諮中心的協

助︐或是在擬定自殺事件因應計畫時︐除了參考本指引︐也可以徵詢輔諮中

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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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自殺事件因應計畫的要點 

在事件發⽣前就預先制定，並以完整書⾯⽂件的形式存檔。 

包含與當地社區的合作模式。 

載明因應⼩組成員的組成，與⼩組成員各⾃的責任職掌。 

載明因應⼩組的訊息溝通平台。 

提供團隊核⼼成員相關訓練（如⼼理急救與⾃殺防治守⾨⼈訓練），包含通知

相關⼈員（如⼩組成員、家屬、學⽣）的流程。 

包含⾃殺現場與緊急送醫（如果發⽣在校園內）的處置。 

包含通知家屬、主要關係⼈，校內管理⾼層與相關⼈員的指引。 

包含通知社區與媒體的指引。 

包含了解與收集媒體報導與網路社群的相關訊息與討論。 

包含事後預防與可提供給遺族的資源。 

包含識別⾼風險學⽣或⼈員的⽅法，及可轉介的服務資源。 

包含事後預防有效性的評估以及後續追蹤⽅式。 

定期更新計畫，即使沒有發⽣⾃殺事件。 

自殺事件因應小組模擬及演練 

學校針對校園內⾃殺死亡事件模擬情境進⾏演練 

演練⽬的在了解、熟悉，與（視需要）調整因應流程 

演練⽬的也在增進⼩組成員之間的合作，與認識和界定各⾃的⾓⾊與⼯作 

可考慮邀請其他學校及消防單位等，共同進⾏事件模擬與演練 

可考慮也進⾏因應⾃傷或⾃殺⾏為危機事件的演練，例如因應校園裡正在發⽣

的⾃傷與⾃殺⾏為 

演練在⾃殺事件聯絡網裡如何傳遞訊息，訊息的收集與分享、進⾏校安與⾃殺

通報、下達指令、持續追蹤等 

訊息內容需清晰易懂，應包含事件時間、地點、學⽣基本資料、⾃傷⾃殺⽅

法、危急程度、⽬前的緊急處置、交辦的任務重點，與接續的處理計畫等 

因應危機模擬流程⾄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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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組的啟動及會議流程 

⼯作⼩組⼈員實際模擬操作，進⾏會報及討論 

⼼理急救之實際操作與演練 

心理急救 

根據世界衛⽣組織的定義，⼼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是幫助

那些遭受嚴重危機事件的⼈提供協助，透過提供情感⽀持和實⽤的幫助，減輕個⼈在

危機中的情緒和社會壓⼒，以增強應對能⼒和復原⼒，旨在為受災者提供⼀個穩定和

⽀持性的環境，幫助他們度過危機時期[11]。⼼理急救不僅適⽤於專業⼼理健康⼯

作，也適⽤於校園環境。 

⼼理急救包括以下核⼼要素： 

聆聽：⽤不評判和耐⼼的⽅式傾聽受災者的需求，不強迫交談。 

安慰和穩定：關懷與安慰受影響者，幫助他們感到平靜。 

實際幫助：提供實⽤訊息，和幫助解決實際問題，滿⾜基本需求（例如食物，

⽔，住所，訊息，與醫療服務）。 

聯結：幫助受災者聯繫他們的家⼈和社會⽀持網絡。 

保護：保護受影響者免受進⼀步的傷害。 

世界衛⽣組織的指引，也說明⼼理急救： 

不是只有專業⼈員才能提供，不是專業的⼼理諮商 。 

不是⼼理減壓（Psychological Debriefing），不需要對引起不安的危機事件做

詳細的討論。⼼理急救不是要求⼈們回顧他們所經歷的事，也不要求⼈們對發

⽣的事件和時間重新整理。研究顯⽰傳統⼼理減壓（包括回顧事件、了解及抒

發情緒與⽣理反應，並由主持⼈正常化這些反應等）對於長期復原沒有幫助。 

儘管⼼理急救包括聆聽受助者傾訴，但並不強迫他們談論感受和對事件的反應。 

對於長期恢復最有幫助的要素包括：安全感、與他⼈的關係、平靜和充滿希

望；獲得社會、實質和情感⽀援；個⼈和社區都感覺有能⼒⾃助。更詳細的內容與具

體實施指南可以參考世界衛⽣組織的⼼理急救指南⽂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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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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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自殺事件因應小組訊息公布原則 

校內訊息公布原則 

學校揭露學生自殺事件的不同考量 

對外訊息公布原則 

可提及訊息內容 

避免以下資訊 

與檢調警政單位合作

訊 息 揭 露



校園自殺事件因應小組訊息公布原則 

指定固定⼩組成員來回應各⽅詢問。 

在公布訊息前，先確認訊息的正確性。 

因應⼩組成員間保持溝通，並確保訊息傳遞⼀致性。 

學校對家⼈、學⽣及外界儘量採取⼀致的說法。 

可利⽤數位群組（例如LINE）保持即時聯絡、分享訊息，並將各項紀錄存放在

記事本，但須留意個⼈隱私的保護，因為數位群組並非完全保密的平台。 

校內訊息公布原則 

先通知教職員再通知學⽣，確保教職員都知道從何尋求協助。 

考慮以⼩團體（如科系）為單位通知學⽣。 

為教職員與學⽣提供可以立即獲得情緒⽀持的資源，包括校內外資源。 

告知因事件⽽可能產⽣的各種情緒與反應，⿎勵互相協助、識別⾝旁需要協助的⼈ 

盡可能維持學校正常運作。 

考慮提供⼀個場地讓學⽣前往抒發情緒，此空間需要有⼈監督。 

全校性訊息發布原則  

需要全校性發布訊息的場合，通常是在事件已被校內外得知或廣泛被媒體報導

時，為了避免⽭盾與錯誤訊息，有必要視情況進⾏全校訊息的發布，以提供簡要說

明，並強調學校的應變作為、對校園全體成員的關懷，以及校內外可⽤的資源。 

以下為全校性訊息發布的原則： 

簡要陳述事件，避免過於細節的描述。 

告知因事件⽽產⽣各種情緒與反應是正常的，並關懷受到強烈衝擊的⼈。 

⿎勵校園成員彼此協助與關懷。 

因應事件壓⼒的可能⽅式，包括照顧⾃⾝的基本⾝⼼需求。 

若有實質化的資訊⼩卡提供給學⽣可能有所幫助(附錄1)。 

可參考訊息發布信件範本(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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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訊息公布原則 

盡快與家屬取得聯繫，確保與家屬聯繫的⼩組成員了解如何傳達訊息與提供家

屬⽀持。 

公告的訊息有個⼈資訊時，需先得到家屬同意，考量家屬的想法跟感受，和家

屬聯絡時也要確保提供⾜夠的⽀持與服務。 

傳遞訊息實事求是，澄清可能的謠⾔，並避免提及事件過於細節的部分，例如

⾃殺⽅法、遺書等。 

某些事件有可能花上數⽉來釐清原因，少數事件的最後正式死因（由檢察官調

查認定）可能並非⾃殺。在這段期間校園內可能會有對死因的臆測與謠傳，這

時學校端便須秉持為「死因待確認」來進⾏說明，可考慮以適當語⾔描述，包

括「不幸事件」、「有待相關單位調查」等字眼。 

全校或局部性發布的內容可提及 

表達關懷的訊息，強調照顧⾃⾝需求與尋求協助的重要性。 

受影響者可以到哪裡尋求⽀持以及相關服務，以及有擔⼼的對象時，如何⽀持

並照顧⾃⾝及他⼈。 

學校可提供的⽀持服務，包括提供臨時性的服務、時間與場所。 

遇到有其他校園成員產⽣明顯情緒困擾甚⾄⾃殺想法時，可從何尋求協助。 

⾃殺的危機徵兆，以及可以協助的相關資源。 

避免以下資訊 

避免對於事件細節過度描述，例如⾃殺⽅法、地點、時間。 

避免將⾃殺死亡事件浪漫化、光榮化，或予以責難。 

避免提及任何遺書細節。 

避免推測任何⾃殺動機。 

與檢調警政單位合作 

    學校需要與檢調與警⽅密切溝通，特別是在進⾏調查的情況下（例如尚未確定死因是

⾃殺時），以確定在避免⼲擾調查的前提下，可以揭露的相關資訊，以及是否有某些學

⽣或教職員需接受警⽅調查。如果教職員要接受調查，學校可能需要諮詢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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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媒體 

10

對外發言前的準備 

死因無法確認時 

不當報導的因應方式 

社群媒體的因應方式

應 對 媒 體



 

在 處理自殺事件之餘︐同時要回應媒體的詢問可能會讓因

應小組成員倍感壓力︐因此建議指派單一對外的媒體發

言人︐並確保所有團隊成員知悉。 

對外發言前的準備 

準備新聞稿。 

避免提及過多事件細節，如⾃殺⽅法、地點、遺書等。 

避免簡單歸因。⾃殺事件往往是多重複雜的因素所致，⽽且經常難以得到詳細完整

的資訊，因此把⾃殺事件歸因⼀個簡單的解釋並不適當。 

談論⾃殺或⾃我傷害⾏為時，請使⽤中性的⽤詞，可參考2⾴的說明。 

在所有對外公布的訊息中，都應包含相關的求助服務及轉介資源。 

如果有機會，可以在說明事件時，也提醒⾃殺的危機徵兆，提醒互相關懷與協助，

強調有需要時可以找信任的⼈談談，或尋求專業協助，包括如何取得校內外的⽀持

資源。 

死因無法確認時 

死亡事件發⽣後，在沒有⽬擊者或沒有明確⾃殺意圖的表達（在語⾔或⽂字

上）、難以確認是⾃殺的情況下，死因調查結果可能需要⼀段時間才能確認，此時需

與家屬討論並取得同意後⽅可公布確切死因。若學校內已有⾃殺謠⾔，但家屬不願公

布確切死因時，事件因應⼩組應與家屬充分討論，在尊重家屬意願的前提下，與學⽣

們談論⾃殺及其可能的影響，並提倡尋求協助的重要性。 

若家屬不願解釋死因或將其歸結為意外事件，學校可簡要說明因為尊重家屬隱

私⽽無法透露更多訊息。由於直接談論⾃殺對預防後續⾃殺很重要，教職員仍可了解

受影響者的看法與感受，⽽無需提及當事⼈死因是⾃殺，或說明事件原因可能很複雜

難以臆測，且基於尊重家屬隱私不適合進⼀步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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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報導的因應方式 

學⽣⾃殺事件有時會引起媒體關注，特別是發⽣在校園內、有許多⽬擊者、有

多起時間相近的事件。國內外研究顯⽰，不當的報導⽅式，例如過度、浪漫化、聳

動、簡化或重複的報導，或詳細描述⾃殺⽅式，可能引發類似的⾃殺⾏為，稱之為維

特效應（Werther effect）[12]，且較可能發⽣在有類似特徵或已有精神困擾的群體

[10]。 

為了避免後續的⾃殺事件，學校應採⽤安全的訊息公告⽅式，包括上⾯所提到

的原則。學校在公布訊息的同時，也可以提醒媒體需要遵守《⾃殺防治法》第⼗六條

的規範[14]，以及世界衛⽣組織的⾃殺報導原則[15]，如下。 

《⾃殺防治法》第⼗六條：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

體，不得報導或記載下列事項： 

⼀、教導⾃殺⽅法或教唆、誘使、煽惑⺠眾⾃殺之訊息。 

⼆、詳細描述⾃殺個案之⾃殺⽅法及原因。 

三、誘導⾃殺之⽂字、聲⾳、圖片或影像資料。 

四、毒性物質或其他致命性⾃殺⼯具之銷售情報。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以助長⾃殺之情形。 

世界衛⽣組織⾃殺新聞報導原則：八不六要快速指引 

六要 

1. 提供正確的求助資訊。 

2. 特別謹慎報導名⼈⾃殺事件。 

3. 使⽤正確的資訊教育⺠眾有關⾃殺防治的事實。 

4. 報導如何因應壓⼒或⾃殺想法及尋求協助之⼈物故事。 

5. 謹慎訪問⾃殺遺族。 

6. 留意媒體從業⼈員於報導⾃殺事件時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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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 

1. 不要使⽤聳動化的標題。 

2. 不要詳細描述⾃殺⽅法。 

3. 不要提及⾃殺事件的地點或細節。 

4. 不要報導⾃殺遺書細節。 

5. 不要使⽤聳動化、合理化或正常化的⽅式描述⾃殺事件。 

6. 不要簡化⾃殺原因 歸咎單⼀因素。 

7. 不要刊登照片/影片/⾳訊或社群媒體連結。 

8. 不要將有關⾃殺的內容放在頭版，並避免過度或重複報導。 

社群媒體或論壇 

學⽣⾃殺事件的報導或訊息可能出現在社群媒體或論壇上。臺灣⼤專校院學⽣

常⽤的社群媒體或論壇包括Facebook、Instagram、Threads、PTT、Dcard等，不

適當的訊息可能是轉貼媒體的報導，或是個⼈公布在網路上的⽂字、圖片或影⾳等，

影響⼒與傳播的速度，有可能超過傳統媒體如報紙與電視。學校可主動到社群媒體或

論壇上觀察⾃殺事件的相關訊息，包括不適當的轉貼報導或貼⽂，或是表達嚴重情緒

困擾與⾃殺想法的個⼈貼⽂，予以適當的反應。 

社群媒體觀測重點，在發覺是否出現以下訊息 

短時期⼤量出現學⽣表達擔憂或困擾的訊息，包括⽂字與影⾳。 

謠⾔或譩測。 

⾃殺⽅法的細節。 

認為⾃殺是正向結果的類似發⾔。 

對⾃殺原因的過度推測。 

表⽰某⼈與事件者關係緊密。 

冒犯性留⾔，例如揭露隱私、指責、批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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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不當報導與網路訊息 

如果媒體有不適當的報導，或社群媒體與論壇出現不適當的訊息，學校可以透

過下⾯⽅式反應與通報，請業者修改或撤下網路上的報導。 

聯繫縣市衛⽣局，包括1999陳情系統。縣市衛⽣局是主管網際網路或其他媒

體不當⾃殺報導的主管機關，可請求衛⽣局協助聯繫業者修改或撤下網路上

的不當報導與訊息。 

通報iWIN。iWIN是政府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46條委託⺠間

成立的網路內容防護機構，以維護兒少網路安全環境。它受理⺠眾申訴有害

兒少⾝⼼發展之網際網路內容，包括不當的⾃殺相關訊息與報導（申訴網

⾴：https://www.win.org.tw/appeal），轉達與反應給業者，啟動⾃律機

制。 

可考慮直接或透過主管機關聯繫社群媒體業者或版⾯管理員。 

對於社群媒體與論壇上的不適當內容，可以⿎勵學⽣⾃發性地提出警⽰、發送

提醒與正確資訊、⿎勵求助與分享求助資源，向教職員報告對同學/朋友發⽂或訊息

的任何疑慮，與向教職員報告任何集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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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與支持高風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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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別 與 支 持  
高 風 險 學 生

自殺倖存者 

識別高風險學生 

自殺事件後容易成為高風險族群的特徵 

可以提供的支持 

與多元文化學生或家屬合作的注意事項



自殺倖存者 

自殺倖存者（suicide survivors）是指曾經歷了親朋好友自殺的

人。這些倖存者可能包括家庭成員、朋友、同學、師長、同事︐及

其他認識自殺者的人。他們經歷的痛苦和哀傷通常更深刻︐並且可

能會面臨多種情緒和心理挑戰︐例如悲傷、內疚、困惑和憤怒。 

⾃殺倖存者可能會⾯臨以下幾個⽅⾯的挑戰： 

情感痛苦：親⼈或朋友⾃殺後，倖存者往往會感到極度的悲傷和痛苦。 

內疚和⾃責：倖存者會⾃問是否可以做些什麼來防⽌⾃殺的發⽣，並因此感

到內疚。 

困惑和問題：⾃殺通常會給倖存者留下很多未解的問題，例如「為什麼會發

⽣？」或「我有沒有忽視了什麼徵兆？」 

社會壓⼒和汙名：⾃殺在許多⽂化中仍然是⼀個禁忌話題，倖存者可能會感

受到壓⼒和汙名，並可能因害怕被批評⽽不願談論所經歷的痛。 

在⼤專校院學⽣⾃殺事件後，以下⼈群可能成為倖存者： 

家⼈：包括⽗⺟、兄弟姐妹、配偶或其他親屬。家⼈通常會受到深刻的情感

影響，感受到巨⼤的失落和痛苦。 

朋友：與⾃殺學⽣關係密切的朋友通常會感受到強烈的情感波動，可能會有

內疚、悲傷和困惑。 

室友：與⾃殺學⽣同住的室友可能會感受到直接的影響，特別是如果他們在

事發時在場，或最早發現了⾃殺事件。 

同學和學伴：與⾃殺學⽣⼀起上課、參加活動或共同學習的同學和學伴也可

能會受到影響，尤其是如果他們與⾃殺學⽣有過密切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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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職員：包括教授、輔導⼈員、學⽣事務⼯作⼈員，與其他教職員。這

些教職員可能曾與⾃殺學⽣有過交流或提供過⽀持，他們也會感到悲傷和無

⼒。 

社團成員和夥伴：參與相同社團、運動團隊或其他課外活動的成員可能會感

到失落，尤其是當⾃殺學⽣是其中的⼀員。 

戀⼈或伴侶：如果⾃殺學⽣有戀⼈或伴侶，他們本⾝也可能是同校學⽣，這

些⼈將會受到極⼤的情感衝擊，並可能⾯臨深深的悲痛和內疚。 

校友：曾經與⾃殺學⽣在同⼀時期就讀的校友，特別是與其有過互動的，可

能也會受到影響。 

這些倖存者可能會經歷不同程度的情感痛苦和⼼理挑戰，因此學校和社區需要

提供適當的⽀持和資源，以幫助他們應對這些困難。提供⼼理諮詢、設立⽀持⼩組、

⿎勵尋求專業協助，以及創造⼀個理解和同情的環境，對於倖存者的康復非常重要。 

識別高風險學生 

⾃殺事件的特殊影響在於可能引發後續的仿效⾏為，因⽽增加⾃殺風險。因

此，識別受事件影響較⼤的⼈與倖存者，並適時提供⽀持資源和轉介⾄專業協助非常

重要。研究指出，過往有失親經驗、正在經歷個⼈危機、具有精神疾病史的⼈，都是

⾃殺想法及⾃殺企圖的⾼危險群[6, 13]。 與學⽣最熟悉的教職員需警覺是否有學⽣

特別沮喪或受事件影響很⼤，並及時提供適切的⽀持服務。 

⾃殺事件發⽣後，可視需要整理⼀份受影響者的清單，包括學⽣與教職員，留

下連絡⽅式，予以持續關懷與追蹤，並從中辨識⾼風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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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事件後容易成為高風險族群的特徵[5] 

與⾝亡學⽣有社會性連結：親近的家⼈、伴侶、朋友同儕、教職員等，尤其是

與當事者具有相同的問題或信仰等。 

與⾝亡學⽣有地緣性連結：靠近事發地點、與當事⼈同住、同班、同社團等。  

與⾝亡學⽣有⼼理性連結：對事件當事⼈處境具有認同感或覺得親近的⼈，可

能具有相同的愛好或特徵，或本⾝具有⾝⼼健康問題，例如⾃傷史、過往有⾃殺意念

或⾏為、有精神困擾或接受治療，使⽤藥物或酒精，與近期喪親等。 

與⾝亡學⽣有網路上的連結：有網路上有密切聯繫的朋友。 

可以提供的支持 

   脆弱族群通常較少主動求助，並且不容易從⼈群中識別，因此提供不同服務的

選擇、多種使⽤管道、讓更多⼈知道可以利⽤的服務，並積極營造求助「常態化」的

環境是很重要的。 

以校園內的輔導資源為例，除了提供⾯對⾯的輔導，可考慮進⼀步發展、提供

或轉介線上服務，或是同儕⽀持。在預約管道上，除了電話、線上預約，也可以在⼀

般上班時間提供現場的即時評估（drop-in services）。在校外資源上，可以提供與

學校有聯繫或合作的機構名單，例如⾝⼼科診所、⼼理治療或諮商所等，或是完整的

清單供學⽣選擇，並考慮提供若⼲補助。 

  事件發⽣後數⽇內，可能是⼼理衝擊最⼤的時候，可以提醒學⽣考慮請假或⼼

理假，但與學校相關部⾨（例如系所辦公室、⼼輔中⼼等）保持聯繫。 

在⾃殺事件後提供⼀個場所，讓學⽣或教職員能夠在相關⼈員的⽀持下，有機

會談論事件經過、了解如何互相照顧與幫助，並抒發⾃⾝的感受，可能是幫助的。 

  若學⽣或家屬需要進⼀步的專業協助，學校可以建議尋求專業的精神醫療與⼼

理諮商等相關⽀持，也可提供相關的服務資訊清單（如資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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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元文化學生或家屬合作的注意事項 

⼤專校院中學⽣的多樣性包含了國際學⽣、新移⺠⼦女、偏鄉與原住⺠、⾝⼼

障礙學⽣、特教⽣，以及多元性別的學⽣等。當學⽣⾃殺事件發⽣時，學校須特別考

量受事件影響的多元⽂化學⽣或家屬的需求，以確保相關需求可以得到回應。注意事

項包括： 

了解與尊重對⽅的⽂化背景和價值觀。 

透明、清晰的溝通⽅式，避免可能引起誤解或不適的⽤語。 

使⽤對⽅能夠理解的溝通⽅式，若有翻譯上的需求，可考慮使⽤翻譯服務。 

清點校內外的多語服務，整理成清單，並放置於明顯可⾒的網⾴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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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對話 

 

20

如果擔心學生︐試著讓他們和你談談 

緩解情緒的技巧

開 啟 對 話



 

若 遇到需要談話的對象但不確定怎麼說︐可以轉介給校內

專業輔導人員。如果當時沒有合適的轉介時機︐但你與

個案關係良好︐可以參考以下談話原則︓ 

如果擔心學生︐試著讓他們和你談談 

可嘗試提出開放式問題，例如：「發⽣了什麼事？可以跟我說說嗎？」、「你對這

件事的感受是什麼？」。很多時候，他們想談但不知道如何開⼝，使⽤開放式提問

可以有效開啟對話。 

回應學⽣所說的，表⽰理解或願意試著理解他們的感受，或提問更多問題。 

著重於當事⼈的感受，⽽非嘗試解決問題，這樣更能表達你的關⼼。 

尊重他們的話語，不急於⾺上要解決問題或提出建議，先讓他們試著⾃⼰做決定，

再視情況提供資訊或建議。 

緩解情緒的技巧 

⿎勵學⽣當陷入擔⼼、傷⼼等情緒時，可以採取的具體⾏動： 

簡單放鬆技巧：深呼吸三次—慢慢吸氣，數到⼗、或想像⾃⼰置⾝在⼀個非常

喜歡並且能夠感到平靜放鬆的地⽅。 

從事個⼈平時有興趣或喜歡的活動，例如聽⾳樂、看網上影片、閱讀、運動，

和朋友聊天等。 

到可以移轉注意⼒的地點，包括校園內外的空間。 

回想過去⾃⼰在遭遇困難時，是如何度過的，提醒⾃⼰現在也可以使⽤同樣的

因應策略。 

寫下可以尋求⽀持的親⼈、好友名單。 

寫下⾃⼰期待的事。 

專注在可以達成的⼩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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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可能因為玩樂或其他事情⽽感到內疚，此時可以進⼀步了解並接納這樣的

感受，也適時提醒⾃⼰的⾝⼼狀況是最重要的。可以與學⽣討論想⽤什麼⽅式懷念他

們的朋友，例如寫信給他的家⼈、參加告別式、製做記念冊，或者在朋友的名義下做

些善事。學校若有出席告別式或舉⾏紀念活動的規劃，也可以了解受影響學⽣的想法

與感受，讓他們有機會表達並參與，並逐步將注意⼒回歸到校園⽣活與學習的⽇常。  

學校可以考慮設置⼀個短期的關懷⼩站，提供⼀個安全舒適的場所，讓學⽣可

以前往獲得資訊與⽀持。關懷⼩站可以由專兼任輔導⼈員提供⼼理⽀持或悲傷輔導，

並識別和轉介需要額外追蹤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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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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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紀念活動 

社群媒體和線上紀念活動

紀 念 活 動



  

在 任何死亡事件發生後︐希望向逝者致意是很自然的反應︐

也是悲傷的歷程。但遇到自殺或疑似自殺身亡的事件︐學

校所舉行的紀念活動都必須審慎籌畫︐避免美化或渲染而造成預期

之外的自殺風險上升。 

短期紀念活動 

由於可能會有⼈想要獻花或致意，學校可以選擇⼀個適合進⾏紀念活動的地⽅。 

這個這個地點應避開⾃殺事件發⽣地，或非常公開的地⽅ 。 
讓每個⼈都能夠前往，⽽個⼈可以⾃⾏決定是否出席。 

需要有相關⼈員從旁監督，避免不適當的物品或⾔論，並在學⽣需要時給予協助。 

決定何時結束紀念活動的時間點，需與事件相關⼈員（包含⾼層長官、親近朋友、

家⼈等）討論，建議為期不超過兩週，不過仍須考量家屬意願，⽽當事⼈的相關物

品可收集後交給家屬。 

⾼風險族群可能會將任何紀念形式解讀為對⾃殺的認可，並將⾃殺視為解決問題的

⽅式，因此在規劃紀念活動時，應多加留意。 

社群媒體和線上紀念活動 

雖然學校無法控管在⾃殺事件後的線上紀念活動和其他社群網路活動，不過仍

應讓教職員和學⽣了解傳遞不適當訊息的影響，並提醒⼤家留意⾃殺危機警訊，若有

⾃殺疑慮的貼⽂，則盡快通知相關⼈員。 

關於社群媒體，考慮下⾯事項： 

網路可在短時間內快速傳播訊息給⼤量的⼈，社群媒體可能成為學⽣、家長與

教職員⾸先得知事件消息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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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漸普及，越來越多⼈認為網路是最能夠抒發⾃⼰想法或感受的空

間。當遭遇⾃殺事件時，可能有⼈在社群媒體或網路論壇表達理解與認同，也

會有⼈批評與排斥。 

過度的情緒認同有可能引發仿效⾏為，相較下，負⾯網路⾔論則創造不友善、

排斥的氛圍，也有可能造成易感受性族群的情緒困擾，甚⾄⾃殺風險升⾼。 

對於有⾃殺危機貼⽂，應進⼀步了解、通報，甚⾄救援。 

社群網路或論壇的管理者具有社會責任，應移除錯誤訊息、與過度激烈甚⾄謾

罵的貼⽂，並回報有⾃殺之虞的貼⽂。 

將來有需要與各⽅利益相關者進⾏討論，發展因應策略，包括對不正確與不適

當內容的監測、通報與處置，予以警⽰、建議⾃⾏撤下、主動隱藏若⼲內容，

或援引相關法規（如《⾃殺防治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進

⾏裁罰。 

將來可發展在網路上談論⼼理困擾與⾃殺想法的指引，提升年輕族群的網路使

⽤識能[16，17]。 

關於社群媒體紀念專⾴，考慮下⾯事項： 

可能有⼈試圖在社群媒體上設立紀念專⾴，⼈們能在此分享回憶、相互⽀持，

並分享告別式的相關事宜，⽽遺族家⼈也可透過紀念專⾴與當事⼈的朋友保持

聯繫。 

雖然紀念專⾴可以在悲傷歷程中向許多⼈提供⽀持，但也可能會有像是不實資

訊、臆測、指責、批評或煽動性的⾔論出現，從⽽引發後續不良反應，⽽若是

想要關閉或控制紀念專⾴，也可能會有反效果。 

可提醒紀念專⾴創立者審視專⾴上發布的貼⽂，對不適當貼⽂予以適當處置

（例如提醒並請求主動撤下，或之後由管理者將其隱蔽），同時也能從中找出

潛在的⾼風險族群，並為他們提供⽀持及分享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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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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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下⾯的措施： 

通過私⼈或⼩團體的渠道通知學⽣告別式的時間、地點和相關安排，並向學⽣

簡要介紹告別式的流程和禮儀，讓他們知道會有哪些活動（如追悼詞、默哀、

鮮花獻禮等）。 

強調出席告別式是⾃願的，學⽣可以根據⾃⼰的情感狀況決定是否參加。 

說明告別式可以是表達哀思、⽀持逝者家屬和朋友的⼀種⽅式，也是學⽣們共

同⾯對悲傷、尋求情感⽀持的機會。 

提醒學⽣在告別式上保持尊重和莊重，遵守禮儀規範，例如穿著正式或深⾊衣

物、在儀式期間保持安靜等。 

提醒學⽣在告別式上可能會⾯臨強烈的情感波動，⿎勵學⽣結伴出席，彼此⽀

持，可以減少孤獨感並提供情感⽀持。 

考慮安排學校專輔⼈員或⽀持⼈員將在現場提供⽀持，有需要的學⽣可以隨時

尋求幫助。 

有些學校會派專⾞接送校長、⼀級主管、校安⼈員、師長與學⽣等到殯儀館參

加死者的告別式。 

學校可於告別式時（或更早於其它場合）對家屬提供下列資訊： 

慰問家屬與告知學校可提供之各項協助。 

協助申請慰問⾦、撫恤⾦。 

遺族輔導：有些學校會為家屬提供校內輔導資源（校內諮商、或⾄⼿⾜的學校

提供⼼理⽀持與輔導），或轉介校外資源(如⾃殺關懷訪視的遺族關懷)。 

協助辦理退學，歸還剩餘學雜費，協助取回留置於校內或宿舍的遺物。 

授予（榮譽）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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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歸咎責難文化轉變為支持與學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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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歸 咎 責 難 文 化  
轉 變 為  

支 持 與 學 習 文 化

歸咎與責難 

預防高風險學生自殺的挑戰 

自殺預防的系統性思維 

反思會議



歸咎與責難 

學⽣⾃殺事件不僅會對周遭親友造成衝擊，也可能因為媒體報導或網路與社群

媒體的輿論⽽對學校形成巨⼤壓⼒： 

這樣的壓⼒常引發究責，讓學校成為承接外部失落、悲傷，甚⾄憤怒情緒的對

象  
「尋找代罪羔⽺」的氛圍不僅對校內的第⼀線⼈員造成偌⼤的壓⼒、委屈與挫

折，也會引發恐懼與逃避反應。 

在校內承擔事後預防⼯作的第⼀線⼈員，很需要學校管理階層與校內同事的⼼

理與具體⽀持，提供相關資源，甚⾄是法律諮詢服務（例如家屬可能責難或提

出告訴），以減輕壓⼒。 

預防高風險學生自殺的挑戰 

⾃殺事件的原因複雜，無法歸於單⼀因素。有時學校僅能從少量、零碎與片斷

的資訊中去拼湊事件經過，與真實情況難免會有落差。在協助有⾼風險學⽣時，有可

能遭遇下⾯挑戰，但⾃殺事件仍有可能發⽣：  
⾃殺⾝亡學⽣在⽣前求助意願低落或不⾜，未曾接觸校內外輔導或醫療資源，

或是短暫使⽤過校內的輔導資源後，認為無需繼續，因此停⽌使⽤校內的輔導

資源。 

基於各種原因，學⽣的家庭未能了解⾃殺風險或積極協助學⽣尋求協助，或未

能持續得到充分的協助。 

⾃殺事件也可能出現在情緒困擾已改善、諮商輔導已結束的學⽣，在遇到急性

危機的情況下，未再次尋求協助即發⽣不幸⾃殺死亡事件。 

學⽣⾃殺事件可能發⽣在休學期間，或是寒暑假返家期間。此時學校的輔導諮

商⼯作，或是整體學校網絡的保護作⽤，未能如⼀般學期期間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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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預防的系統性思維 

因此，應該多重因素及系統性思維來看待學⽣⾃殺⾝亡事件： 

理解⾃殺事件是複雜因素共同作⽤的結果，不應歸咎於單⼀議題或⼈員。 

系統性思維是強調不幸事件源於系統中多層次的保護機制，未能同時發揮其作

⽤阻⽌憾事發⽣，這樣的觀念有助於避免將責任單純地歸咎於單⼀層⾯或⼈

員，將重點朝向未來可以提升與改善的作為，如同⼀位曾經經歷學⽣⾃殺事件

的⼈員所說的：「第⼀個想法變成是我們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把責任這個

⾓度放在很後⾯」。 

⾃殺預防仰賴整體學校的跨部⾨合作，不只是輔導諮商⼈員，也包括師長、同

儕、學務、⾏政、校安、宿舍、社團、健康中⼼、甚⾄總務（提升校園環境的安

全性）等等，以全學校（whole-university or whole-school）的思維來進⾏

[15]，甚⾄要考慮學⽣所⾝處的整體社會環境，以跨政府部⾨（whole-of-

government）的⾓度來進⾏⾃殺防治⼯作[9]。 

反思會議 

事件發⽣後，校⽅可以進⾏反思會議，根據處理流程、溝通等各⽅⾯予以回

顧，思考是否有進⼀步改善的空間，並將其紀錄與更新到因應計畫中。執⾏⽅式如

下： 

會議準備： 

訂定明確的會議⽬標和範疇，確保所有參與者了解會議的⽬的（如反思⾃殺事

件的處理過程、討論改進措施）。 

邀請相關的教職員⼯、⼼理輔導員、甚⾄學⽣代表或⽣前曾提供評估與治療的

醫療⼈員等參加會議，以確保不同視⾓和意⾒的參與。 

收集資料：提前收集相關資料，包括事件經過、處理過程、各⽅反饋等，為會

議討論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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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進⾏： 

⽀持與感謝相關⼈員在事件因應過程中的付出。  
事件回顧：簡要回顧事件經過和處理過程。 

反思討論：分階段回顧不同環節，如信息傳遞、危機應對、⼼理⽀持等，並重

新盤點校內外資源，及定期模擬演練的內容。  
收集建議：⿎勵參與者提出建議，包括未來應對類似事件的措施。 

制定⾏動計劃：根據討論結果，制定具體的改進⾏動計劃和時間表，並更新因

應計畫。 

記錄會議： 

指定專⼈記錄會議內容，整理會議記錄和反饋意⾒，形成書⾯報告。 

注意事項： 

營造安全環境：強調會議中的發⾔和討論需要尊重所有參與者的意⾒，並確保

討論內容的保密性，保護相關個⼈隱私。考慮會議中可能引發的情感反應，安

排⼼理輔導員在場提供⽀持，並準備紙⼱和其他安慰物品。 

⿎勵開放交流：⿎勵參與者積極傾聽，避免打斷他⼈發⾔，創造⼀個開放和包

容的討論氛圍。提供匿名反饋管道，讓參與者可以在會議後以匿名⽅式提交意

⾒和建議。  
聚焦改進：引導討論聚焦於改進措施，⽽非責怪個⼈或部⾨。強調學習和成長

的⾓度，尋找解決⽅案。確保會議結論具體且可操作，制定明確的改進⾏動計

劃，並指派負責⼈跟進落實。 

會後跟進：整理會議記錄和報告，分發給所有相關⼈員，確保⼤家了解會議結論

和⾏動計劃。設立定期跟進機制，監測改進措施的實施情況，定期評估效果，並

在必要時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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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校園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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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強  
校 園 環 境  

安 全

對外發言前的準備 

死因無法確認時 

不當報導的因應方式 

社群媒體的因應方式



 

當 學生自殺事件︐或是企圖自殺事件發生在校園內（包括

宿舍）時︐也提醒校方應重新檢視校園環境的安全性的

必要性︐包括提升安全的實際方法、施作與成本︐這往往需要校方

高層的重視與投入︐並指導相關單位完成。 

校園可能發生自殺事件的高危環境︐包括頂樓、高樓窗戶、陽

台、走道與空橋等︐在衝動下發生的墜落行為︐即使當事人立即轉

念︐也會造成不可逆的死亡或重傷︐並對目擊者造成心理衝擊。 

校園可以採取多種措施來預防︐以下是一些具體的建議︓ 

設置物理防護設施 

⾼處護欄和圍欄：在所有容易接近的⾼處區域（如屋頂、陽台、天台、樓梯

間）安裝⾼於標準的護欄或圍欄（如2公尺），並確保其⾼度和穩固性⾜以防⽌

意圖跳樓的⾏為。 

防攀爬設施：在⾼處護欄或圍欄上安裝防攀爬裝置，阻⽌⼈員輕易爬越。 

安全⾨：在通往屋頂和⾼處的入⼝裝置安全⾨，連結校安警報系統，張貼安全

警⽰（例如，僅限於逃⽣使⽤，強⾏推開會觸動警鈴），或使⽤⾨禁卡限制無

關⼈員進入這些區域。 

安全網與隱型鐵窗：對於⼤區域的開放空間，可考慮使⽤安全網與隱型鐵窗。

隱型鐵窗由細鋼絲或鋁合⾦線材製成，安裝在窗⼾外側或內側，安裝後不會影

響視覺，安裝相對簡單，不需要對原有結構進⾏⼤的改動，適合安裝在⾼樓教

室和宿舍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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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檔或鍊條：⽤於防⽌窗⼾完全推開，包括平推窗與推射窗（從內部向外推開

的窗⼾）。它通常由⾦屬、塑膠或其他堅固材料製成，安裝在窗⼾框架上，可

以限制窗⼾能夠被推開或拉開的幅度，讓⼈無法穿越。 

⾼危期間暫時措施：遇有特定⾼危學⽣處於危機當中，可考慮暫時關閉通往⾼

危地點的⾨或通道。 

兼顧消防安全：可邀請縣市消防單位前來討論，確定安全措施未違反消防安全

規範。 

增強監測 

監視攝影機：在⾼風險區域安裝監視攝影機，並確保系統實時運⾏，以便及時

發現可疑⾏為。 

巡邏和安全⼈員：安排安全⼈員定期巡邏⾼風險區域，特別是在課間和夜間等

⾼風險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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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學⽣⾃我傷害三級預防處理機制流程參考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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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信件範本[9]

親愛的老師與同學們： 

近期我們校園內發⽣了⼀起令⼈難過的事件，媒體也已報導此事。  

校⽅持續與當事⼈的家⼈、朋友及其他直接受影響的⼈保持聯繫，請讓我們共

同尊重他們的隱私。  

我們希望⼤家都知道，學校將盡⼒提供每個⼈所需的⽀持。震驚與悲傷是很正

常的反應，每個⼈可能產⽣不同的反應。與朋友、家⼈、師長或其他教職員談論你的

感受會很有幫助。此外，你可以從[提供⼤學諮詢和其它相關資源的細節]獲得⽀持和

諮詢。如果你不確定該怎麼辦，請聯繫你的學系或院所，他們將非常願意幫助你或提

供相關的資源和訊息。  

如果您擔⼼周遭的朋友、同學受事件影響較深，或出現了明顯的情緒或⾏為反

應，可以進⼀步詢問他們與傾聽來提供關懷與⽀持，也可以建議他們主動尋求校內、

外的輔導或相關資源。 

24⼩時的校內外服務資源

校安中⼼ (XX-XXXXXXX) 

警消專線 110 與 119 

衛福部安⼼專線 1925 

⽣命線 1995 

學校可使⽤的資源，如⼼輔資源、輔導老師等 

[您的學校/學院名稱] 院長/校長/主任/系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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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資源⼩卡 

建議涵蓋以下訊息，各校可依據⾃⾝情況彈性設計。 

 

    折⾴正⾯ 

     折⾴反⾯ 

下載連結：https://www.canva.com/design/DAGGHOArv2w/7nVFeJLs_iG-f-fkTMbejw/edit?

utm_content=DAGGHOArv2w&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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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預防
資源小卡

緊急求助電話
警察：110（24小時）

消防或救護車：119 （24小時）

校內資源
校安中心（駐警室）電話：                  

時間：24小時值班
心（學）輔中心電話：                    

時間：                  

國內資源
衛福部安心專線：1925 （24小時）

生命線：1995（24小時）

生命線及時協談服務

張老師：1980 
週一~週六 

9:00-12:00；
14:00-17:00；
18:00-21:30
週日 

9:00-12:00；
14:00-17:00

（縣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電話：             
（縣市）身心科診所：台灣精神科診所協會

（縣市）心理諮商所：心據點　

校內協助資源

國外資源
Find a Helpline：各國生命線電話查詢

https://findahelpline.com/

Crisis Text Line：美國線上諮詢協談服務（24小時）
https://www.crisistextline.org/

臺北市生命線即時協談

網址：https://www.sos.org.tw/web/index.jsp

全國生命線線上即時協談

主網頁:https://www.sos.org.tw/web/index.jsp 
註冊網頁:https://www.sos.org.tw/web/login.jsp?from=chat 

台灣線上即時協談資源

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大學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張書森教授編製

113年7月



語言
透過不同方式（如寫日記、社群媒體、或直
接說出）表達想死、對生命沒有希望，與家
人、朋友告別等；

情緒
易怒、焦慮、無望感、覺得自己很糟、開心
不起來、注意力不集中、提不起精神；忽然
之間的情緒變化（例如由低落到非常開
心）；

行為
缺課或缺交作業的次數增加、沒有動力，對
過去有興趣的事缺乏興趣，飲食習慣改變
（吃太多或吃太少）、失眠或睡太多、大幅
減少社交活動、身體不適、增加酒精或藥物
的使用；送走心愛或珍貴的物品，將重要物
品交給他人

環境
情感關係改變（如分手、與朋友吵架）、有
重要他人離開（搬家、出國或離世）、對環
境適應不佳、（曾有或近期）遭受重大挫折
或創傷、課業或工作壓力、有經濟或居住問
題

若觀察到身邊周遭的人出現下
列警訊，學校的人員或學生可
以透過「一問二應三轉介」的
方式，來幫助出現警訊或正處
在危機當中的人。

如何協助
當注意到他人有危機警訊時，可以透

過「一問、二應、三轉介」的方式提

供協助。協助他人之前，請先確保自

己與對方的人身安全。

一問：主動的關懷與詢問對方。

「你最近還好嗎？」

「最近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你有想要傷害自己嗎？」

「有沒有想過要自殺呢？」

「我可以幫上什麼忙嗎？」

二應：靜靜的聆聽，適當的陪伴。

不需要急著解決問題。

保持平靜、開放與接納的態度－「謝謝你和我分

享」、「經歷了這麼多，辛苦了」

有時候短短的回應就足夠了－「嗯嗯」、「是」

三轉介：提供適當的資源，請參考下一頁「校

內、外心輔資源」

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大學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張書森教授編製
113年7月



附錄4
⼤專校院學⽣⾃殺⾝亡事後預防⼿冊流程圖 

Find a Helpline：https://findahelpline.com/　 

Crisis Text Line：https://www.crisistext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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