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辦法 

97.2.26 輔導工作委員會議通過 

101.09.18輔導工作委員會議修訂 

104.03.03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修訂 

106.01.18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校名修訂 

壹、 計畫依據： 

一、 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 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輔導工作計畫。 

貳、 計畫目的： 

一、 強化學校處理網絡，預防校園自我傷害事件發生。 

二、 提高學生對自我傷害之認知，增進自我覺察之能力。 

三、 增進教師對校園自我傷害事件之預防與處理能力，培養對高危險性自我傷

害個案之敏感度，並能適時介入與輔導。 

參、 實施策略： 

一、 成立危機處理小組，研商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計畫及自傷事件危機處置與事後處置

之流程。 

二、 鼓勵教師積極參與生命教育之研習，增進教師輔導知能，以提供學生適當有效之

輔導。 

三、 全面強化自傷高危險群學生之篩選與認輔工作，透過親師合作，建構學生

支持輔導系統。 

四、 辦理生命教育之宣導活動，引導學生體認生命的可貴，進而尊重生命、關

懷生命、珍愛生命。 

五、 建構完善之輔導資源網絡，適時引進精神醫療、心理衛生、社會工作等資

源，以維護校園心理衛生安全。 

肆、 實施方式： 

一、 預防處置階段 

執行人員 

（單位） 
實 施 內 容 

校長 
1、督導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之相關工作。 

2、成立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研商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計畫。 

教務處 

1、協助教師於教學設計時適當融入生命與死亡教育課程，引導學生珍

愛生命。 

2、督促各科教師確實執行生命與死亡教育課程，並能適時注意學生生

活壓力與情緒反應，減少學生發生自我傷害行為之機會。 

學務處 

1、透過班級幹部訓練、聯課或社團等學生活動，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

活，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2、督促導師利用班會時間適時實施生死教育課程。 

3、定期舉辦家長座談會，落實班親會功能。 



4、建立校園危機事件處理流程及校園緊急事件處理通報系統。 

總務處 

1、隨時檢視校園各項設施安全維護、修繕，避免製造危險環境。 

2、加強教職員、警衛及工友等校園安全概念之養成，落實校園安全巡

邏。 

輔導室 

1、善用各種會議場合宣導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觀念。 

2、舉辦與生命教育有關之輔導知能研習，提昇教職員工輔導技能及對

事件之敏銳度。 

3、利用班週朝會辦理生命教育之宣導活動，引導學生體認生命的可 

貴，進而尊重生命、珍愛生命。 

4、落實班級輔導課程，協助學生適應新學習環境。 

5、實施憂鬱量表篩選有憂鬱或自我傷害傾向者，由輔導老師儘早介入 

或轉介專業機構。 

導師 

及 

專任教師 

1、積極參與有關自我傷害防治之研習活動，建立對學生自我傷害之認

知。 

2、於教學設計時融入生命教育課程，協助學生瞭解生命之意義與價值

，同時釐清死亡之真相。 

3、經常與導師或任課老師聯繫，掌握學生在校狀況。 

4、經常與班上每位同學接觸，瞭解學生是否遭遇較大之生活變動，協

助學生解決問題，並增進學生生活因應的技巧及調適壓力的能力。 

5、留意學生在各項紀錄或信件上透露的心事及相關線索，願意傾聽學

生心聲，隨時給予學生支持與關懷，同時善用各種記錄。 

6、留意每位學生的出缺席狀況，與家長保持密切的聯繫，相互交換學

生在校與居家之生活訊息。 

7、建立班上的支援網絡，提供需要協助的同學適當之支援。 

8、協助實施憂鬱量表篩選，評估學生自傷傾向，並密切注意學生情緒

變化，適時予以關懷、輔導。 

9、對有自我傷害傾向的學生保持高敏感度，同時提供學生可支援之網

絡（校內協助單位或社會資源） 

10、常與輔導老師保持聯繫，加強「全方位」的輔導策略。 

輔導 

教師 

1、依學生最立即需要及保護學生之安全等原則，配合校園危機處理小

組發揮輔導專業知能。 

2、充實自身之自殺防治知能，提供家長預防子女自我傷害的方法。 

3、提供教師專業之諮詢，協助教師情緒管理，提出自我傷害傾向的可

能徵兆，教導教師處理學生自我傷害事件，提供教師哀傷輔導的基

本方法。 

4、引導學生瞭解生命的價值、死亡的概念、提高學生的挫折容忍度及

面對壓力的因應方法、教導學生善用社會支持系統，協助新生儘快

適應新學校。 

二、 危機處置階段 



執行人員 

（單位） 
實施內容 

校長 

1、召開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會議，研討危機處理因應對策。 

2、督導相關單位對於有自傷想法或行動嚴重之學生召開個案會議。 

3、指示專責單位與家長聯絡，研商後續相關之輔導策略。 

4、指定危機事件專責之發言人，統一對外發言之窗口。 

教務處 

1、協助教師、輔導教師衡鑑篩選高危險性學生。 

2、對高危險群學生給予支持關懷，並參加個案會議，提供課業彈性處

理協助。 

學務處 

1、協助教師、輔導教師衡鑑篩選高危險性學生。 

2、協助對高危險性學生進行輔導，並參加個案會議。 

3、督導有關人員依據緊急事件處理要點處理高危險個案，商討輔導流程

與分工。 

4、依據危機處理小組會議結果，儘速完成相關之通報。 

總務處 
1、重新評估校園是否存有危險狀況並儘速加以改善。 

2、督導職工、警衛等熟悉事件發生時之相關處理流程。 

輔導室 

1、依據校園自我傷害學生輔導流程，輔導高危險個案。 

2、對有自我傷害想法或行動嚴重之學生召開個案會議，研商輔導事宜

或轉介醫療機構，並與家長討論問題解決對策。 

3、會同導師、任課教師、輔導老師、學務人員及教官等對高危險性個

案予以適當之關懷、輔導及協助。 

導師 

及 

專任教師 

1、對尚未採取行動的個案： 

(1) 對個案保持高度「敏銳、接納、專注地傾聽」。 

(2) 與個案討論對於「死亡」的看法，瞭解其是否有「死亡計畫」。 

(3) 鼓勵個案向輔導單位求助，以尋求更多之支持與協助。 

(4) 營造班級溫馨接納的氣氛，鼓勵同學主動關心個案，讓個案感受

自我在團體的重要性。 

(5) 通知家長，動員家人發揮危機處理的功能，隨時注意個案的言行

舉止。 

(6) 通知學校相關人員（如危機處理小組成員），與相關人員形成一個

支持的網絡，隨時有人陪伴個案。 

2、對已採取行動，但未成功之個案： 

(1) 立即通知家長，並聯絡相關人員協助個案送醫急救。 

(2) 請學務處、總務處人員協助清理現場。 

(3) 聯絡輔導人員協助安撫其他同學情緒，並實施團體輔導。 

(4) 接納個案情緒，傾聽個案心聲，儘可能陪伴個案至其情緒平復。 

(5) 透過個案自述或其他資料，瞭解個案企圖自我傷害的動機。 

(6) 請家長接個案回家。 

(7) 鼓勵同學對個案表達關懷，協助個案重返班級。 



(8) 在個案重返學校的初期，協助班級形成一個支持網絡。 

(9) 整理自我情緒，維持正常教學，全力配合學校處理措施。 

(10) 指派發言人為對外發言窗口。 

輔導 

教師 

1、輔導教師會同導師、任課教師對高危險性學生給予輔導與關懷。 

2、諮商與輔導： 

(1) 對有自殺意圖但未付諸行動者：主動提供關懷、支持、傾聽、陪

伴。聯絡家長並告知正確的陪伴學生之態度。 

(2) 對近六個月內自殺未遂者：評估該傷害對其生、心理的影響、共

同策劃復建計畫、協助個案適當轉介。 

三、 事後處置階段 

執行人員 

（單位） 
實       施       內       容 

校長 召開校內危機處理小組會議，研討事後處置事宜。 

教務處 配合危機處理小組行事，適時給予教師支援，維持教學正常運作。 

學務處 

於事後儘速召開會議公告事件，建立處理共識，並建立資料檔案，掌

握師生事後反應及安全問題，適切調整校內氣氛，轉移注意力，並聯

絡家長告知學校之關心及可能協助之事項。 

總務處 
評估校園是否有安全疏失，加以改善、對現場事件處理情形詳細報告

，調整事發現場環境，去除大家的心理陰影。 

輔導室 
成立特別輔導小組，提供相關之訊息，評鑑高危險學生，作合適處置

並至班級與同學討論。 

導師 

及 

專任教師 

1、幫助學生抒發悲傷的情緒與緩和哀悼的心結。 

2、經由討論自殺行為的傳染與模仿作用，釐清學生錯誤觀念，阻止再

發生類似的不幸事件。 

3、過濾出哪些人是受事件影響最深的「高危險群」，瞭解高危險群的

「高危險時間」。 

4、配合校內危機處理小組的運作。 

5、熟悉校外及社區輔導及醫療機構，充分利用社區資源。 

輔導 

教師 

1、對高危險群及曾經自我傷害的學生持續給予輔導與關懷，並與學生

導師及家長保持密切聯繫，持續追蹤，以阻止意外再度發生。 

2、帶領班級或小團體進行討論及輔導，穩定班級情緒。 

3、對與個案較親近之同學進行支持性輔導與哀傷輔導。 

伍、 預期效益： 

  增強學生面對多元社會變遷之適應能力，學習自我控制，懂得抒解壓力

，並能適時轉變想法，提升挫折忍受度，進而珍惜生命，正視生命之意義與

價值。 

陸、 本計畫由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