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推動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二、臺南市教育局校園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方案。  

三、本校112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貳、實施目標：  

一、增進學生因應壓力與危機管理知能，並學會協助其他處於自殺危機同學之知能。  

二、增進校內教師及行政人員對自我傷害事件之辨識及危機處理能力。  

三、落實校內高關懷學生群之篩選，並建立檔案，定期追蹤，以減少校園自傷事件之發生。  

四、訂定自傷之危機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並落實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模式。  

五、增進學校專業輔導人員對自傷學生之有效心理諮商與治療之知能，並建立學校心理健康

輔導網絡，落實學校輔導服務工作。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師生及家長。  

肆、實施策略：  

一、強化組織運作：  

    （一）成立本校學生自傷三級預防推動小組，定期檢視執行成果。  

    （二）引進整合家長、社區、醫療等外界資源，建置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網絡。  

二、培訓防治人才：  

（一）培訓校內核心推動人員，擬訂執行計畫精進自傷三級預防工作。  

（二）辦理校內自傷防治之經驗分享與對話，透過示範學習以激發推動之策略與行動方案。  

（三）鼓勵校內教師積極參與相關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研習，以增進相關處遇知能。  

三、研擬課程發展暨參用資料：  

（一）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將增進學生挫折容忍力及情緒管理之相關議題納入課程計畫，

全面推動。  

（二）課業減壓、提升挫折容忍力及情緒管理等議題，融入教學及規劃生命體驗活動。  

（三）將教育部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處理工作手冊連結於學校網站，以利學校教師逕行運用，

及早辨識學生問題並即時提供學生協助。  

（四）訂定校內自我傷害危機處理作業流程圖，以提升自我傷害防治執行效率。  

（五）支援提供自我傷害者介入之心理治療、諮商手冊與多媒體宣導教材，增進教師對相關

學生的瞭解。  

伍、實施方式：擬定學生自傷防治計畫，據以執行並定期檢討修正。本校執行初級預防、二級  

               預防、三級預防工作如下，流程參見【附件一】： 

一、初級預防： 

（一）目標：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自傷行為產生。 

（二）策略：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三）行動方案：  

1、訂定學校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計畫。  



2、建立校園危機應變機制，設立24小時通報求助專線，訂定自殺事件危機應變處理作業

流程，並定期進行演練。  

3、各處室共同合作，整合校內資源，建構整體協助機制。  

（1）教務處：  

a、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力與危機處理、防治自殺之自助與助人技 

  巧。  

b、強化全體教師對自我傷害辨識及危機處理能力。  

（2）學務處：  

a、舉辦促進心理健康（如：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緒管理、以及壓力與危機管理） 

   之活動。  

b、廣開社團培養正當休閒活動，並提供情緒抒發管道。  

c、規劃才藝表演活動或成果發表，製造學生展演舞台增加自信。  

（3）輔導室：  

a、辦理生命教育電影短片欣賞、閱讀演講等宣導活動。  

b、於週三進修延聘講座，強化教師輔導知能。  

c、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對家長進行自殺認識與處理宣導。  

d、申辦小團體輔導，進行同儕溝通技巧與情緒處理訓練。  

（4）總務處：  

a、校警危機處理能力之加強。  

b、校舍高樓、中庭與樓梯間之意外預防安全網、生命教育文宣與求助專線之宣導。  

（5）班級導師：  

a、積極參與自我傷害防治之相關研習活動，以增進對學生自我傷害正確認知。  

b、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隨機教學，增進學生哀傷自我檢視能力與建立班級支持系 

   統。  

c、接觸傾聽班上每位學生，隨時給予支持關懷。  

d、網絡平台及相關資訊提供，讓學生清楚知道在遇到困難時該如何求助。  

e、留意學生出缺席狀況並與任課老師保持聯繫，充分掌握在校情形。  

f、與家長保持良好互動，瞭解學生居家生活狀況。 

g、留意學生在作文、日記或聯絡簿上透露的心事及相關線索，對可能有自我傷害傾向 

   的學生保持高度的敏感。 

（6）科任教師：  

a、積極參與自我傷害防治之相關研習活動，充實相關知能。 

b、關懷支持耐心傾聽，分享學生的情緒經驗。 

c、對有特殊行為或異常舉動學生，保持高度敏感。  

d、常與導師、輔導老師保持聯繫，共同加強輔導效能。  

  二、二級預防：  

（一）目標：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少自傷行為發生或嚴重化可能性。  

（二）策略：篩選高危險群，即時介入。  



（三）行動方案：  

1.全員篩檢：配合新生入學建檔工作建置高關懷群檔案，每學期定期對高危險群進行長期 

            追蹤與介入輔導。  

2.高關懷群辨識：藉助合適之高關懷群篩檢方法或量表，針對高關懷群早期發現早期協 

                助，必要時進行危機處理。  

3.提升教職員工、家長之自傷辨識能力，以協助觀察篩檢並對篩檢出之高危險群，提供進

一步個別或團體的心理諮商或治療。  

     4.學校成立危機處理小組進行危機處理【小組名單如附件六】 

 三、三級預防：  

（一）目標：預防自殺未遂者與自殺身亡的周遭朋友或親友模仿自殺，以及自殺未遂者的再 

           自殺。  

（二）策略：建立自殺與自殺企圖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流程，如附件二。  

（三）行動方案：  

1.自殺未遂：建立個案之危機處置標準作業流程，對校內之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降低 

             自殺模仿效應），並注意其他高關懷群是否受影響；安排個案由心理師進 

             行後續心理治療，以預防再自殺；家長聯繫與預防再自殺教育。  

2.自殺身亡：建立處置作業流程，含對媒體之說明、對校內相關單位之公開說明與教育 

             輔導（降低自殺模仿效應）、家長聯繫協助及哀傷輔導。  

3.通報轉介：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與行政院衛生署函頒「自殺防治通報轉

介作業流程」(含「自殺暨高危險群個案通報單」及「自殺個案轉介回復

表」)進行通報與轉介，如【附件三、附件四】。 

陸、計畫執行追蹤： 

一、自我檢核：於每學期結束一個月內，填寫自我傷害防治工作自我檢核表，如【附件五】  

二、落實通報與危機處理之督導：校園內發生學生自我傷害與自殺事件落實通報與危機處理  

    之檢討。  

三、檢討修正：定期召開學期執行成果檢討會議，瞭解學校規劃執行現況或困境，以集思廣  

              益發展最佳解決方案。 

柒、預期成效：  

   一、建立完整之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機制，並透過校園執行自傷防治工作過程，讓師生體認生 

       命可貴，激發熱愛生命之情懷，並促使師生尊重生命、關懷生命與珍愛生命。  

二、有效抑制校園自我傷害比率逐年增加之趨勢，並降低學生自我傷害率。  

捌、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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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處理機制流程圖 

  落實一級預防之各項措施 

1.依「三級預防架構」律訂相關處理措施： 

  一級-全體教職員 

  二級-校內輔導專業人員 

  三級-建置校內外諮商輔導專業團隊 

  輔導室：規劃並執行學生篩檢方案、強化教師之辨識能力及基本輔導概念，針對特殊狀態或心理發展

特殊需求學生提供主動關懷。 

  學務處：設置校內/外通報窗口、擬定校內查察策略及通報流程(含保密/保護機制)。 

2.擬定並執行教育/宣導措施： 

  教務處：以融入式教學方式落實學生情緒教育及生命教育於各學科課程中，以融入式教學方式落實學

生將生命教育、多元智能和價值、心理健康促進和維護、壓力因應、提升問題解決力、挫折容忍力、

負向思考和情緒之覺察、接納及調控策略、網路成癮與網路霸凌等網路不當使用、危機處理、自我傷

害之自助與助人技巧，以及常見精神症狀與疾病認識與求助資源之相關議題於各學科（含綜合領域）

之課程及體驗活動中。 

  學務處：宣導校內相關資源訊息，並提供師生緊急連繫電話/管道資訊。 

  輔導室：相關心理衛生預防推廣活動之辦理。 

3.強化校園危機處理機制： 

  校長室：將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納入既有危機處理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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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報 

1.學校人員於知悉事件發生時，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落實

通報，並啟動危機處理機制（教官室）。 

2.於知悉有自殺行為（自殺企圖、自殺死亡）情事時，在 24 小時內，依衛生福利部

建置之「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作業。（教官室）。 

   

 處理 

1.於知悉身亡事件後成立危機處理小組,校長主持協調各處室的因應作為。 

2.校內： 

  醫療人員：當事人之醫療處理。 

  學務處：當事人家屬之聯繫、當事人（自殺企圖者）請假相關事宜之彈性處理。 

  發言人：事件之對外/媒體/社群網站說明（遵守六要、六不原則）。 

  輔導室/導師：當事人（自殺企圖者）自殺風險評估與危機處遇、事件相關師生之自

殺風險評估與危機處遇。 

  教務處：當事人（自殺企圖者）成績或課程安排之彈性處理。 

  學務/總務處：事件現場安全處理。 

3.校外：校外機制及資源之引進/介入(醫療人員、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 

4.律定後續處理之評估機制。 

 

 

 

 

 

 

 

1. 當事人（自殺身亡）之相關事宜協助（學務/導師/教務處）。 

2. 預防當事人（自殺企圖者）再度自殺之心理諮商與治療（輔導室或轉介專業輔導人員/醫

療/社政協助）。 

3. 事件相關人員之後續創傷心理諮商與輔導（輔導室或轉介專業輔導人員/醫療/社政協

助）。 

4. 事件相關人員之生活輔導與追蹤（學務處）。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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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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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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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危機應變處理流程 

 

 

 

 

 

 

 

 

 

 

 

 

 

 

 

 

 

 

 

 

 

 

 

 

 

 

 

 

 

 

 

 

附件三 

校園危機事件相關工作檢核表(更新) 

 

附件四 

 

自我傷害事件發生 

事件發現人通報總幹事並通知校護或打 119 

總幹事通報召集人，依事件大小決定啟動相關人員進行危機處置 

召開危機小組會議 第一線現場處理 相關危機處置 

1.啟動 24小時危機通報系統。 

2.召集人召開危機小組會議。 

3.指派發言人擔任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4.必要時邀請法律組或社區資源組人員參與會議。 

5.進行工作人員之減壓團體。 

安全組 

醫療組 

輔導組 

負責事件現場之處置與安全工

作。 

處理相關通報事宜，呈報事件處理

報告。 

進行當事人緊急醫務之處理。 

1.進入事發現場，協同處理自殺

或自傷學生，並陪伴家屬。 

2.協助處理班級現場。 

3.進行減壓團體。 

4.篩選高危險群師生及安置。 

總務組 
1.負責隔離現場。 

2.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項支援

(如器材、用品等)。 

資料組 

資源組 

負責因為此事件處理人員之調、代

課事宜。 

分為校內外資源組，提供校內外各

項資源連結，直接或間接服務。 

課務組 

事後處置 

1.若個案死亡，協助處理後事(殯喪事宜、參加告別式等)。 

2.個案若生還，持續追蹤該生身心狀況，並進行後續心理諮商，以及生活輔導與後續追蹤。 

3.高危險群師生的安置與輔導。 

4.發放安心文宣，讓全校教職員、學生及家長理解此危機事件發生後，自我本身與學生可能會產生的衝擊及相關反應，並提供相關資源與電話， 

5.實施安心班輔、安心團體。 

6.辦理與此事件相關教師之減壓團體，及危機工作人員之減壓團體。 

7.召開工作檢討會，進行事件處理工作之檢討，評估學校處理自我傷害事件的能力，做為未來修正防治計畫之參考。 

8.呈報整體事件處理報告，並將資料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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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自殺暨高危險群個案通報單   □自殺個案      

□高危險群個案  

通報單位： 通報人簽名： 

聯絡電話：               傳真：                 通報日期： 

1.個案姓名：  2.性    別： □男   □女 

3.身分證字號：                                4.個案年齡：    

5.聯絡電話： 6.手機號碼： 

7.聯絡地址： 

8.主要聯絡人姓名： 9.與個案關係： 

10.聯絡電話：                        11.手機號碼： 

12.自殺行為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13.自殺方式： □服藥（安眠藥、鎮定劑）□喝農藥 □服用化學物質（清潔劑）  □

用利器自戕   

□上吊 □投水 □跳樓 □自焚 □燒炭 □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瓦斯或汽車廢氣）  

□舉槍自殺  
   □咬舌  □其他                  

14.自殺原因（複選） 
   □失業 □非失業經濟因素                      □男女朋友情感因素 
   □家人情感因素（□個案是否平時就與家人感情不睦） □非以上兩類人際關係因 

 素                   
   □憂鬱傾向（□有憂鬱症病史） □患有非憂鬱症精神疾病                 

□久病不癒   □物質濫用（酒、藥癮）□工作壓力   □課業壓力   □不詳 
□其他                

15.自殺後狀況：□無礙  □穩定  □惡化  □垂危  □死亡 

16.過去精神病史： □有，診斷病名                       □無    □不詳 

17.過去自殺次數：   次   □不詳        
18.再自殺可能性：□高 □中 □低   

□無法評估 

19.個案是否願意接受衛生局（所）人員訪視、轉介服務 ：□是  □否                                            

20.處置情形： 
□經             護送前往                 （醫療院所）診治 
□病情過重，轉往                          （醫療院所）診治 
□個案辦理自動出院 
□個案拒絕就醫診治，由相關人員協助勸導。 
□補述： 
 
1. 本通報表適用於任何單位及民眾。 
2. 若通報單位為醫療單位，請針對自殺個案，除提供醫療救治外，依院內自殺個案處理流程辦理，並請就所瞭解的資

料，盡量協助填寫。 
3. 填寫後請傳真至縣市衛生局自殺防治業務承辦人員，再由衛生局人員依個案需求提供相關協助。 
4. 此項通報的目的乃為了自殺行為發生者之後續追蹤及自殺防治，敬請尊重個案之隱私權，堅守保密原則，並配合自

殺防治之時效性。 

 

＜附件三＞ 



臺南市自殺個案轉介回復表 

個案編號  分案日期     年    月    日 

訪員  初訪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1.個案姓名：  2.性    別： □男   □女 

3.個案年齡：   （出生：  年  月  日）   4.聯絡電話： 

5.手機號碼： 6.聯絡地址： 

7.個案是否為原住民：□是   □否                           

8.備註： 

二、轉介會辦處理 

1.轉介日期：     年     月     日 
2.個案是否為學生：  

□是，學校                 □否 

3.擬轉介照會之單位（可複選） 

  □        衛生所  □教育局  □就服中心  □社會局  □          醫院     □其

他                

4.轉介照會目的（可複選） 

□追蹤個案心理狀態  □精神疾病  □職訓、輔導就業  □學生輔導   □社會救濟   

□其他社會資源提供  □其他                 

三、受轉介單位辦理情形                

1.回報人：  2.回報日期：     年     月     日 

3.回報單位： 4.聯絡電話： 

5.傳真：  

6. 處理情形摘要 

第一次訪視情形摘要 

1.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2.訪視方式：□家訪  □電訪 

3.訪視處置建議：□需持續追蹤訪視 □轉介醫療院所處置  □轉介其他單位  □結案   

4.個案狀況：□狀況穩定  □仍須持續追蹤 5.補述： 

第二次訪視情形摘要 

1.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2.訪視方式：□家訪  □電訪 

3.訪視處置建議：□需持續追蹤訪視  □轉介醫療院所處置 □轉介其他單位  □結案   

4.個案狀況：□狀況穩定  □仍須持續追蹤 

5.補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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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工作自我檢核表 

學校名稱：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                     資料彙整日期： 

項目 是 否 未來改善措施 

（一）一級預防重點：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1.是否訂有憂鬱與自殺三級防治實施計畫？    

2.是否建立全校性自我傷害危機應變機制(含 24小時通報與求

助專線及危機應變處理作業流程)？    

3.是否有效宣導並定期演練 24小時危機應變機制之啟動與實

作？ 
   

4.教務處是否有規劃生命教育融入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計畫？    

5.學生事務處、輔導處或相關處室：    

  (1)是否每學期舉辦促進心理健康（含正向思考、衝突管理、

情緒管理、以及壓力與危機管理）等活動？    

  (2)是否辦理生命教育電影、短片、閱讀、演講等宣導活動？    

(3)是否針對導師之輔導知能加強：    

A.破除自殺迷思的宣導活動？    

B.認識憂鬱與其處理，強化有自殺之虞或企圖自殺者之危機

處理知能？    

C.認識自我傷害與其處理，強化危機處理知能？    

(4)是否針對家長進行憂鬱與自傷認識與處理之教育宣導？    

(5)是否加強學生幹部之憂鬱與自傷認識與處理之教育宣

導，並訓練同儕對憂鬱與自我傷害同學之溝通技巧與情緒處

理訓練？ 

   

(6)是否加強校警、管理員或保全人員之危機處理能力？    

(7)大樓中庭或樓梯間是否有防止意外或自殺發生的措施（如

安全防護網）？    

6.是否整合民間資源（如：基金會…等）來合作辦理憂鬱自傷

預防工作？ 
   

7.是否結合社團資源辦理憂鬱與自殺之預防工作？    

（二）二級預防重點：篩選高危險群，早期介入早期預防    

1.是否實施全員篩檢：即提昇教師、教官、同儕、教職員、家

長之憂鬱辨識能力以協助篩檢？    

2.是否以柯氏憂鬱量表進行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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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                     資料彙整日期： 

項目 是 否 未來改善措施 

3.是否以其他相關量表進行篩檢？所使用量表為何：           

（勾否者免填） 
   

4.是否訂有協助者發現有自殺之虞者時，轉介之標準作業流

程？ 
   

5.是否能重點性篩選出“疑似嚴重型憂鬱發作”、“曾經自殺

企圖過或已有自殺計畫者”或“憂鬱性妄想或幻聽者”？     

6.是否針對篩檢出之高危險群提供進一步個別或團體的心理諮

商或治療？    

7.是否在新生入學時即建立檔案，並每學期定期對高危險群進

行長期追蹤與介入輔導？    

8.是否聘有專業心理師，可於實施篩檢問卷後之進一步晤談與

介入決策之判斷？    

9.是否整合校外之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精神醫

師等資源到校服務？    

（三）三級預防重點：自殺與自殺企圖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    

1.當有人自殺未遂後：是否已建立危機處置作業流程？（包括

對媒體之說明、對校內之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以降低自殺

模仿效應：安排個案由專業心理師進行後續之有效心理諮商

與治療、家長聯繫與教育等？） 

   

2.當有人自殺身亡後：是否已建立危機處置作業流程？（對媒

體之說明、對校內相關單位之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以降低

自殺模仿效應、家長之聯繫、協助及哀傷輔導等？） 
   

3.危機處置作業：心理師、輔導老師、導師是否熟悉何時與如

何協助危機處理？（包括如何評估有自殺之虞者轉介強制住

院之條件與行為特徵、不自殺契約書與正向行動計畫的使

用、如何提昇個案之希望感與活下來的理由等） 

   

（四）若由教育部補助縣市政府辦理種子培訓，是否可派員參

加「憂鬱與自我傷害種子專業人員培訓課程，包括：    

1.校園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防治（3小時）    

2.憂鬱與自我傷害之辨識與處置（3小時）    

3.自我傷害之危機處置（3小時）    

4.憂鬱與自殺之認知心理治療－初階與進階訓練（42小時）    

5.邊緣性格之成因與處置（21小時）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六 台南市學甲國小危機處理小組 

組別  負責人  職 掌 

召集人  校長  ※綜理督導危機處理小組業務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協助召集人連繫各小組工作狀況  

安全組  

學務主任  

 

※召開導師會議建立共識 ※聯繫班級及導師慰問事宜  

※聯繫受傷學生及家長尋求協助事宜  

※受傷學生公傷假事宜處理 ※注意及回報學生狀況 

※協助學校急難救助基金收支事務  

※負責校內外之聯絡及對上級機關之通報  

新聞組  教務主任  
※擬新聞稿，發佈新聞（校長） ※新聞聯絡人  

※其他行政聯絡事宜 ※網路新聞提供  

支援組  總務主任  
※掌握高危險群或需高關懷教師並給予支援  

※校內外安全維護及各項設施之安全檢查  

醫護組  護理師  
※緊急醫護聯繫、燒燙傷口處理知識宣導、 

  協助醫護換藥  

機動組  生教、 

體衛組  
※偶發事件現場安全處理 ※協助慰問等事宜 

輔導組  輔導老師  ※受害者身心輔導及其他相關輔導工作  

課務組  教學組長  
※師生意見反應之窗口，協助班級正常教學運作  

※維持校務與課務正常運作、視情況彈性調整  

顧問組  家長會長  
※支援學校及協調溝通  

協助校外機制資源（醫療、心理、社工）之引進/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