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憂鬱自傷防治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南投縣乾峰國小 110學年度學生憂鬱自傷防治三級預防

工作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 110學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方政府

及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  
二、教育部推動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 、協助學校教師發展與推動增進學生因應壓力與危機管理知能，並增

進協助其他處於自殺危機或憂鬱中同學的教學與活動之技能。 

二、增進教師及學務業務人員，對憂鬱與自我傷害之辨識及危機處理，增

進即時處置知能。 

三、落實學校高關懷學生群之篩選，並建立檔案，定期追蹤，以減少校園

憂鬱自傷事件之發生。 

四、增進學校專業輔導人員對憂鬱自傷學生之有效心理諮商與治療之知

能。 

五、整合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相關網絡資源，積極推動學生憂鬱與自我傷

害防治工作。 

六、建立並落實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模式。 

參、實施策略 

一、蒐集學生憂鬱與自傷防治相關資料，提供各教師參閱運用。 

二、設置學生憂鬱與自傷三級預防推動小組。 

三、鼓勵教師參加種子教師培訓，再發揮種子功能，針對校內導師、行政

人員、學生幹部或志工教育訓練。 

四、將學生課業減壓、提升挫折容忍力及情緒管理等議題融入教學課程及

生命體驗 活動計畫。 

五、積極推動與實施學生憂鬱與自傷防治計畫，並定期檢討修正。 



 

肆、實施期程：110年 8月 30日至 111年 6月 30日止。 

伍、實施要點 
一、初級預防處治階段 

(一)目標：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憂鬱自傷。 

(二)策略：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三)行動方案 

1.訂定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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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主導整合校內資源，強化各處室合作機制。 

工作職掌： 

(1)校長 

1.督導成立校園危機處理小組，研商校園憂鬱、自我傷害防治相關措 

施，並建立事件危機處治與事後處治流程。 

B               2 .舉辦教師輔導知能成長團體及於各項會議宣導校園自我傷害防治

觀念，以提昇全校教職員工輔導技能及敏銳覺察度。 

3.重視學生安全工作、教學設備及校園設施的安全維護，避免不良環

境的產生，積極建立友善校園為目標。 

(2)教導處 
1.維持校務正常運作，掌握不適任教師之動態並給予支援各科教師隨 

時執行「疏導學生課業壓力、降低考試焦慮、減少失敗挫折感」的 

工作。 

2..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力（堅毅性與問題解決能 

力）與危機處理及憂鬱與自殺之自助與助人技巧。 

d.舉 



 

促進             3.辦理心理健康之活動，（如：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緒管理、以及 

與危機管理）之活動。 
4.辦理生命教育電影、短片、閱讀、演講等宣導活動。 
5.結合社團及社會資源辦理憂鬱與自殺之預防工作。 
6.強化教師輔導知能：實施全體教師(含導師與相關訓導人員)對憂鬱與自 

我傷害辨及危機處理知能。 
7.對家長進行憂鬱與自殺認識與處理之教育宣導。 
8.同儕之溝通技巧與情緒處理訓練。 
(4)總務處 
1.隨時檢視校園各項設施安全維護、修繕，避免危險環境的產生。 
2.注意警衛及工友的挑選及培訓，加強安全巡邏。 
3.督導校園警衛提高警覺，並熟悉事件發生時之處理流程。 
4.培訓各班服務人員，維護班級硬體安全。 
(5)輔導教師 
1.透過校務會議及導師會議等宣導憂鬱、自我傷害防治資訊，將其列為教 
輔導知能研習及輔導教師專業訓練主題之一。 

b.協            2.協助不適任教師激發教育潛能，減少因教師因素致使學生發生憂鬱自我

傷害行為之機率。 
3.實施班級輔導，協助學生適應學習環境與課程，配合導師實施生命教育。 
4.透過適當篩檢工具，篩檢出憂鬱及需高度關懷學生名單。 
5.對「憂鬱及需高度關懷學生」，會同導師、認輔老師給予支持與關懷， 

必要時召開個案會議，提供相關之生活與課業協助。 
f.配            6.配合各處室定期辦理「情緒管理講座」、認識「憂鬱」、「藥物濫用」 

及積極建立正向的休閒、運動團康等活動。 
7.實施生涯定向輔導，增進學生對未來的確定感。 

h.提            8. 提供情緒支持網絡及相關資訊，讓學生知道在遇到困難時應該如何或

向何人與何單位求助。 

（6）導師 

1.積極參與有關憂鬱、自我傷害防治研習活動，對學生行為有正確的認識。 
2.實施生命教育 
（a）與學生探討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b）向學生澄清死亡的真相。 
3.增進學生因應的技巧及處理壓力的能力 
（a）瞭解學生日常生活當中是否遭遇較大的生活變動。 
（b）協助學生對壓力事件做成功的因應。 

d.             4.經常與每位同學接觸，利用週記或傾聽做心靈的溝通，並給予支持、關

懷，以掌握班上學生的身心狀態。 



 

e.            5.提供支援的網絡及相關資訊，讓學生清楚的知道在遇到困難時該如何

或向何人與何單位求助。 

6.營造班級內之歸屬感與凝聚力。 
7.協同科任老師對「異常舉動」學生具備高度之敏感度。 

h.             8.同意每位同學的出缺席狀況，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相互交換學生之日 

常訊息。 
9.實施家庭訪問，了解學生居家生活狀況。 

j.            10.在班上形成一個通報的系統，指定幹部主動報告同學之動態，尤其是 

異常舉動。 

12.留意學生的週記所透露的心事及相關線索。 
（7）科任老師 
1.積極參與有關憂鬱、自我傷害防治之研習活動，充實相關知能。 
2.支持與關懷，耐心傾聽，分享學生的情緒經驗。 
3.保持對「異常舉動」學生之高度敏感。 
4.擔任導師的「第三隻眼」。 
5.常與輔導教師保持聯繫，並參與認輔工作。  

二、二級預防處治階段 

(一)目標：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少憂鬱自傷發生或嚴重化之可能性。 

(二)策略：篩選高危險群，即時介入。 

(三)行動方案 

1.高關懷群辨識：針對學生特性、校園文化與資源，規劃合適之高關懷群

與其篩檢方法，針對高關懷群早期發現，早期協助，必要時進行危機處

理；國中、小部分為預防攜子自殺、兒童少年保護，請配合內政部強化

高風險家庭評估。 



 

2.篩檢計畫之實施須符合專業法律與倫理，即在尊重學生的自主與考慮不

傷害生命的原則下，強調保密隱私、以及不標籤化與污名化之下進行。

實施過程包括六階段： 

（1）說明：說明篩檢目的與保障篩檢結果的保密性。 

（2）取得同意：除非學生有傷害他人或自己的危險性，否則，應依尊重

自主原則，在學生（家長）同意下進行篩檢，非強迫性（未成年學生

請取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3）解釋結果：對篩檢結果的解釋要謹慎與專業，不隨便給學生貼上精

神疾病或任何不好的標籤；並請結合情緒教育，教導與強化學生「覺

察憂鬱、接受憂鬱、處理憂鬱、放下憂鬱」。 

（4）保密：諮商輔導人員、導師及相關教師應遵守法律命令及專業倫理，

不得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個案當事人之祕密。 

（5）主動關懷：主動提供高關懷群必要的關懷協助及需要的諮商輔導。 

（6） 必要的轉介：當知悉學生有疑似精神疾病、有明顯的自傷或傷人之 

虞時， 需進行危機處置與必要的轉介與協助就醫。 

3.提升導師、同儕、教職員、家長之憂鬱與自殺風險度之辨識與危機處理

能力，以協助觀察辨識；並對所發現之高關懷群提供進一步個別或團體的

心理諮商或治療。 

4.整合校外之專業人員（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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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預防處治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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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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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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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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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自殺防治通報轉介流

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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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本計畫呈校長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