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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自傷個案之晤談原則 

一、前言 

為增進導師處理學生自傷之輔導知能、了解諮輔中心之危機處理方

式，以及本校危機處理小組之合作處理模式，本中心特別彙整本校學生有

自傷意圖、自殺身亡及自殺未遂、其他學生主動表示關心本校發生自殺事

件之晤談處理原則，以供老師輔導學生之參考。 

二、危機個案處理原則及晤談方向 

（一）自傷意圖學生晤談原則 

學生透露自傷意圖，可視為一種求救行為，學生想要解決問題，

但却認定没有辦法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往往在心理或生理上經歷到

無法處理的痛苦或困境，他們認定自傷是唯一可以讓他們不再痛苦的

方法，他們通常會透過直接或間接方式表達自傷意圖。學生若向導師

表達自傷意圖，其實是導師協助學生的一個好機會。以下就因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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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談話技巧兩向度提供導師參考： 

1.導師的基本態度：教師表現出的態度是建立師生關係不可或缺的基

本條件，學生需要一個信任且安全的環境訴說自己的狀態。當學生

提到自傷意圖時，導師可掌握下述回應態度，以提高協助學生之可

能性： 

(1)平常心但謹慎的態度：「平常心」指的是不慌亂的神態，當學

生表達他有自我傷害的想法時，老師不要表現出訝異或緊張

的表情，很多學生都很怕「嚇到」老師，學生往往因為老師

的緊張和訝異而不敢再說下去。另方面，導師需要讓學生感

受到老師重視這件事情，邀請學生多說一點是需要的，「邀

請」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方式，例如：「你會想

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對待自己，是不是遇到極大的困擾，你

一時想不出更好的解決方法?」 

(2)不評價的傾聽與回應：真誠的傾聽，但不要對學生所描述的

事件表達自己「不同意」或「無法接受」的態度，更不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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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評價學生描述的內容，導師的對立立場，很可能阻斷師生

之間的溝通。 

2.談話技巧－風險評估：面對提及自我傷害的學生，談話以風險評

估為主軸，目的在協助學生免於自我傷害之危機。談話可依下列

原則循序漸進： 

(1)直接討論，不要逃避：學生願意告訴導師，表示信任導師，

陪他找出哪些問題讓他困擾？只要學生願意談，就是轉捩

點。 

(2)接納的傾聽：傾聽學生想說些什麼，當學生在描述自身所遇

到的問題時，老師不去評價，讓學生可以放心的將問題說完。 

(3)了解抑鬱情緒的持續性：詢問並評估抑鬱情緒出現的頻率、

強度及持續時間。  

(4)探問學生對生命的態度：詢問學生對於死亡或自我傷害的想

法。  



 

 - 4 - 
 

(5)了解學生是否有具體的自傷／自殺計畫(使用的工具、地點、

時間等等)：包括學生是否已考慮特定的自傷／自殺方法？

評估自傷／自殺的可能性？詢問學生於近期內是否會付諸

自傷／自殺行動，及付諸行動及不付諸行動的原因？學生如

果只是初淺的想法，危險程度較低，如果細部計畫非常具

體，危險程度就較高，需要通知家長及適時轉介諮商與輔導

中心。 

 

 

 

諮商與輔導中心的處理／與導師的合作： 

我們接到導師轉介自傷／自殺的學生時，在了解狀

況後會安排個別晤談、回報導師處遇概況，及和導

師討論如何一起協助學生，必要時會召開個案輔導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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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自殺未遂之因應 

1.教職員於校園中發現學生自傷： 

(1)學生安全為優先考量：第一時間通報軍訓室或值班教官前來協助，

若需要送醫先送醫院。 

  註：本校 24 小時專線：07-3429958 

(2)輔導介入：另一方面請導師與諮輔中心聯繫，討論如何一起協助學

生。 

2.對班上同學之輔導： 

(1) 對全班澄清事實：事件發生後，各類媒體可能出現版本不一的報

導，學生間也很容易出現各種不同的傳言，導師可以根據事實狀

況，讓班上同學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屬於自殺未遂學生個人穩

私的部份仍須予於保密），降低同學受不實傳言的影響所產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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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或心理混亂。 

(2) 提醒同學求助管道：雖是對班上提醒，但同時也提供班上其他可

能也處於低落情緒狀態的同學求助管道，以防悲劇再度發生， 

(3) 尊重毎位學生對該事件反應的差異性：學生會因各種可能的因素

而對該事件有不同的反應及需要，例如與當事人的關係、個性、

經驗等等，導師應予於尊重。 

(4) 和班上同學討論探望事宜：一起討論到醫院探望當事人，但尊重

毎位同學，讓同學了解，不是毎個人都一定要去探望，探望與否

没有對錯，讓同學依自己的意願做選擇。 

(5) 對當事人自然的關心，不須刻意迴避：導師可以和同學一起討論，

當當事人再度回到班上時（如醫院），同學們要如何和他互動，因

為有些同學可能因為「不知道」要跟當事人說些什麼而刻意迴避，

有些則可能出現「過度」關心，造成當事人的壓力，導師可以提

醒同學以「自然」的方式和當事人互動，自然的關心，但不需要

因為没做點什麼而有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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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事人的後續處遇： 

(1) 接納當事人的情緒及陪伴：接納當事人，不批判當事人的自傷行

為，如果需要，適時的陪伴一段時間。 

(2) 建立支持網絡：藉由同學、家長及可利用之資源，建立當事人的

支持網絡。 

 

【重要提醒】 

處理危機事件可能也對導師情緒造成某種程度影響，導師們也要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心靈，隨時覺察自己的狀態，有需要歡迎與諮

輔中心的同仁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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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與輔導中心的處理／與導師的合作： 

班級輔導（共同參與人員-視情況而定：導師、諮輔中心人員、

系主任、教官） 

目的： 

(1)正式說明事件內容，降低同學間不安與猜測，初步安定班上

同學心靈。 

(2)讓學生有機會將心中的猜測、害怕或難過等情緒，在第一時

間內可以有出口表達，也藉以澄清心中的疑惑與不安。 

(3)藉由班級輔導，也讓學生了解學校十分重視及關心此事件，

同時學生若對此事件有心理上的困擾時，也可向前來班級輔

導的心理師或導師求助。 

(4)初步評估班上對此事件的反應，安排後續合適的安心團體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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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自殺身亡之因應 

  如果班上發生學生自傷身亡的不幸事件時，除了全校危機因應機制

的啟動外，導師扮演著重要角色，因為導師是和班上同學關係最近也是

最直接的師長。 

(1) 對全班澄清事實：事件發生後，各類媒體可能出現版本不一的報導，

學生間也很容易出現各種不同的傳言，導師可以根據事實狀況，讓

班上同學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屬於自殺身亡學生個人穩私的部份

仍須予於保密），降低同學受不實傳言的影響的可能性。 

(2) 尊重毎位學生對該事件反應的差異性：學生會因各種可能的因素而

對該事件有不同的反應及需要，例如與當事人的關係、個性、經驗

等等，導師應予於尊重。 

(3) 透過書面了解毎位學生需求：包括諮輔中心所提供的班級輔導、支

持團體、個別晤談等，導師可了解同學的需求，建議導師可發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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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或空白紙張，請同學將自己目前的需要寫下，提醒同學毎個人對

同一事件的反應很可能是不一樣的，不管反應是什麼，没有所謂的

對與錯，例如「想先靜一靜」、「不想再聽到此事」之類的選項，都

是可以被接受的，之後請同學互相分享。 

(4) 了解與當事人較為熟識同學的狀況：導師需要私下觀察或約談和當

事人關係很好或關係極差的同學，了解他們的狀況，評估此事件對

同學的影響程度，以提供進一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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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與輔導中心的處理／與導師的合作： 

我們會與導師討論班上甚或導師個人的需求，提供諸如班級

輔導、追思會、支持團體及個別晤談等服務。 

1.班級輔導（共同參與人員-視情況而定：導師、諮輔中心人員、

系主任、教官） 

目的： 

(1) 正式說明事件內容，降低同學間不安與猜測，初步安

定班上同學心靈。 

(2) 讓學生有機會將心中的猜測、害怕或難過等情緒，在

第一時間內可以有出口表達，也藉以澄清心中的疑惑

與不安。 

(3) 藉由班級輔導，也讓學生了解學校十分重視及關心此

事件，同時學生若對此事件有心理上的困擾時，也可

向前來班級輔導的心理師或導師求助。 

(4) 初步評估班上對此事件的反應，安排後續合適的安心

團體流程。 

2.追思會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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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團體 

目的： 

(1) 藉由語言或敘說或藝術媒材介入等方式，提供安

全空間與方式以表達內心深層的情緒，減低內心

對危機事件所產生的壓力。 

(2) 以正常化技巧協助團體成員認識及了解自己可能

會有的情緒反應。 

(3) 透過彼此互相分享的過程，感受到心靈間互相支

持的力量，並將「死亡」所帶來的離別正向轉換

成自我成長的動力。 

(4) 藉由個別分享或作品，評估其內在的心理狀態，

是否須進行後續個別諮商。 

(5) 預防或降低模仿自殺的效應。 

4.個別諮商：依學生個別狀態及需求進行諮商，次數與時間

由諮輔中心之心理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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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學生主動表示關心本校發生自殺事件 

1.學生與您主動談及此事，表示學生對您是信任的，如時間許可的話，您可

以與學生立即展開晤談，效果會更佳。 

2.晤談原則： 

（1）詢問學生談論此事的動機及原因- 

若是學生出於好奇則採『冷處理』之原則，此時是一個生命教育

的好時機，請適度討論學生好奇之原因，避免告知自殺事件之詳

細情形，轉為正向的生命教育，並鼓勵學生珍惜自己。 

（2）評估自殺事件對於學生的影響：學生可能間接或直間受到這個事件

而影響心情或睡眠，請老師進一步瞭解學生和此事件之關連（或目

睹或耳聞或本身就有自殺傾向…等）其內在想法，確認學生受此事

件之影響程度，如該學生在情緒、睡眠或生活作息是因這個事件而

無法調適，必要時請轉介到諮輔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