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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及支援
有自殺風險的學生

此簡報只供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使用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內容

(一) 認識自殺行為

(二) 及早識別 – 偵測警告訊號

(三) 及早支援 – 回應自殺徵兆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一) 認識自殺行為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自殺行為的類別

自殺念頭
流露任何與自殺行為有關的念頭或幻想

（但沒有真正傷害自己的行為）

自殺威脅
以言語或任何其他方式向他人表達自我傷害意欲

（但沒有真正傷害自己的行為）

自殺企圖
自殺不遂，但有直接或間接證據顯示當事人或多

或少相信其自殺行為會致命。

自殺身亡 有意識地以致命的方法結束自己的生命。

以生態學模式認識自殺行為

學生身處的生態系統是由其個人（如精神健康、個人經歷、
性格）、人際關係（如家庭、朋輩）、社區（如歧視、居
住環境）、社會（如傳媒、對求助的標籤）以及醫療系統
組成，而他們會受到系統內的不同因素所影響。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自殺行為是複雜現象，涉及
多種成因及因果關係。在大
多數情況下，並無單一壓力
因素足以解釋一宗自殺事件。

當多項危機因素累積起來並
產生相互作用時，便會增加
一個人的自殺傾向。與此同
時，保護因素可平衡危險因
素，提高個人的抗逆力。故
此，自殺涉及個人危險因素
與保護因素間複雜的相互影
響。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保護因素 及 危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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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因素

資源手冊 P. 8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危險因素

資源手冊 P. 9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危險因素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容易誘發壓力的事件

家庭方面 學校方面

 家庭成員離世

 家人的健康狀況改變

 擔心父母會離婚或再婚

 父母吵架或打架

 生活起居、環境等的改變

 經濟狀況改變

 重回學校

 學期開始

 害怕失敗（派成績表、面對

考試）

 被朋友欺騙或背叛

 失去要好的朋友

 被同學愚弄或欺負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二) 及早識別 – 偵測警告訊號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觀察日常行為轉變

哪裡尋找警告訊號？

資源手冊 P. 14

學生周記／作文
內的訊息

出席／病假記錄 與學生的閒談

從朋輩／社交網絡
獲得的訊息

與家長傾談／會
面或在有需要時
作家訪

學生背景資料
（如家庭狀況、
醫療／精神健
康記錄）

學生問卷 （如情
意及社交表現評
估套件APASO 、
情緒健康問卷)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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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死亡和自殺有關的言行

行為改變

呈現的生理徵狀

情緒變化／顯著的情緒不穩

認知功能減弱／負面思維

資源手冊 P. 15-17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尋找哪些警告訊號？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尋找哪些警告訊號？

與死亡和自殺有關
的言行

行為改變
情緒變化／顯著的

情緒不穩
生理徵狀

認知功能減弱／負
面思維

•在言談、文章或
美術作品中表達死
亡或自殺的意念
•尋找自殺方法
•安頓好各樣事情
•向家人或朋友說
再見

•學習表現退步
•離羣孤立
•越來越衝動和好
挑釁他人
•參與高危／自我
傷害的行為

•脾氣暴躁、情緒
化
•終日悶悶不樂，
容易落淚
•過度的恐懼或憂
慮
•強烈的罪疚感、
羞恥感，及感到無
價值
•情緒「匱乏」或
麻木
•對以往喜愛的事
物失去動力或興趣

•勞累及疲倦
•越來越多身體不
適症狀
•睡眠或飲食習慣
改變
•反常地不注重個
人衞生／外表儀容

•認知功能減弱
•無望及無助的想
法
•自我批評的想法

學生呈現的警告訊號或徵狀存在個別差異。

(三) 回應自殺徵兆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女

如果你留意到學生

出現顯著或不尋常

的轉變

如果在傾談期間發

現學生感到絕望，

或懷疑他／她有自

殺想法

若懷疑學生有即時
的自殺風險（例如
表達具體的自殺計
劃），或學生正進
行危及生命的行爲
（例如危坐天台）

不同程度的自殺風險行為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 蒐集更多資料

• 展開對話、建立信任

• 勿以批判態度回應學
生想法

• 協助學生減低壓力

• 引導學生思考照顧
自己的方法

• 製作清單作提示
• 安全計劃

• 按情況決定

• 同事支援
• 專業支援
• 轉介

同時…

*進行持續而緊密的觀察

*記錄學校所採取的行動

如果你留意到學生
出現顯著或不尋常的
轉變

• 確保安全
• 尋求緊急支援
• 立刻通知家長
• 啟動危機處理程序

如果在傾談期間發
現學生感到絕望，或
懷疑他／她有自殺想
法

，

若懷疑學生有即時
的自殺風險（例如表
達具體的自殺計劃），
或學生正進行危及生
命的行爲（例如危坐
天台）

• 自殺風險評估：
•自殺念頭
•自殺意圖
•自殺計劃
•過往的自殺行爲

• 了解學生的社交/家
庭支援

• 了解學生的自殺動機

危機
處理

通知
家長

支援

初步
評估

表達
關心

初步
介入

回應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如何回應不同程度的自殺風險行為

目的：

• 提供渠道予學生表達困擾及感受

• 建立信任

• 了解：

- 學生的社交／家庭支援

- 學生的需要及困擾

- 學生的強項

- 自殺動機

• 蒐集更多資料計劃介入方向
• 不用急於提供建議或解決方法

保護
因素

危險
因素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表達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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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對話是出於對他的關心和擔憂
• 「我注意到你最近似乎悶悶不樂……」
• 「我最近注意到你上課時一臉疲倦，我想知道你一切安好

嗎？」

•避免有批評或指責意味的說話
• 「你最近常常欠交功課……」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展開對話

與學生傾談的目的是 與學生傾談的目的並不是

表達你的關心，並讓他們
知道自己不是孤軍作戰

 嘗試獨力為學生解決問題，
不向其他職員尋求支援

協助他們克服或解決小困
難

 替他們解決所有問題

連繫他們至專業支援，以
處理複雜的問題

 嘗試診斷或「醫治」他們
的精神健康問題

清楚你的角色和限制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表達關心

表達關心

合適

我在聆聽，並關心你。

我不會離開或離棄你。

經歷了這些事情，你一定
感到很痛苦。

要承受這些感受，一定很
困難。

我關心你，並會為你尋求
幫助。

不合適

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

別再發牢騷。不要再那麼沮喪了。

你已經比很多人幸運！其他比你
更慘的人也不想死。

你根本就不懂感恩，真自私。你想
想你爸媽會有什麼感受？

你不是真的想死。

我不會告訴別人。告訴我你在想什
麼。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在大部份情況，自殺風險評估是由輔導人員、學
校社工、教育心理學家或相關精神健康專業人士
進行。

•不過，當遇到緊急情況而未能即時找到支援人員
的協助，而你懷疑學生有很高風險會做出自殺行
為，你可能需要即場評估學生的自殺風險，以便
制訂即時計劃以確保學生的安全（例如入院）。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初步評估

初步評估

評估自殺風險的重要性
•評估是介入的第一步

•了解學生的風險

•計劃介入方向

•提供渠道予學生表達
困擾及感受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評估自殺風險的注意事項

• 選擇合適的時間和地點

• 主動聆聽，反映感受

• 對講述個人問題的難處表示理解

• 直接就自殺作出提問

• 不要問卷式提問

• 不加批判，建立互信

• 不要多人同時加入會談

• 不要隨便答應保密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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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念頭

了解其自殺念頭的嚴重程度、次數、
維持的時間及持續多久
- 例如「曾否想過自殺？」、
「想自殺的念頭持續了多久？」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評估自殺風險的注意事項

自殺意圖

如學生表示有自殺念頭，便應直接發問以
了解其自殺意圖及他／她對死亡的期望與
決心
- 例如「假如你現在單獨一人，你會否試

圖自殺？不久將來又如何？」

自殺計劃

明確地詢問學生有關自殺計劃的問題，
以了解他／她的計劃有多具體
- 接觸自殺方法或所需工具的可能性
- 進行時間及地點
- 對自殺方法致命性的看法
- 行動被發現及受阻止的可能性
- 自殺計劃已執行的步驟
- 對死亡的準備
- 例如「你思考過哪些自殺方法？」 、

「 有沒有定下時間、日期和地點？」

過往的自殺行為

詢問學生是否曾經企圖自殺
- 例如「你是否曾經尋死？」、「那
次事件在何時發生？」

初步介入

• 協助學生減低壓力

• 引導學生思考照顧自己的方法

• 製作清單作提示

• 安全計劃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與學生討論對策時的一些有用語句
「你過往曾怎樣克服你的負面情緒？」
「你還曾嘗試用什麼方法面對這種情況？」
「誰是你信任及尋求支援的人呢？」
「有什麼可以讓你較容易面對這種想法？」

安全計劃

内容應包括：
• 學生的警告訊號
• 可協助學生放鬆心情的具體行動
• 鼓勵與人互動、增加社交活動、減少

獨處的活動建議
• 學生可致電或求助的家人和朋友（支

援／安全網）
• 需要時能致電求助的輔導員／老師／

專業支援
• 應予學生保存一份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回應有自殺念頭或意圖的學生

表達你的關注

引導學生思考照顧自己的方法

製作清單／卡片作視覺提示

尋求校內的專業支援：如輔導組、社工和教育心理學家

進行持續而密切的觀察

通知家長

記錄學校所採取的行動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危機處理

•確保安全

•尋求緊急支援

•立刻通知家長

•啟動危機處理程序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有迫切自殺風險或即時危害生命行為的例子

•發現遺書

•學生情緒不穩定並表示自傷意念

•學生在社交媒體發出自殺訊息

•學生持有利器

•學生危坐天台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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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在社交媒體發出的自殺訊息

•接觸學生表達關心

•直接發問以評估學生風險

•了解學生的位置及情況

•通知家長

避免使用
表情符號

不要一人處理
通知危機處理小組

資源手冊 P. 35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應對有迫切自殺風險或即時危害生命行為的學生

確保學生不會獨處，並時刻有成人陪同

移走所有可能造成傷害的物件，並確保學生安全

確保其他學生及教職員的安全

在學生有迫切自殺風險時，陪同學生到醫院接受急症服務支
援

在出現危害生命的緊急情況時，致電999尋求緊急支援服務

即時把有關情況通知家長

向醫院的醫護人員提供準確的資料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應對危急情況: 3C 策略

學校致電999求助，並依循3C 策略應對危急情況。

資源手冊 P. 33-34

控制
Control

維持現況
Containment

溝通
Communication

避免師生目睹現場情況 保持對話、小心聆聽、等待支援

確保各方有緊密的聯繫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有時候，當學生感到受壓時，會產生強烈
的情緒，例如：悲傷、痛苦、焦慮等。

•情緒著陸技巧可幫助學生將注意力帶回當
下，慢慢平靜下來。

•如發現學生當時思緒混亂，可嘗試運用五
感著陸技巧，協助穩定學生的情況，將學
生的注意力帶回當下。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情緒著陸(Grounding)技巧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看到的事物/
顏色/人物

可以觸摸的物
件

可以聽到的聲
音

可以聞到或能
想像的氣味

可以嚐到或能
想像的味道

五感著陸技巧 (Sensory Grounding techniques)

可請學生先看著老師，
或請學生告訴老師他
看到的其他東西，例
如樹木、椅子或風扇

可請學生握著老師
的手，坐在地下摸
摸地板或牆壁

老師可叫學生的名
字，請他聽聽大自
然的聲音、房間內
的機器聲或人聲

可請學生講出喜歡或
想像聞到的氣味，例
如麵包的香味或洗手

液的氣味

可請學生講出喜歡或
想像嚐到的味道，例
如果汁、汽水或零⾷

五感著陸技巧 –例子
(Sensory Grounding techniques - examples)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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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家長

1. 向家長說明情況

•表示關心

•準備所需資料

•選擇適合人員、時間、聯絡方法

2. 關顧家長的需要

•同理心

•情緒支援

•提供協助 （如轉介家庭服務、申請經濟援助）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學生精神健康資訊網站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參考資源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index.html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社區資源及求助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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