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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實施計畫 

107.9.19 學生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8.9.24 學生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09.3.10 學生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10.9.29 學生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10.11.2 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推動小組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0年 8月 9日臺訓（三）字第 1000131484 號函辦理 

二、教育部 103年 2月 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30005260 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以三級預防概念及教學輔三合一之理念，制定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機制，強化處理校園

學生憂鬱、自我傷害事件之能力。 

二、結合學校行政及社區資源，建構輔導資源網絡，提供多元輔導管道，以預防校園自我傷害

事件發生並協助危機事件之處理。 

三、增進教師、教官及學輔業務人員之輔導知能，培養對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的敏察度，提升對

學生問題之辨識能力及危機處理技巧，以能及時提供必要之協助與輔導。 

參、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組織與實施： 

一、成立「三級預防推動小組」，成員包含：校長、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主任教官、教學組長、生輔組長、衛生組長、庶務組長、教官、

護理師、輔導教師等人推動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 

二、三級預防工作策略與行動方案： 

（一） 初級預防： 

1. 目標：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憂鬱自傷。 

2. 策略：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3. 行動方案： 

負責單位 實施內容 

校長室 

一、指示成立校園自我傷害三級預防推動小組與危機處理小組，研商校園憂鬱、

自我傷害防制相關措施，並建立事件危機處置與事後處理流程。 

二、主導整合校內資源，強化各處室合作機制。 

教務處 

一、規畫學科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力(堅毅性與問題解決能力)與危機處

理、憂鬱及自殺防治能力。 

二、協助各科教師疏導學生課業壓力、降低考試焦慮、減少失敗挫折感。 

學務處 

一、設置通報窗口、擬定校內查察策略及通報流程(含保密/保護機制)，宣導校

內相關資源訊息，並提供師生緊急聯繫電話、管道資訊、設立與宣導 24 小

時求助專線(03-5456603)。 

二、建立校園危機事件處理運作機制與運作流程及全校緊急事件處理通報資料，

成立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舉辦訓練課程或模擬演練(如附件一)，使

小組成員熟悉校園自我傷害預防處理、危機處置及事後處理的流程。 

三、透過親師座談會，向家長介紹有關維護身心健康及預防自我傷害行為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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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 

四、加強舉辦心理衛生專題演講、座談、電影欣賞及健康促進等活動，協助提升

學生紓壓及挫折容忍力。 

五、舉辦新生始業輔導、班級幹部詢練、社團活動，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並能

善用學校各項資源。 

六、透過班週會、社團或配合主題式活動，進行各項生命教育議題討論或體驗。 

七、強化學務會議功能，增進導師對學生生活狀況的瞭解，及問題處理之協助。 

八、加強校園巡邏，並熟悉事件發生時之處理流程。 

總務處 
一、檢視並改善校園各項設施安全之維護，避免不良環境的產生。 

二、校園警衛夜間巡邏，若發現異狀立即連繫校安人員。 

輔導室 

一、訂定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二、成立校園自我傷害三級預防推動小組，舉辦相關主題之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及

提供資訊，增進全體教師(含導師及教官等相關人員)對憂鬱與自我傷害之辨

識及危機處理知能。並提供教師情緒管理知能、教導如何處理學生或同儕自

我傷害事件、及哀傷輔導的基本方法。 

三、落實各年級輔導工作，透過課程或活動實施心理健康、情緒管理、壓力調適、

同儕溝通、尊重生命、提高挫折容忍力、增進問題解決能力等預防宣導。 

四、彙整相關資源網路，並向全校師生宣導。 

五、透過家長讀書會或親職教育資料，宣導有關自我傷害防治的資訊。 

圖書館 

一、採購有關「憂鬱症」、「生命教育」、「性別帄等教育」、「青少年問題」等主題

圖書供師生借閱。 

二、推動閱讀及讀書心得比賽，思考生命的意義及尋找生命的典範。 

導師 

一、積極參與有關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研習活動，以期對學生行為有正確認識。 

二、實施生命教育，與學生探討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向學生澄清錯誤觀念。 

三、留意學生日常狀況及出缺席情形，與家長及任課教師保持密切聯繫。 

四、給予學生支持、關懷與傾聽，掌握班上學生的身心狀況。 

五、營造班級歸屬感與凝聚力，加強情緒支持的氣氛。 

六、提升憂鬱與自我傷害辨識能力，並能及時通報轉介。 

教職員工 

一、參與校園危機事件流程課程或演練，並熟悉相關程序。 

二、積極參與有關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研習活動，提升憂鬱與自我傷害辨識能

力，並能及時通報轉介。 

三、留意學生課堂表現，並隨時與導師保持聯繫。 

四、積極參與認輔工作。 

 

（二） 二級預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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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策略：篩選高關懷群學生，即時介入。 

3. 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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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單位 實施內容 

校長室 

一、針對高關懷學生，指示學務人員、輔導教師、導師、任課教師等依據校園自

我傷害事件緊急處理要點進行輔導。 

二、為了尊重個案之隱私權，提醒處理個案的相關人員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教務處 

一、協助導師、輔導教師篩選高關懷群學生。 

二、會同導師、輔導教師對高關懷群學生進行輔導，並提供課業協助。 

三、提醒教師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學務處 

一、協助導師、輔導教師篩選高關懷群學生。 

二、會同導師、輔導教師對高關懷群學生進行輔導，給予支持關懷，並參加個案

會議、商討輔導流程分工，及監督有關人員依據緊急事件處理要點處理高關

懷群個案。 

三、協助導師建立高關懷群學生支持網絡，提供相關人員聯繫方式。 

四、提醒導師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五、提升導師、教官、學生、教職員、家長之憂鬱辨識能力，以協助觀察篩選。 

總務處 

一、重新評估校園是否存有危險狀況並加以改善。 

二、熟悉事件發生時之處理流程。 

三、提醒職員工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輔導室 

一、高關懷群篩選及時介入：針對學生特性、校園文化及資源，規畫合適之高風

險學生篩選方法，針對高關懷學生早期發現、早期協助，必要時進行危機處

理。 

二、提升導師、教官、學生、教職員、家長之憂鬱辨識能力，以協助觀察篩選。 

三、輔導與諮商： 

  (一)對適應欠佳或有自殺意圖但未付諸行動者：進行個別會談，主動提供關

懷、支持、傾聽、陪伴、增加學生現實感、聯絡家長並告知正確的陪伴態

度，適時轉介相關資源。 

  (二)對近六個月內自殺未遂者：評估該傷害對其心理的影響、共同策劃復健計

畫、協助個案適當轉介。 

四、整合校內外及社會資源，聘請專業人員(如：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

工、精神科醫師等)到校服務，提供個案進一步心理諮商與治療。 

 

（三） 三級預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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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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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為高危險群尚未採取行動、自殺未遂、與死亡個案。 

負責單位 實施內容 

校長室 

一、指示總幹事(學務主任)召開校內危機處理小組會議，研討處置事宜。(如附

件二、三) 

二、為了尊重個案之隱私權，提醒處理個案的相關人員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三、對校內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以降低自殺模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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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一、參加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二、當事人精神狀況穩定，可安排相關課業補救措施。 

三、提醒教師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人事室 一、針對因此事件造成心理情緒反應異常的教師給予適切的關心與支持。 

學務處 

一、啟動危機處理機制，立即連絡相關人員，送醫急救->通知家長->現場的保持

與清理->課業相關問題的處理。 

二、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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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個案轉介回覆表」)進行通報與轉介；學生自殺死亡事

件應填具「學生自我傷害狀況及學校處理簡表」。 

四、召開導師會議公告事件，建立處理共識，並建立資料檔案，掌握師生事後反

應、生活作息動態及安全問題，適切調整校內氣氛，轉移注意力，並連絡家

長告知學校之關心及可能協助之事項。 

五、自殺未遂當事人處理：當事人住院時，前往探視並與醫院保持聯絡，瞭解當

事人身體恢復狀況。 

六、事後相關事宜處置：若個案死亡，聯繫家長協助處理後事(殯葬事宜、參與

告別式等)。 

七、提醒導師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八、召開工作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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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一、參加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二、評估校園是否有安全疏失，並加以改善。 

三、紀錄事件現場的處理情形、配合處理喪葬事宜、調整事件發生現場環境，避

免環境造成之心理陰影。 

四、提醒職員工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輔導室 

一、轉知校長及學務處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二、參加危機處理小組會議，提供相關訊息，並在課堂中提供學生正確資訊。 

三、評估高危險群師生，並做合適處置。 

四、依學生不同狀況提供協助： 

  (一)已有自殺計畫者： 

    1.進行危機處理，包括：注意是否需要安排住院與藥物治療、避免其獨處或

接觸自殺途徑，必要時與之訂定不自殺契約。 

    2.安排進一步的心理諮商與治療。 

    3.提供出現自殺計畫者 24小時求助專線等求助管道。 

  (二)對於自殺未遂者： 

    1.安排當事人後續個別諮商，或轉介其他輔導資源。 

    2.與家長定期連絡，討論當事人的狀況以及出院後的處置方式。 

    3.建立當事人的同儕支持及關懷系統。 



5 
 

  (三)視情況進行下列相關事宜處置： 

    1.實施班級輔導，提供心理衛生教育，並教導學生協助當事人之策略。 

    2.辦理與此事件相關師生之減壓團體。 

    3.辦理服務此類學生之輔導教師支持團體。 

四、對於死亡個案之協助與處置： 

  (一)進行安心講座，讓全校教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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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預防再自殺教育。 

  (二)視情況申請「校園危機處理安心服務小組入校服務」，以協助進行安心班

輔及安心團體。 

  (三)發放安心文宣，協助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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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預防再自

殺教育。 

  (四)辦理高風險群學生之安心班輔及安心團體。 

  (五)辦理與此事件相關教師之減壓團體。 

  (六)辦理危機工作人員之減壓團體。 

六、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導師 

一、配合危機處理小組，用開放的態度面對問題，陪伴學生成長。 

二、自殺未遂狀況處置： 

  (一)當事人住院時，固定前往探視並與家長保持聯絡，瞭解當事人恢復狀況。 

  (二)協助家長處理相關行政事務，如：請假或休學。 

  (三)與家長定期連絡，討論當事人的狀況以及出院後的處置方式。 

  (四)定期告知班級師生，當事人目前的健康近況。 

  (五)當事人要出院前，告知班上同學，讓班級學生有所準備。 

  (六)建立當事人的同儕支持及關懷系統。 

  (七)會同輔導教師與班上學生進行討論，讓學生發洩情感及分享想法，或進行

祈福活動，並說明求助管道。如有學生不想參與，則尊重其意願。 

  (八)與班上學生得到共識，避免眾說紛紜，造成不必要的誤傳與揣測。 

  (九)提醒學生保持警覺，如發現同學有異狀，隨時向學校報告。 

  (十)對全班學生保持關注，並隨時省察自己的情緒，在需要時主動求助。 

  (十一)安排適當的時機與班上學生討論個案返校後的相關事宜。 

  (十二)個案回校後，多給予關心，切忌給予標籤。 

三、對死亡個案的狀況處置： 

  (一)會同輔導教師進行班級輔導，讓學生適當宣洩情感及分享想法，並說明求

助管道。如有學生不想參與，則尊重其意願。 

  (二)對於與死亡個案較密切的學生、或與其有過節的學生、特別敏感的學生，

進行追蹤與輔導。 

  (三)對全班學生保持關注，充分給予溫暖，共同努力走出不幸的陰影。 

  (四)視班級狀態，配合危機處理小組帶領學生參加祭奠、追悼或祈福儀式。 

四、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任課教師 一、參加安心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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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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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反應，並知悉相關資源與電話。 

二、協助自殺未遂狀況： 

  (一)支援導師照顧班上其他學生，鼓勵學生適時求助，引導學生認清自我傷害

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二)隨時留意自己的情緒，並適時向有關人員尋求協助。 

  (三)若個案已康復返校，避免給予標籤。 

三、協助死亡個案狀況： 

  (一)事件發生時，支援導師照顧班上其他學生。 

  (二)在課堂中轉知輔導室資訊，提供學生正確資訊，鼓勵學生適時求助。 

  (三)對全班學生給予關心、支持，一起努力走出此事件的陰霾。 

四、遵守保密的專業倫理。 

 

肆、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工作組織與執掌： 

一、成立「危機處理小組」，成員包含校長、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

任、圖書館主任、主任教官，並視當次事件所需，加入教學組長、生輔組長、衛生組長、

庶務組長、教官、護理師、輔導教師、導師或其他人員以進行危機處理。 

二、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成員與執掌表： 

組織 職掌 分工 

召集人 

1.負責事件處理總指揮。 

2.召開緊急處理會議，瞭解危機處理進度，並且安排人員進行

事件之行政通報事宜。 

3.與總幹事兩人彼此聯繫，給予需要的行政資源與支持。 

4.指定人員對外發言。 

5.與總幹事、發言人溝通，決定消息發布及媒體應對內容。 

6.在事件被媒體報導之前，向督學與主管科室負責人提出口頭

報告。 

校長 

總幹事 

1.襄理一切小組事務。 

2.依事件類型決定啟動相關組員以進行事件之處理。 

3.決定介入策略，發佈需要執行的任務。 

學務主任 

發言人 
1.負責事件處理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2.視需要發佈新聞稿。 

秘書/校長 

指定人選 

資料組 

1.處理相關各項通報事宜。 

2.呈報事件處理報告。 

3.負責事件資料及各項會議之紀錄與彙整。 

生輔組 

安全組 

1.負責事件現場與善後之各項安全項目。 

2.通知家長並陪同進行後續處理。 

3.在警方到來前，維持事件現場的秩序。 

4.管制事件現場人員的進出。 

教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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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避免師生推擠或毀壞現場之完整。 

6.協助陪同警方進行相關處理。 

總務組 

1.負責校內外之聯絡與相關之總務工作。 

2.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項支援(如：器材、用品等)。 

3.負責拉起隔離區域的布條，防止非相關的師生進入現場。確

保事發現場的完整。 

4.負責現場環境的復原及善後，安排人員處理血跡、重新油

漆、損毀器材之修繕等。 

總務處 

醫療組 

1.負責緊急救護處理。 

2.對情況輕微者，請當事人至保健中心進行傷口之緊急包紮。 

3.對情況緊急者，進行現場急救處理，並通報校外醫療單位。 

4.協助相關醫療處置事宜。 

健康中心 

護理師 

 

課務組 

1.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力與危機處理，及

自我傷害之自助與助人技巧。 

2.負責因事件之發生，相關課務調整之處理，協助受到影響的

教師、工作人員等，進行調代課、請假事宜。 

教務處 

輔導組 

1.篩選與評估需要接受輔導之相關人士。 

2.協助危機處置相關資源的轉介與運用，結合社區資源，尋求

諮詢，或進行直接服務。 

3.進入事發現場，協同處理自殺或自傷學生，陪伴與支持家長。 

4.進行安心講座。 

5.發放安心文宣。 

6.進行安心團體。 

7.進行安心班輔。 

8.篩選高風險師生並安排相關輔導措施。 

輔導室 

資源組 

(一)校內資源組 

1.負責校內相關事務之救助、學生保險等協調工作。 

2.負責校內其他學生相關輔導事項。 

學務處 

導師及校內

教職員工 

(二)校外資源組 

  包含家長會、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醫院、警察局、法律顧問

及其他相關社區機構，提供直接、間接服務與相關協助及諮

詢。 

家長會 

社會資源 

 

伍、實施經費：由本校相關業務經費項下支應。 

陸、本計畫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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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機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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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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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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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生
之
前(

預
防/

宣
導)

 

 

 

 

      

發
生
之
時(

學
校
當
下
之
立
即
處
置)

 

 

學
校
危
機
處
理(

危
機
處
理
小
組)

 

   

  通報 

1.學校人員(導師/教師/行政人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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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通報)，並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2.參考衛生福利部規定之「自殺防治通報轉介作業流程」。 

   

 處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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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人：事件之對外/媒體發言。 

  輔導室/導師：當事人(自殺未遂)及相關師生之心理諮商輔導。 

  教務處：當事人(憂鬱或自殺未遂)成績或課程安排之彈性處理。 

  學務處：當事人(憂鬱或自殺未遂)請假相關事宜之彈性處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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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律定後續處理之評估機制。 

      

發
生
之
後(

後
續/

追
蹤)

 

 1.事件之後續處理。 

2.相關當事人之後續心理諮商及生活輔導與追蹤(follow-up)。 

3.預防再發或轉介衛政單位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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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置標準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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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組蒐集/彙整事件相關資料並擔任會議紀錄。 

5.必要時邀請法律組或社區資源組人員參與會議。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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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蒐集與彙整事件相關資料，處

理相關通報事宜，並擔任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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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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育部國教署北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暨新竹區駐點服務學校 

校園危機事件工作檢核記錄表 

                          1091109  修改 

填寫學校  填寫人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介入項目 項目內容 主責單位 啟動時間 說明 

一、校內危機現

場處理(無則免) 危機場域控制與緊急聯繫 
教官室 

學務處 

事發當下 

  月  日 

      時 

1. 接獲訊息後即刻前往事

件現場，瞭解狀況並及

時處理 ,視需求現場管

制。  

2. 通知家長，陪同家長進

行後續事務處理。  

二、校內危機

處理會議 

校長召開校園危機事件處

理小組會議 

校長 

校園危機 

處理小組 

月 日 

1. 建請校長啟動校園危機

事件處理流程。建議事

發後一周內每日召開

一次確認最新狀況。  

2. 召開會議協調處室分工。 

3. 指定對外的公關發言人。 

三、通報 進行相關校安或社政通報 
教官室 

輔導室 
月  日  

四、宣布事實 

全校演說 

1. 全校師生宣布事情樣

貌 

2. 進行默哀、祈福或相

關活動 

3. 安心演說 

校長 

學務處 

輔導室 

月 日 

1. 輔請校長擔任演說人。 

2. 在封閉空間進行。 

演說內容： 

簡述事件、可能產生之身心

反應及面對事件的應對提醒。 

五、班級任課

人員會議 /導

師會議 

說明目前學校危機處理進

度及未來72小時內進行之

各項危機處理工作項目。 

輔導室 
宣布事實後 

1至3日 

1. 協助任課教師/導師瞭解「重

大壓力後的壓力症狀」，

以及早辨識特殊個案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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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心服務 

安心 1: 

安心講座 

 (對象:全體教職員工) 

輔導室 月 日 

1. 評估相關師生狀況後辦理。 

2. 學生、老師、家長應分開辦

理。 

(請參考安心講座開場白、PPT。) 

 安心 2: 

 安心班輔 

(對象:學生以班級為單

位) 

班導師 

輔導老師 月 日 

1. 實施對象： 

事件者班級同學 

2. 請導師共同參與。 

(請參考安心班輔流程、活動單。) 

 安心3:安心文宣 
輔導室 月 日 

1.輔導室整理、編印、發放 

2.學生、教師、家長版 

 安心 4: 

安心(減壓)團體 

(10 人一組) 輔導室 月 日 

邀請對象： 

1. 學生組：事件者班級學生、

在場目睹學生、校內摯友。 

2. 教職員組：事件者班級導

師、任課老師及參與事件處

理之教職員。 

 安心5:安心諮詢 
輔導室 月 日 

1. 導師或任課老師轉介。 

2. 師生自行尋求協助者。 

七、班級道別 班級道別活動 
輔導室 

導師 

月 日 

1. 與導師討論活動流程分工。 

2. 告別式前一天教室內辦理。

(第四節11:00-12:00尤佳) 

3. 搬離事件者課桌椅。 

八、家庭訪視 

1. 至喪家探訪致哀 

2. 瞭解有無相關需求需

學校提供協助 

校長 

家長會 

月 日 斟酌辦理 

九、課程調整 

1. 因應相關活動而需調

整課程。 

2. 通知相關任課教師 

教務處   

十、公關發言 

若有相關新聞媒體欲瞭

解，請由全校統一窗口進

行發言。 

校長室 

秘書 

  

備註：本檢核表提供申請學校及出隊人員了解之用，後續仍有校園安全檢視、校長的一封信、生命教育、重

大事件後的壓力症狀反應檢核等，學校持續處理與追蹤，並視需要轉介其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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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危機處理聯絡網 

 

 

 

 

 

 

 

 

新竹女中

03-5456603

教育部

校安中心

02-33437855 新竹市

消防局

03-5229508

消防

光復分隊

03-5234918

消防

三民分隊

03-5437807

臺大醫院

新竹分院

03-5326151

新竹

馬偕醫院

03-6889595

新竹

國泰醫院

03-5278999

二分局

東勢派出所

03-5728758

二分局

東門派出所

03-5222607

新竹市

婦幼隊

03-5236302

新竹市

警察局

03-522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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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一、新竹地區精神醫療與諮商資源 

醫療機構(精神/身心科) 縣市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 東區 光復路二段 690號 03-6889595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 北區 經國路一段 442巷 25號 03-5326151 

新竹新生醫院 新竹市 北區 西門街 120 號 03-5222637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 新竹市 北區 武陵路 3號 03-5348181 

新竹國泰醫院 新竹市 北區 中華路二段 678號 03-5278999 

新中興醫院 新竹市 北區 興南街 43號 03-5213163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新竹縣 竹北市 興隆路一段 199號 03-5580558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 竹北市 縣政二路 69 號 03-5527000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縣 竹東鎮 中豐路一段 81 號 03-5962134 

臺大醫院竹東院區 新竹縣 竹東鎮 至善路 52號 03-5943248 

天主教仁慈醫院 新竹縣 湖口鄉 忠孝路 29號 03-5993500 

培靈關西醫院 新竹縣 關西鎮 新富里 11鄰石門 33-1號 03-5476399 

專科診所 縣市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清華大學附設診所(身心科) 新竹市 東區 光復路二段 101號(清華大學郵局旁) 03-5737913 

林正修診所 新竹市 東區 新光路 38號 03-5166746 

帄衡身心診所 新竹市 東區 北大路 92巷 59號 03-5320622 

馬大元診所 新竹市 東區 光復路一段 544巷 36號 03-5794698 

安慎診所(身心科) 新竹市 東區 中央路 128 號 03-5359779 

能清安欣診所 新竹市 東區 中央路 214 號 03-5757600 

親禾身心診所 新竹市 東區 關新二街 67號 1-2 樓 03-5771057 

六竹診所 新竹縣 竹北市 嘉豐二街一段 48號 03-5505550 

台齡身心診所 新竹縣 竹北市 文信路 376 號 03-5586857 

安立身心診所 新竹縣 竹北市 莊敬北路 78號 03-6577622 

暖陽身心診所 新竹縣 竹北市 福興路 661 號 03-5585321 

陽光精神科診所 新竹縣 竹東鎮 東榮路 2號 03-5942371 

瑞安診所 新竹縣 竹東鎮 中豐路二段 190號巷 1 號 03-5956630 

自殺防治諮詢服務(電話) 縣市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1925 

財團法人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自殺防治中心)  
新竹市  北區   

1995 

或 03-5249595 

張老師 基金會 新竹中心 新竹市  北區   1980 或 03-5266231 

精神衛生諮詢 縣市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新竹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新竹市 北區 集賢街三號 預約專線：03-5234647 

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 新竹市 北區 東大路二段 15巷 1 號 2樓 諮詢專線：412-8185 

http://www.hc.mmh.org.tw/webhc/index.html
https://www.hch.gov.tw/
http://www.hcnb.com.tw/index.php
https://813.mnd.gov.tw/
https://hsinchu.cgh.org.tw/
http://www.hcsh.com.tw/
http://www.cmu-hch.cmu.edu.tw/
https://www.tyh.com.tw/
http://www.vhct.gov.tw/
http://www.chut.ntuh.gov.tw/
https://www.mercy.org.tw/
https://peiling.azurewebsites.net/
http://health.site.nthu.edu.tw/p/404-1001-174339.php?Lang=zh-tw
https://www.facebook.com/drlin035166746/
https://www.balancepsyclinic.com.tw/
https://mdycliniccom.wordpress.com/
https://www.ansn.com.tw/
http://www.provenceclinic.com.tw/
https://www.sproutpsyclinic.com.tw/
http://www.your6g.com/
http://www.tlwu.tw/
https://www.facebook.com/annli.clnic/
https://www.warmdryang.com/
https://wroom.vision.com.tw/MainPage/ClinicInfo.aspx?CliID=%2FBWdkoauCrQjGZFl3tiscQ==
https://wroom.vision.com.tw/MainPage/ClinicInfo.aspx?CliID=%2FBWdkoauCrRV66v2%2FhHL%2Fw==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np-326-107.html
http://www.1980.org.tw/web3-20101110/main.php?customerid=3
http://www.mhc.org.tw/
https://dep-family.hccg.gov.tw/ch/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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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東區衛生所 新竹市 東區 民族路 40之 2號 03-5236158 

新竹市北區衛生所 新竹市 北區 國華街 69號一樓 03-5353969 

新竹市香山區衛生所 新竹市 香山區 牛埔路 428 號 03-5388109 

心理諮商/治療機構 縣市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杜華心苑諮商所 新竹市 東區 新光路 83號 1樓 03-5736178 

觀心心理治療所 新竹市 東區 關新東路 159 號 2F 03-5670642 

雲起心理治療所 新竹市 東區 自由路 67號 7樓之 2 0978-479875 

理心潛能心理諮商所 新竹市 東區 食品路 177 巷 23號 0933-357785 

寬心自在心理諮商所 新竹市 北區 東大路 2段 3號(文化中心旁) 03-5426695 

心園心理治療所 新竹縣 竹北市 勝利八街二段 111 號 03-5506375 

沐光心理諮商所 新竹縣 竹北市 成功十一街 150號 2樓 03-6578521 

拾光心理諮商所 新竹縣 竹北市 文信路 23號 03-558-3800 

聯合心理諮商所 新竹縣 竹北市 自強六街 38號 2樓 0800-001385 

穀風心理諮商所 新竹縣 竹北市 嘉豐五路一段 5號 2樓 03-6675760 

益鼎升心理諮商所 新竹縣 寶山鄉 雙豐二街 75號 1樓 03-6220307/0931421391 

龢宣心理治療所 新竹縣 湖口鄉 大勇路 1巷 85號 1 樓 hexuan202007@gmail.com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新竹區駐點服務學校 
新竹市 東區 中華路 2 段 270 號 03-5456611 轉 1610、1615 

(整理自新竹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網站 110.10.26) 

二、新竹市各社福機構資源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社福 1 
新竹市政府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 
中央路 241 號 5 樓(衛福大樓) 03-5352386-602、603、605 

社福 2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中央路 241 號 03-5352368 

社福 3 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 中央路 241 號 7 樓 03-5325885 轉 100~106 

社福 4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新竹家扶中心 
光復路 1 段 531 巷 72 之 8 號 03-5678585 

社福 5 臺灣世界展望會新竹中心 光復路 2 段 481 號 11 樓-1 03-5628155 

社福 6 
天主教耶穌會 

新竹社會服務中心 
北大路 373 號 03-5224153 

社福 7 
新竹市基督教 

懷之青少年關懷協會 
東大路 2 段 650 號 2 樓 03-5331600 

教育 1 
教育部新竹市聯絡處暨 

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博愛街 5 巷 120 號 03-5728585 

https://e-health.hcchb.gov.tw/ch/index.jsp
https://dep-n-health.hccg.gov.tw/ch/index.jsp
https://s-health.hcchb.gov.tw/ch/index.jsp
http://www.dowdslove.url.tw/
http://www.mindspacepsytherapy.com/
https://www.facebook.com/%E9%9B%B2%E8%B5%B7%E5%BF%83%E7%90%86%E6%B2%BB%E7%99%82%E6%89%80-1599280067037513
http://www.drleec3.com/
http://www.openmind-counseling-center.com/
https://www.mind-garden.org/home.aspx
https://enlightening-cc.com/
https://lightsinyou.com/
https://veryhelp.tw/
https://gu-fong.com/
https://www.helping.org.tw/
https://hexuanxinlizhiliaosuo.webnode.tw/
mailto:hexuan20200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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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2 得勝者教育協會 中央路 174 號 3 樓 03-5344046 

法律 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竹北市興隆路 2 段 265 號 03-6586123 轉 301~315 

警政 1 新竹市少年警察隊暨少輔會 中山路 1 號 03-5247640 

警政 2 新竹市婦帅警察隊 中山路 1 號 
03-5236302、5249995 

03-5224168 轉 3041~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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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行為辨識徵兆 

一、憂鬱症傾向的五大徵兆 

  (一)覺得身體疲勞虛弱、無力。 

      常常覺得疲倦。尤其是無法起床、躺在床上時間很多；不是不想起來，而是起不來。 

  (二)覺得很煩。 

      說不出理由，也沒有發生甚麼事，尌是覺得很煩。 

  (三)覺得身體不舒服。 

      頭痛、胸痛、心悸、腸胃不適等。 

  (四)覺得心情不好。 

      覺得不快樂、人生失去目標、失去奮鬥的動力。以前認為有趣的事物，現在也覺得無趣極了。 

      甚至否定人生存在的意義，對很多事情都覺得沒有甚麼意義。 

  (五)睡不好。 

      無法入睡，或睡眠品質差。即使入睡，也無法熟睡。常常覺得沒睡飽，因此精神很差。 

  以上五大徵兆，若已經影響到其生活功能，便是疑似「憂鬱症」患者的判斷依據。 

 

二、自我傷害-自殺行為徵兆 

  (一)語言上的線索 

      可能直接以話語表現，也可能在日記、信件、作文中表現出來。 

      如：「沒有人關心我的生死」、「如果沒有我的話，事情也許會好些」。 

  (二)行為上的線索 

    1.突然的、明顯的行為改變。如：活潑變成退縮。 

    2.出現與上課有關的學習行為問題。如：成績大幅滑落。 

    3.放棄個人擁有的財產。如：立下遺囑、將心愛的東西送給別人。 

    4.酒精或藥物濫用的情況突然增加。 

  (三)環境上的線索 

    1.重要人際關係的結束。如：親人死亡、和密友吵架、分手。 

    2.家庭發生大變動。如：財務困難、搬家。 

    3.表現出對環境的不良適應，並因而失去信心。如：怕上學且一再表示。 

    4.已經無法到校。 

  (四)延伸性的線索 

    1.從社團中退縮下來。 

    2.出現憂鬱的徵兆。 

    3.出現不滿的情緒。 

    4.睡眠、飲食規則變得紊亂，失眠、明顯得疲憊，身體常有不適、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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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自殺風險辨識 

1. 感覺（Feelings）：無望、無助、無價值感、害怕無法掌控自我、過度的罪惡感、悲傷、憤怒

等。 

2. 行動或事件（Action or Events）：個人經歷失落的經驗，如分手、分離、關係的破裂、重要

他人逝世，或失去學籍、金錢、地位、自尊。 

3. 改變(Change)：睡眠、飲食習慣的變化、對以往喜歡的活動失去興趣。個性改變，有時變得退

縮、厭 倦、冷漠；有時則是變得喧鬧、多 話、外向。學生出現什麼症狀時，我要留意？ 

4. 預兆(Threats)：將心愛的物品分送他人或丟棄、研究自殺藥物、獲取自殺工具，言語透露想

死的念頭，如「乾脆去死，反正也沒有人關心」之類的話語；自殺的企圖，如服藥過量或割腕

等。 

(摘自 110年新竹女中全校教職員輔導與性帄研習講義，新竹學諮中心余婉禎主任主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