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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與生命教育掛勾？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蕭雁文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近年我國國小學童至大學生族群的「自我傷害」人數有增加趨勢。根據 2019
年衛生福利部「自殺通報系統」資料，0-17 歲因自我傷害被通報之人次增幅為

145%（從 1381 人增加到 3,390 人）；而 18-24 歲之通報人次增幅為 51%（從 3,932
人增加到 5,938 人）；同年，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治通報」資料，學生因

自我傷害被通報的人數隨著學制增加，小學、國中、高中職和大學於 2019 年的

自我傷害通報數分別達到 353、1,344、1,376 和 1,402 人，整體的自殺身亡人數

是 107 人。各學制的自傷通報人數以及自殺身亡人數，在 2018-2019 年有明顯的

增加（衛生福利部，2021）。20 年來，臺灣自殺率一直高於全球平均，近年甚至

「逆勢上漲」（張子午，2019），整體來說，15-24 歲族群之自殺死亡率已來到 20
年以來數據的最高點（衛生福利部，2021）。值得注意的是隱藏於此數字背後的

巨大影響，包括自殺者遺族，造成立即及長期生活適應、精神健康的影響。自殺

不會只是單一個體的議題，自殺是重大的社會和公共衛生問題。自殺有渲染力，

每一次的自殺事件會引發更多的人企圖自殺。自殺者顯現的不僅僅是個人心理脆

弱，還包括社會不公、貧富不均、性別歧視、失業等等大環境的社會文化議題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21）。 

鑑於居高不下的自殺率，臺灣於 2006 年開始試辦自殺防治計畫，並於 2009
年成立自殺防治中心，擬定自殺防治策略並建置通報系統，由各地方政府委託醫

療單位聘雇「自殺關懷訪視員」，以類似個案管理員的方式，追蹤有自殺意念與

行為的高風險個案後續狀況，提供心理支持或轉介資源等必要協助。2019 年臺

灣通過首部自殺防治法，明文規定各級學校應配合中央及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推行

自殺防治工作。2021 年底教育部師資培育大學主管聯席會議中，明確指出重點

政策包括將自我傷害、自殺防治納入生命教育中（教育部，2021a，pp.13）。孫效

智（2015）曾提及推動生命教育的社會脈絡包含自殺議題，但不該將生命教育窄

化成自殺防治。2021 年教育部委辦「校園心理精神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手冊編

製計畫」第一次專家會議中亦有專家提出生命教育與自殺防治結合的困難（教育

部，2021b）。生命教育該在自殺防治中扮演何種角色？本文從生命教育對自殺防

治的效益、實施現況及自殺議題的特性進行探討，以論述生命教育納入自殺防治

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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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殺防治與生命教育結合的疑慮 

(一) 自殺防治只是生命教育的邊際效益 

首先從三級預防的概念來看，學校教育屬於初級預防。初級預防以增加個人

保護因子，降低環境危險因子為目標。以自殺防治而言，凡能提升身心健康知能

都可視為增加保護因子，例如：養成良好的生活作息、學習壓力管理策略等；而

降低環境危險因子，包含防止學校暴力、家庭暴力、兒童虐待等。 

生命教育探索生命的根本課題，包括人生目的與意義的探尋、美好價值的思

辨與追求、自我的認識與提升、靈性的覺察與人格的統整。生命教育的學習主題

涵蓋了「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等

五大範疇，其實質內涵則以「人生三問」為核心，其中「人為何而活」乃是對於

人生終極關懷問題的思考，「人應如何生活」則反映對於價值思辨的不斷淬煉，

「如何能夠活出應活的生命」是知行合一的問題，而知行合一則是靈性修養的目

標（教育部，2019）。 

從生命教育的根本課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來看，無一與自殺防治直接相

關。生命教育的主軸在於對生命終極意義進行探索，其志向遠大，意義深遠，但

它並非針對自殺防治而推動的教育。或許有人說，生命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引領

學生追求幸福人生與至善境界，人若能感受幸福，便不會去自殺，這似乎有助自

殺防治。但自殺防治只是生命教育帶來的邊際效益之一，不是生命教育的主要目

的。就好像我們去爬山，順便也運動到筋骨一樣，但你不會把爬山簡化成運動，

因為爬山還包括接觸大自然、感受山水之美、呼吸清新空氣等等。 

若將生命教育的終極目標「追求幸福人生」視為能有效防治自殺的一道關卡，

則須面對兩個問題，其一、很多教育議題都有助於提升人的幸福感，例如：生涯

規劃教育，甚至更務實且短期見效的理財教育，或與自殺議題更相關的家庭教育，

何苦局限於生命教育？其二、生命教育是一長遠涵養的歷程，非一蹴可幾，而自

殺防治刻不容緩，生命教育的成效對應自殺防治的急迫性，緩不濟急。 

(二) 實施現況難與自殺防治掛勾 

教育貴在實踐。我們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教育部，2019）及生命教育的實施現況檢視。首先將關於生死、生命意義、生

命價值有關的實質內涵獨立出來看。以小學階段來看，相關的內涵僅有「生 E4
觀察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的現象，思考生命的價值」，其教案多聚焦在了解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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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面對老化死亡。有關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探討，涉及後設認知與哲學思辨的能力，

即便對高年級學生來說，多有困難，實際課程設計也未多作著墨。 

以國中階段來看，相關內涵包括「生 J3 反思生老病死與人生無常的現象，

探索人生的目的、價值與意義。」及「生 J4 分析快樂、幸福與生命意義之間的

關係」，課程設計包括透過健康教育探索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歷程；透過語文課程、

社會科目探討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現行國中辦理生命教育活動，如：體驗

飢餓、懷孕、身障、幫父母洗腳、製作感謝卡等，透過活動觸動學生內心，進一

步引導學生反思。這些教學活動都有助於全人的發展，但無一直接觸及自殺議題。 

以高中階段來看，普通高中生必修一學分的生命教育，綜合高中及高職則列

為選修課，相關內涵包含「生 U3 發展人生哲學、生死學的基本素養，探索宗教

與終極關懷的關係，深化個人的終極信念」及「生 U4 思考人類福祉、生命意義、

幸福、道德與至善的整體脈絡。」前者著重在個人人生信念的深化，後者則著重

在社會責任的承擔，課程設計透過新聞案例、閱讀文章、影片賞析及體驗活動，

探討「人為何而活？」、「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能夠活出應活的生命？」這樣

的探討立意良善，但也面臨兩個問題：一、教學成效深受生命經驗與人生歷練影

響，對生活無虞的青少年來說，可能淪為表淺的探討。二、這些問題的探討著重

在哲學思辨的訓練，而非給予既定的標準答案。「人是否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死？」、

「自殺是人生的一種選擇嗎？」試問這類問題的探討適合納入自殺防治嗎？可能

也有誤導之虞。 

排除生死、生命價值、生命意義的議題，綜觀整個生命教育實質內涵，國小

階段「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可以用於

營造友善校園。紀櫻珍（2008）曾指出避免學校暴力有助於自殺防治，從這觀點

來看，協助學生同理關懷同儕，營造友善校園或許是生命教育在自殺防治中可著

力之處。 

(三) 自殺問題的複雜性，非理性思辨能解決 

要有效防治自殺，需要先了解影響自殺的因素。綜觀臺灣自殺趨勢，第一高

峰期出現在 1960 年代，推估是因為戰後的遷徙潮導致，到了 1980 年代後期經濟

起飛，自殺率快速下降，1993 年達最低點。1997 年後又逐漸上升，連續 13 年自

殺列入國人十大死亡原因之列，2006 年達到第二高峰。1990-2000 年的自殺死亡

率與失業率、離婚率連動。綜合分析，經濟、失業、失婚因素影響自殺行動甚深

（張子午，2019）。自殺不僅受大環境政治與經濟因素影響，WHO 調查顯示青

年族群自殺的危險因子包括使用酒精、遭受兒童虐待、求助被汙名化、無法順利

取得醫療服務及網路霸凌（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8）。其他報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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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殺工具的易取性、自殺的救治率、天氣變化、節慶中的孤單感等等都會影響

個體自殺意願及行動。因此，自殺議題複雜性高，每一個自殺事件都沒辦法用單

一因素解釋（張子午，2019）。我們想問的是生命教育可解決促發自殺的因素嗎？

很顯然，生命教育絕無法直接撼動經濟發展、或處理失業、失婚等問題。 

但這還不是生命教育套用在自殺防治中真正的問題。目前規劃的生命教育有

兩層面，包括「方法與基礎」及「人生三問」。方法與基礎係指哲學思考及人學

圖像，哲學思考的細目包括：思考的知識與技能、思考的情意與態度、後設思考；

人學圖像則包括人是什麼？我是誰？在關係中的人（教育部，2019）。方法與基

礎貫穿整個生命教育，意即現今生命教育的主軸是一思辨的訓練過程，但是自殺

議題複雜性高，且是非理性的！自殺議題的處理需要更多的是同理、傾聽、情緒

接納及陪伴，實質上的協助，例如：解決失業問題也有助於緩解自殺企圖，所以，

不要對企圖自殺者講道理是基本認知。 

另外，孫效智（2015）曾提及透過生命教育的思辨歷程協助學生對人生有深

刻的看法，以理解成功與幸福的內涵；培養人格修養以因應生命的醜陋與黑暗。

這樣深刻的人生探討，其實質內涵有別於自殺防治。生命教育中對人生深刻的探

討是否有助防治自殺呢？這沒有確切的答案，或許有、或許無益於自殺防治。我

有位學生告訴我：「零加零加零加零……加了無數個零……最後還是等於零，人

最終一死，何必活得如此辛苦……」當他在與我討論這個議題時，正面臨人生極

大的困境，深刻的探討一時之間似乎無助於自殺防治，更何況自殺意念與身心狀

態極為相關，這些哲學性的思辨不見得能減少自殺者的自殺企圖與行動。綜上所

述，自殺議題複雜且非理性思辨能防止人自殺。 

三、結論 

自殺防治可以無遠弗屆的從振興經濟，降低失業率做起，然而這樣的計畫空

泛且不切實際，我們都知道經濟、失業議題牽涉甚多，並非我們努力就能一蹴可

幾的。當然我們也可以仿效中國與韓國，用非常具體的政策，例如禁用劇毒農藥，

藉以防治自殺。而事實證明該政策確實大幅降低中國與韓國自殺死亡率。 

但自殺防治的終極目標不應該糾結於死亡人數的下降，我們應該藉機思考如

何幫助人有盼望、有尊嚴的活著。筆者認為這需要從短期見效及長程防治兩方面

思考。短期見效的自殺防治計畫，應鎖定有自殺危機之高危險族群，去汙名化，

給予積極的醫療介入、溫暖的心理支持、提供實質解決困難的方法；若是針對學

生族群，則需特別給家長正確教養觀念及方式，這些都是較務實且易立即見效的。 

長程防治則需從國家政策及學校教育著手。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自殺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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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照妖鏡，協助我們細看政策的缺漏、社會不公不義、不符時代需求的價值觀

等。國家政策應從政經、社會、文化等議題大處著手，全面性的探討不利人幸福

生活的原因，進而修正改革。而學校教育一方面因應國家政策的推動給予國民正

確的觀念與態度，例如現今積極推動的人權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等，教導學生尊重多元異質，營造友善環境；另一方面，學校教育應強化個人應

變能力，包括教導壓力管理或情緒調適技巧，甚至理財知識、生涯規劃策略等等。

廣義而言，所有有助於全體人類幸福生活的教育，都可視之為隱藏版的自殺防治

計畫，當然，生命教育亦包含其中。 

生命教育在自殺防治計畫中雖非主角，但也能稱職的擔任陪襯的綠葉，綠葉

長青，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持續影響發酵，協助學生成為一個完整真實的人，讓

整個大環境進入一個正向良善的循環。 

綜上所述，生命教育宜走回原本預設推動的全人教育路線，無須陷入自殺防

治的泥沼，更不要想方設法與自殺議題掛勾，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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