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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不前的青春－校園中的自殺防治 
紀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在充滿挑戰的輔導工作中，遇到自殺個案難以避免，是輔導老師必須備戰的

能力，而在實務現場的處理，連結個案的生態系統是常運用的方式，也會經常面

對個案身邊重要他人透露自殺意念的危機與評估，「自殺防治」確實是身為第一

線教師該有的敏銳。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2018 年公告的國人死因統計結果數

據顯示，於 2017 年「自殺」是 15-24 歲族群（國中到大學階段的青少年）主要

死因第二位，也是 25-44 歲族群主要死因第三位，這樣的數據反映在近年的輔導

個案類型，自傷或自殺的學生比例增高，是值得被重視且不容忽略的議題。本文

從理論和實務層面探討自殺成因，整理輔導原則與策略，希望能提供現場教師參

考，以具備相關的輔導知能。 

二、自殺成因面面觀 

人面對問題的樣態千百種，何以選擇走上自殺一途？根據過去眾多文獻討論

以及實務現場的經驗，整理概述如下。 

(一) 相關理論探討 

有自殺傾向的個案狀況，多是生活中面臨了巨大的壓力而不知如何面對，例

如現實經濟需求、家庭或同儕人際關係、為疾病所苦等多方面，情緒困苦、無助、

手足無措致使人陷入心理困頓。面對困境的樣態有很多種，選擇走上絕路是其中

一種方式，有自殺意念的人經常會出現「不如死一死算了」、「死了應該會比較輕

鬆」等訊息。在李美媛（2007）研究中指出自殺議題可以從不同的理論觀點探討： 

1. 生物學理論：近代許多研究指出，憂鬱症患者腦中血清素濃度較低，而這也

與自殺有高度相關。顯示生理因素與自殺行為的關聯性值得注意。 
2. 精神病理學理論：Jacobs 等人（2003）研究指出無論是憂鬱症、思覺失調症、

人格疾患、焦慮性疾患等等，數據皆顯示與自殺行為有密切相關。 
3. 心理學： 

(1) 心理分析理論認為人有生之本能和死之本能，Kastenbaum（2002）認為

當求生力量和自我毀滅相互競爭時，死亡意念就可能會出現。 
(2) 認知心理學派 Rudd、Joiner 與 Rajab（2001）提出自殺信念系統的核心

信念模型來解釋，認為自殺者的信念系統幾乎被全面性的絕望感籠罩，

出現許多非理性想法（我不值得被愛、我無能、我再也不能忍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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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面臨危險或失敗、失落時，他的認知僵化而沒有彈性，可能走上自殺

一途。 
(3) 存在主義 Yalom（2002）指出「邊界經驗」，使人們跳出日常模式把注意

力集中於存在本身，最強大的邊界經驗即是面臨自己的死亡，若存活下

來，這樣的經驗對往後的人生具有極大衝擊和改變。 
(4) 家庭系統論認為個人問題存在於家庭組織型態、家庭成員溝通模式、家

庭成員日常互動中。Bongar、Golberg、Cleary 和 Brown（2000）研究指

出自殺家庭有下列特徵：a.不良家庭溝通方式和問題解決技巧；b.家庭成

員有代罪羔羊產生；c.對依附對象的失落和威脅；d.失功能家庭，如父母

關係沒有彈性、矛盾、衝突；e.家庭病態，如父母患有精神疾病、藥癮

或酒癮。 
(5) 資源保留論定義「資源」是指被個人評價為有價值的事物，Williams 和

Pollock（2001）認為若無法有效控制資源時，則會感覺壓力而選擇防衛

或逃避策略，無處可逃時就可能自殺。 
4. 社會學理論：Durkheim（黃丘隆譯，1990）以社會結構及其擴散功能，分為

自利型自殺、利他型自殺、迷亂型自殺、宿命型自殺。 

  無論是以哪一種理論為論點，可以知道人是複雜的，必須以不同面向探討和

詮釋進行深度了解，從許多研究中也可以知道自殺成因複雜，不同文化、區域環

境、族群、年齡、性別等都有不一樣的影響因素，我們都需要學習以更寬廣的心

去理解自殺個案。 

(二) 實務現場所見 

對於青少年來說，親子關係和同儕關係是影響最大的關鍵性角色，遇到困境

容易引發負向情緒，若壓力過大而沒有適當引導，易誘發其自殺意念和行為（羅

品欣，2007）。在學校場域裡面對的個案，家庭因素和校園人際互動確實是造成

他們心理危機的主要原因。現代的孩子除了在校交朋友，網路也是主要管道，尤

其在現實生活中人際相處屢遭挫敗的孩子，轉而將重心放在網路交友，可以拋開

平時面對人群的壓力、扮演一個想像中的自己，且具有匿名性，可以在虛擬世界

中與人互動，以此尋求慰藉。這也不得不讓我們大人開始重視網路平台帶來的便

利性之外的隱憂。近期許多新聞也不難看見，「霸凌」雖被預防與規範，但仍以

各種形式存在，網路霸凌即是一種，而且經常讓孩子難以面對這無法承受的壓力

而走上絕路。 

另外，開始進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此階段容易對偶像明星、藝人產生強烈認

同感，外型打扮、言行舉止都成為模仿對象。現今新聞媒體與報章雜誌的報導，

為了收視率（閱聽率），以深入或延伸方式挖掘事實，誇大與渲染吸引了讀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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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這也使尋求認同的青少年無形中被訊息影響，進而學習與模仿。從潘玲菁

（2008）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有 5.6%到 26.3%青少年知覺到媒體自殺報導會造成

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包括生命態度較負面、自殺看法扭曲及情緒較憂鬱焦慮，

研究調查數據顯示報導影響極大。 
 

表 1 誘發青少年自殺的因素 

不利因素 舉例 

人際關係 
家庭親子關係不佳、同儕互動關係不佳、遭遇網路霸凌等，

易使青少年陷入心理危機。 

網路媒體 
社會新聞事件過度延伸報導、明星藝人的影響、網路訊息誇

大不實等，都是青少年模仿與學習來源。 
 

三、 輔導角度看自殺 

美國心理學家 Bronfenbrenner（ 1979 ）提出生態系統理論 (ecological 
systems)，輔導個案時以此理論出發，確實能提供很大的幫助。 

(一) 生態系統理論 

包含微系統、中間系統、外部系統與鉅視系統。特性為：人與環境是一個無

法切割的整體，每個人的發展都受到這四個系統的影響，且四個系統依與個體互

動的頻率及密切的程度有所區別，由小到大如同草履蟲般的巢狀結構，並維持在

一種動態平衡(equilibrium)狀態，且沒有一個系統是全開或全閉的。輔導工作中，

依生態系統理論出發看待個案，較為全面、不偏頗，也較能理解個案為何成為現

在這個他。 

與個案關係最密切的就是微系統（家、學校、工作場所）以及中間系統，都

是最能觀察、建立關係與評估的場域，也有比較大的機會及時協助個案（謝璟婷，

2007）。輔導老師蒐集訊息建構出個案周遭的環境，將其問題概念化，再設定輔

導目標與策略，也與個案身邊重要他人進行會談（求學階段中的孩子多尋求導

師、家長、同儕協助等），提供相關諮詢，給予孩子真正需要的支持，才可能有

效阻止自殺行為發生。 

(二) 輔導陪伴的原則 

  遇到有自殺困擾的學生或家長，更要冷靜以對。除了已發生的自殺行為，大

多數人透露的自殺意念，通常也代表著求救訊號，我們能提高警覺性，及時提供

必要的協助。在對話中根據對方表現的負向情緒、異常行動與改變、自殺徵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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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等，若發現對方的自殺意圖，承接他的情緒，不要害怕與他談談「細節」，

讓我們可以更審慎評估自殺危機程度。在關係夠穩定的情況下，「直接詢問」確

實能讓對方感到安心，讓他知道我們願意介入和協助，而讓他放心地說出心裡真

正的想法，太過迂迴、婉轉的用詞和語氣反而易使他感覺不自在。倘若發現校園

中的個案必須進行責任通報，告知輔導室個案狀況，啟動必要的流程，以連結需

要的校內外資源（輔導老師、心理師、社工師、自殺防治中心、公衛護士等），

每個角色各司其職共同服務個案，建立完整的防護網。 

  個案的敏感，能感受到我們陪伴的態度傳達什麼樣的意念，校園中常用的「不

自殺契約」即建立於諮商輔導中的信任關係，在自殺念頭或行為出現時，還能想

起曾與人的約定，不能輕易放棄與這世界存有的連結。訂立契約是輔導過程中常

見並在經驗上有效的手段。而這類契約絕非以懲罰來迫使被輔導者遵守規則，而

是希望透過建立契約的過程把內容「突顯(highlight)、具體化，期望該內容能進

入並常駐在被輔導者最表層的認知記憶當中」。而訂立「不自殺契約」之目的，

是讓思考情緒處於較混亂狀況的學生把焦點放在自救方法，萬一他們有自殺念頭

時，增加其回想自救方法的機會。因此「不自殺契約」不是要立即解決所有學生

自殺的背後原因，而是一項急救工具。 

  另一群需要關懷的是面對親友自殺的個案，因為他們面臨了生活中的巨大衝

擊，所引發的痛苦情緒需要我們多一些關心陪伴。遺族在心理上經常會卡關，稱

為「心理交易」（楊淑智譯，2001），可能會讓他產生有害於己的行為：尋找代罪

羔羊、產生罪惡感、無限沮喪的問為什麼、漫長的告別、阻斷、緘默、自殺（呂

欣芹，2007）。因此，陪伴遺族是我們能把關和掌握的人，多一點關心避免下一

樁憾事發生。 

(三) 案例分享 

1. 阿凱的鬥爭 

  某日突然接獲家長打來的電話，告知學生阿凱（化名）大量吞食安眠藥送醫

急救，所幸休養後並無大礙。這是輔導室長期個案，但在長時間陪伴下表現行為

已趨於穩定，唯獨家中問題仍未解決，阿凱的表現深受家庭影響，時好時壞。案

父原生家庭較為複雜，親子關係緊密又衝突，經常惡言相向或以死相逼，阿凱漸

進學習到以更激烈的方式表達自己，才會讓大人停止，願意停下來聽他說話。 

  對於阿凱來說，生活中最重要的「家」是心中的支持，長久以來家人之間的

相處沒有改善，反而有更多困擾讓他煩憂，也開始學會以情緒綁架大人，出現自

殺行為對他來說並不是要達成這個目的，而是一種手段──讓大人退縮害怕，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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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也能因此獲得想要的。這一來一往之間，增強阿凱自殺的意念，一再上演類似

劇情，讓自己、家裡與學校充斥著不安，深怕哪天阿凱真的會走上絕境。 

2. 擺脫鬥爭，尋找生活目標 

  等著阿凱身體恢復，正常回到學校，雖然參與班上事務依舊排斥，但他沒有

放棄自己的體育專長──游泳，讓自己的心力全心全意投入，與校隊一起練習是

他生活的重心，從沒缺席過，即便在醫院中休養也念念不忘與教練有約，趕著歸

隊。班級導師理解阿凱的困難，調整課業標準，減少額外壓力，運用同儕力量給

予阿凱在班上的穩定感；輔導室整合內外部資源，包含輔導教師、社工師、心理

師等專業輔導人員的介入，分工協助阿凱與他的家庭。從生態系統理論看，學校

相關人員在微系統和中間系統中努力，共同目標為陪伴阿凱面對問題，找尋新的

解決方式改變舊有行為模式，勇於選擇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四、結語 

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尤其身為教師，每天接觸的學生或許就在與我們

的對話互動中釋出求救訊息，我們都應具備敏感度，把握時機，讓他知道我們願

意支持和陪伴，可能就能減少許多憾事。專業助人者擔任如此重要角色，但我們

很少會關注到他們的狀態，因此相關的專業知識課程、自我成長與心理調適是值

得發展與研討的領域，為自殺防治作層層把關，或許能有更好的預防效果。身為

輔導教師，面對可能有自殺疑慮的個案，應具備比一般人更高的敏銳度與觀察

力，提早發現覺察學生異常行為，連結合適的相關資源，讓個案知道他並不是一

個人，多方面安排以降低憾事發生。 

另一方面，針對社會與教育的議題，我們要正視媒體的影響力量，閱聽人也

要學習對訊息做正確的篩選。大人隨時留意孩子的情緒狀態，適時澄清觀念，瞭

解他們的想法。近年學生因感情因素、親子關係緊張以自殺解決問題的新聞層出

不窮，教師應藉機在課堂上與學生作相關討論，帶入生命教育議題，懂得珍惜生

命的可貴，開拓想法以避免鑽牛角尖的悲觀消極。對生命的理解和體悟，是現今

教育內容所缺乏的，期待 108 課綱中納入了生命教育，讓大眾更重視這方面的素

養，一起在教育上建構更安全的防護網，讓孩子的青春能繼續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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