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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中可能發生的危機事件

一、天災：如火災、地震、風災、水災…等
造成的傷亡事件。

二、人禍：衝突、車禍…受傷或死亡

三、疾病：癌症、突發病症、傳染
（SARS）…

四、突發事故：日常生活中讓個人產生壓力、
創傷甚至心理危機的突發事件，如喪親、
溺水、自殺等。



校園危機處理
的基本概念

•校園危機是一種組織的危機。（vs個人）

•當學校（組織）發生重大的危急或壓力事
件，使學校發生動盪不安，處於不確定的
風險、可能不斷擴大的不利狀況中。

•不確定的風險如不有效處理，會引發後續
難以控制的危險或問題，衝擊學校（或組
織）的核心目標（或存在價值）。



•校園危機處理重視三級預防工作，尤其強
調初級預防的重要性。

（vs個人危機是一種次級預防為主體的介入）

–初級預防：針對全校所有的人與可能的
危機狀況，進行預防性的工作，使危機
不發生。

•次級預防：針對已發生的危機，進行
立即及後續的介入。

–三級預防：危機事件後防止類似危機再
發生，或防止危機擴大到其他的情境。



•校園危機處理以組織化的行動進行介入或
預防。
（vs個人危機是一種次級預防為主體的介入）

•校園危機必須動員校內外可用的資源，積
極且快速地處理當前的狀況與未來的可能
工作

•是一種分工合作的工作，需要系統的整合，
主體的工作由校園危機處理小組負責協調
與分工。



專業輔導人力對於危機事件處遇的目的

一、增進學校教師對危機事件處遇的知能。

二、於危機發生當下，提供適當有效輔導，
迅速降低危機造成的影響。

三、增強學校對高危險群的認知與篩選

四、建立學校三級預防危機管理輔導機制，
期能藉由專業機構及人力的協助，落實校
園危機介入工作。



以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角色與任務

一、代表縣市政府

二、教育系統的專業

三、外部團隊的進入

任務：

一、協助學校降低危機所帶來的衝擊、壓力

二、專業輔導工作網絡的連結

三、以專業支持協助問題解決



通報與輔導
通報類型 通報方式 通報期限 法源依據 獎懲規定

行政通
報

校安通
報網

1.緊急事件：2小時

2.法定通報

甲級（確定）、乙級
（疑似）24小時內。

丙級（法定）：72小時
內

3.一般通報：7日內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業要點」

行政罰鍰：

兒少法第100條，無正當理

由不通報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

家暴法第62條，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鍰。

行政獎懲：

1.「各縣市政府教育人員就

兒童及少年保護、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家
事件之通報調查處
理及獎懲作業規定」

2. 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

件通報作業要點」辦
理

(資料引自教育部)

法定通
報

關懷e
起來網
站

1.法定時限為：24小
時內

兒少法第53條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

家暴防治法第50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
要點

轉介通
報

縣市社
會局

知悉評估後應立即通
報社政單位及本部校
安中心

「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
遇實施計畫」

8



學校輔導工作規劃與輔導人員互動機制

高風險家庭

性侵或家暴

疑憂鬱自傷

學習困難

情緒困擾

責
任
通
報

危機
處置
與事
後處
理

學校與
醫療、
社工、
警政等
資源合
作

早期發現，學校輔導結
合志工、醫療、社工、
特教等相關專業資源協
助處理

一級預防 二級預防 三級預防

輔導規劃與執行 志工、兼任、專任輔導教
師認輔及個諮

轉介相關專業資源支援

篩
選
高
危
險
群

推廣生命、情緒、
性別平等教育等宣
導活動

規劃生活輔導、學
習輔導、生涯輔導
活動

學生事務輔導小組
制度建立

2020/5/21



自殺行動 自殺未遂

自殺身亡

危機處置
與事後處
置工作

危機處置
與事後處
置工作

早期發現，學校輔導與醫
療合作協助

一級預防 二級預防 三級預防

校園自我傷害危機小組制
度建立與實施

預防處置階段 危機處置階段 事後處置階段

推廣生命、情緒教育

瞭解學生的危險因素（急
性壓力事件、負面想法與
情緒、家庭因素等）

篩選高危險群 自殺計畫

自殺意念

「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的主要內涵，
包括：一級預防：強調政策性、環境性、教育性、互動性的全面預防工作，建立「自

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的架構，改善校園自我傷害預防措施、推廣
正確的生命與情緒教育，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等行動指標，主
要目的在於確立哪些是危險因素（壓力事件、情緒、家庭衝突等）
與保護因素（支持系統、教育等），以提升保護因子並降低危險因素。

二級預防：篩選出高危險族群，提供心理輔導、資源協助等，落實早期發現早期介
入的概念，以避免自我傷害行為的發生。

三級預防：自我傷害危機事件發生時，依據其類型動員小組團隊人員以進行相關
後續事件的處理，主要目的在於避免事件產生的衝擊擴大，降低事件的
負面影響，將危機轉化為轉機。

資料來源:

教育部校
園傷害防
治手冊



校園危機處理小組的組成與運作：

1.校園危機處理小組由校長為當然之召
集人，才能有效進行整合與分工。

2.其他處室主管為當然之成員，輔導人
員應納入（因多數危機事件都會涉及心
理的反應）。

3.其他成員為當次事件所涉及的人員，
校外專家常被邀請參與，部分人員只列
席提供訊息，但不參與決策與分工。



召集人：
分機：
手機：

總幹事：
分機：
手機：

安全組
組長：
分機：
手機：

輔導組
組長：
分機：
手機：

醫療組
組長：
分機：
手機：

課務組
組長：
分機：
手機：

總務組
組長：
分機：
手機：

法律組
組長：
分機：
手機：

資料組
組長：
分機：
手機：

社區資源組

轄區分局電話
醫院電話：
心衛中心電話：
消防局電話：
心理師：
殯葬社電話：
法律顧問電話：

發言人：
分機：
手機：

校園危機處置小組組織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校園傷害
防治手冊



資料來源:教育部
校園傷害防治手
冊



4. 校園危機處理小組因應不同危機事件，主要
承責與統籌工作的單位會有差異。

5. 平時即應成立，並進行初級預防工作的討論
與推展，發生重大危機事件時，應立即召開
會議。

6. 重大的危機事件如為公開事件，應設發言人
成為對外的統一窗口。

7. 動員校內外可用的資源，積極且快速地處理
當前的狀況與未來的可能工作，是一種分工
合作的工作，需要系統的整合，主體的工作
由危機處理小組負責協調與分工。組織化的
行動，避免核心價值與目標受到挑戰。



8.重大公開的危機事件，最好有完整的公
開說明書，統合正確但不太細部的個別
訊息（客觀事實，減少流言的可能），
說明事件的發生、已有的處理、未來可
能的處理及對校園相關人員的期待

教導相關人員保護自己與學校，不
要任意陳述說明書以外的訊息，以
免自己涉入紛爭，減少後續校園的
不安，提醒因應之道。

注
意



當媒體介入時：

1.應適度滿足媒體報導的需求，協助媒體取
得正確與合理的訊息，也提醒媒體保護校園
及相關當事人的責任。

2.回應媒體盡量以公開說明書為主體，訊息
不確認時不要隨便陳述，表明需進一步了解，
以減少未來更多的動盪與風險。

千萬不可以供錯誤的訊息



3. 教導校園師生員工如何面對媒體，請他們

留意自己提供的訊息可能引發的問題，也

提醒自我保護與保護他人，盡量不要提及

事件外的人與其他事件，以免媒體在沒有

確認的狀況下斷章取義取用他們自認有價

值的訊息報導，引發更多的校園風險。



4. 平時應與當地媒體及相關人

員保持連繫管道，可透過媒

體報導呈現學校的正面訊息。

5. 媒體報導錯誤訊息時，應速

反應，請對方提出對應的校

正報告。在這種狀況下，更

應與媒體保持良好的互動。



校園危機處理是一個動態平衡再學習的過

程，每一個事件的發生，都需要從中學習，

防止未來類似事件再發生，學習類似事件

發生時更要有效的處理流程與方式。因此，

事件後檢討是絕對必要的工作。



•校園危機處理，在進行介入前，通常對事
件的訊息有限，但又需在有限時間內決策，
只能力求做最好的選擇。

•決策的前面階段，應先匯集所有可能的訊
息，進行有效的分工，並定期檢核，追蹤
任務的完成與可能障礙，後續會議中匯整
新的訊息，調整任務及分工。



•不論是個人或組織危機，危機處理的目的
在於風險控管，控制當前危機事件所引發
的直接風險，及未來可能續發的風險。

•危機處理如果發生正面的效果，除了可以
使問題獲得改善，降低可能的風險外，也
會產生浴火鳳凰效應。

個人危機的與組織危機不同



專業輔導人力對於危機事件處遇的方式

一、危機評估會議：針對校園危機事件進行評估，瞭解
危機程度、影響範圍、學校目前處遇及可以運用的資源。

二、心理危機減壓會談：透過及時性的心理危機減壓
會談，協助受事件影響的相關人員進行抒壓，並篩選出進
入團體或個別諮商的人員。

三、心理危機減壓（ debriefing）團體：將相
關人員組成團體，進行心理危機減壓團體輔導，做為事件
後續的支持與協助，減少因校園意外事件導致更大的衝突
與壓力。

四、訊息會報及掌握：持續與行政團隊對話，並且協
助後續工作，如單一窗口訊息公告、給家長一封信、追思
活動等並適時備忘錄形式回報縣級單位，在告一段落後，
需以「危機處遇報告」統整結果。



校園危機輔導的可能對象

1. 傷亡者家屬

2. 學生

3. 教職員

4. 其他家長





校園創傷事件的危機介入方式-進入現場

•評估會議：

1.面對學校行政端：瞭解心理輔導機制安排

2.面對處危機中的成員：瞭解影響層面、區分程度

•大團體演講:

1.由領導者說明、定義危機事件目前狀況

2.安排全校教師瞭解危機減壓概念

•班級學生減壓座談（debriefing小團體)

•傳單：給家長的一封信



debriefing：A&C 語言模式

1. 開宗明義：介紹
團體宗旨和進行流程

2. 還原現場：輪流
敘說意外事件始末

3. 壓力反應：回溯
身心所受的衝擊和症
狀

4. 機會教育：歸納
成員的身心行為反應

5. 行動計畫：分享
因應壓力的方法

6. 重新出發：回顧
危機處理中的成長

6+1：篩選轉介：邀
請（需要者）參加後
續藥物或心理治療



針對危機事件處遇報告

一、事件介入說明：

（一）案由：

緊急介入方式：

事件危機評估：

二、事件介入後評估（危機後輔諮商處遇重點）

（一）篩選結果

（二）後續處理方式

三、建議與討論



危機處遇：召開個案研討會

1.目的：

針對個案轉介、危機處遇狀況討論與處遇分工、多面向問
題評估、專家諮詢等

2.與會人員：

學校人員（行政、導師、輔導人員...）、個案重要他人
（父母、主要照顧者）、網絡單位（如社工）、警政、救
護人員（消防）、醫療（醫療團隊、精神科等）及其他人
員（區域福利單位、鄰里長）等。

3.召開時間：

依照實際需求而定（最好每個分工後，有固定的檢核點）



輔諮中心在個案研討會的任務

（1）若缺乏專業人員時，可以專家角色主導流程

若學校危機處遇小組健全，由校長主導。

（2）由各單位分別提出可以做到的部分及需要配合之處。

（3）專輔人員可事實提出危機的評估及處遇步驟

（4）其他參與者的意見加入及相互回應、溝通

（5）尋找好的介入點

（6）共同討論可行的方法，明確分工合作



走路上學配套措施

四、積極整合

在地資源

一、教育局處
支持系統

三、充分掌握
文化脈絡

二、主管人員
專業熱誠

關鍵因素



創傷事件—生命教育的珍貴教材

•創傷性的經驗對孩子最大的風險，不僅在於一時的害怕、悲
傷、不捨或愧疚，而在於塑造了孩子負面的人生觀。少數的
孩子可能發展出對安全感、信任感、主控感、自尊心與親密
感的慢性傷害，影響未來的一生。

•創傷事件也可以是生命教育的珍貴教材。受驚的孩子可以從
這一場親身經驗的悲劇裏，透過師長的鼓勵和同儕的支持，
學會宣洩情緒與昇華壓力，擴大人生的閱歷。師長也可以在
班級輔導的過程中，觀察並篩選出少數受創較深的孩子，持
續追蹤關懷。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1. 會以持續出現痛苦夢境、倒敘與干擾思緒的方式來顯現
因創傷事件而造成的干擾性記憶與片段；

2. 會持續出現逃避、遠離與創傷事件有關的人事物，以及
憂鬱的症狀；

3. 會持續出現升高的誘發反應，例如高度驚恐反應、過敏
、爆怒、睡不好等現象。

＊急性壓力失調症（Acute Stress Disorder, ASD）:  焦慮
異常至少兩天至四星期，包括: 去人格化、倒敘作用、
逃避創傷相關、自主神經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