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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設三層機制防學童自殺
校方識別高危者 按需要提供到校支援 嚴重個案轉介精神科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精神健

康事宜。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李夏茵表示，

近期發生多宗學童自殺事件已響起極大警

號，政府高度關注，醫務衞生局、教育局

和社會福利署正研究設立以學校為本的三

層應急機制：先由老師和學校社工盡快識

別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及時介入支

援；若校內人手不足，政府會為有需要學

校配對社會資源，包括社署的註冊社工和

非政府組織的輔助醫療人員；如有嚴重個

案，將轉介醫管局精神科優先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熱線（24小時/多種語言）：
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明愛向晴：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人生熱線：8100 8012

◆利民會：3512 2626

◆學友社學生熱線：2503 3399

◆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專線（24小時）：
2466 7350

◆賽馬會青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噏」： http://www.openu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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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多名立法會議員均關注到近期發生多
宗學童輕生事件。醫療衞生界的林哲玄指

出，新學年開學至今不足3個月，已經有24名學
生輕生，令人痛心。情緒受困學生未必會主動求
助，雖然政府指會透過醫教社協作，但現實中是
未能及早發現有需要個案，故有關部門應設緊急
應對措施。

議員倡調整學校課程活動減壓
選委會界別議員陳凱欣也指，今年學童自殺個案
有上升趨勢，部分更在校園內發生，學童在疫情後
要追落後，功課壓力大大增加，建議政府介入檢視
功課量。工聯會議員鄧家彪提到，政府應扭轉「上
學是負擔」和「學校環境製造失敗者」的印象，調
整學校課程和活動，以減輕學生的壓力。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會上表示，疫
後回復面授課堂，學童緊張要追上進度，或未能
適應，無力感非常強，部分更面對家庭問題，因
此學校要有更多空間及時間，將精神健康放於首
位，照顧高危學童。
李夏茵承認，近期發生多宗學童輕生事件，令

人痛心，且響起了極大警號。教育局會審視有關
個案，分析風險因素，包括家庭問題、學業壓力
和學校環境等，協助學校盡快識別隱蔽高危學
生，提供介入和輔導。
她強調，政府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學校、家長
和社會各持份者都必須立即正視危機，盡快採取
應對措施，又透露醫衞局會與教育局和社會福利
署商討對策，研究設立「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
急機制。
一般而言，教師和社工應較了解校內有哪些特
別需要額外支援的學生，且與學生之間有一定的
信任，故第一層機制是由學校教師和校本社工盡
快識別一些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個案，而學校
應優先照顧和輔導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並作
出即時介入。
第二層機制是，一旦學校內部人手不足以應付
學生的需要，政府會為有需要的學校配對適當的
社會資源，為學校增強「外援」，提供額外人手
資源。這些支援包括社署轄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註冊社工、非政府

組織內經過培訓的輔助醫療同工和教育局的教育
心理學家，讓跨專業及跨界別的專業人員「走入
校園」，在短期內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
即時及適切的服務。
第三層機制是，一旦學校發現一些有嚴重精神

健康需要的學童個案，可以轉介至醫院管理局精
神科服務，而醫管局會優先處理有關個案。

教育局促校方檢視小息午飯時間
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會上表示，除了教師要做

好「守門人」的角色把好關外，家長在促進子女
精神健康亦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為此，教育局
將盡快舉辦家長教育講座，協助築起防護網，又

提到部分學校的小息午飯時間太短，局方會要求
校方檢視，讓學生有喘息空間，希望學生有較長
時間在校園聊天和參與球類活動，相信會對紓緩
學生的情緒有一定的幫助。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表示，青少年求助個案由
今年7月起遞增，高峰期是10月的9宗，與去年同
期相比升幅達33%，他呼籲家長、學校勿給青少
年太大學業壓力，呼籲青少年有情緒問題後切勿
「自己收埋」，要主動向師長、駐校社工等尋求
專業意見。家長亦需多關心子女情緒變化，要明
白「不是所有孩子都擅長讀書」，親子關係是最
寶貴的財富，不要把孩子逼得太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近期的學生輕生問題引起
全社會關注。警務處港島總區前日與教師家長、社工和相關
持份者舉辦分享會，就校園危機處理及預防學生自殺共同獻
策獻計，傳授和分享提早識別出高風險群組並盡早介入的建
議，讓全社會都做好防止學生自殺的「守門人」。研究青少
年自殺問題的專家和社工提出預防自殺及促進精神健康的三
個步驟，和預防工作的建議。警方談判專家則建議面對校園
危機或學生企圖自殺問題，應制定應變預案及學識勸導技
巧，定時為教職員舉辦校園危機演習，增強他們的應變能
力。
來自教育局、香港島校長聯會、香港區家長教師會聯
會、各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青年社區建設委員
會、大中小學的教職員家長和社工合共 200 人出席分享
會。

僅四成受訪學生會求助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顧問薛朗天表示，

研究中心曾訪問143名中學生，發現有近七成受訪學生明知
可向誰求助，但只有四成表示會真正求助，主因是不想被人
知道自己有問題。因此，要預防自殺和促進精神健康，最重
是要在學生於健康狀態時作出預防，一是要辨識有需要求助
的學生，二是向高風險群組提供協助，三是以普及方法舉辦
學習活動，幫助他們紓壓。
他表示，學生在疫情後返校上課，有學童因課程增加產
生焦慮和壓力，對成績下降感到壓力，故建議學校及家長
可考慮調節校內的測驗、考試安排，以減輕學生的壓力，
同時放緩老師的緊張，抽出更多時間關心學童精神健康。
校方亦可提供精神健康課程，培養學生懂得接納自己的錯
誤，例如舉辦「失敗周」的活動，讓學生接受錯處及訓導
的處分。
同時，家長應懂得「聆聽」，不要強勢阻止，例如切斷子
女網絡、沒收手機，阻止其與朋友活動、拍拖等，要從子女
角度解決問題。

朋輩間關懷十分重要
研究中心根據個案分析發現，約有50%的小朋友會以「電

子遺書」方式，例如Ig、ＷhatsApp表達尋死念頭，而非第
一時間向老師或家長求助，因此朋輩之間的關懷十分重要，
故研究中心設立「守門人」計劃，與全港多間學校合作培訓

學生領袖，教授識別可能自殺的警號，以及查詢和評估風險
的技巧，當發現同學在社交平台透露想自殺、不開心，根據
評估作出轉介。
香港青年協會媒體輔導中心督導主任陳英傑表示，學校要
讓學生放慢學習腳步，讓學生有喘息空間；家長及學校要懂
得發現青少年精神健康狀況有否變化的三部曲「察覺、表
達、管理」，例如發現有學生日常手機不離手，但突然改變
習慣，性格轉變，更顯得食慾不振；家長要多加留意觀察子
女生理狀態、面部表情等，有需要應及早與學校聯絡查找原
因。目前，中學有「雙社工」可提供較多時間服務個案，青
協「關心一線」也為青少年提供熱線服務，協助他們面對成
長上的不同危機。

學校應定時為教職員辦危機演習
警察談判組主管廖珈奇建議，面對校園危機或學生企圖自
殺，學校應制定預案，定時為教職員舉辦校園危機演習，增
強他們的應變能力，並要留意「3C」，即 Control（控
制）、Contain（維持）及Communication（溝通），分配好
相關人員角色，包括組長、控制員、策略員及聯絡員，因為
面對當事人時，言語交流往往只佔不到10%，談判人員聲
線、語氣和身體語言等很重要，應着重「多聆聽，多陪
伴」。
港島總區指揮官郭嘉銓表示，青少年輕生悲劇一宗都嫌
多，警隊一向重視年輕人的健康成長，致力宣傳防罪滅罪教
育，並善用少年警訊計劃及學校聯絡主任等平台，向年輕人
推廣正向思維，提升他們的抗逆能力。

各界攜手獻策 做好「守門人」角色

「中學生開學適應」問卷調查
5,504名中學生接受問卷調查

52.3%有抑鬱情緒表徵

抑鬱情緒主要表徵：
項目 百分比

◆難於專注 32.1%
◆對事件厭煩 29%
◆睡不好 28.3%
◆感覺失敗 23.6%
◆減少與人傾談 22.7%

學生喜歡的減壓方法：
項目 百分比

◆聽歌、玩音樂 48.5%
◆打遊戲機 39%
◆睡覺 32.4%
◆找人傾談 29.2%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問卷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舉辦分享會向200名教育及相關持份者講解如何識別自殺傾向行為並及早介入，
以防止不幸事件發生。

◆警察談判組主管廖珈奇（左）向與會者分享救人經驗。

今年37宗自殺及269宗企圖自殺個案分析
◆所有個案中有六成有身體或精神健康問題

◆年齡由9歲至22歲

◆平均年齡為15.79歲

◆萌輕生念頭三大原因：學校受欺凌、學業壓力、家庭因素

◆約10.5%同時存在多個因素

◆每年5月及10月是學生自殺高風險時期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教育局會要求校方檢視小息午飯時間，讓學生有喘息空間減壓。圖為一學校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