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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之分析及防制策略」簡版報告 

本報告根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校安通報）」資料，分析民國

111年各級學校學生自我傷害的特徵 ，包括性別 、年齡 、學制 、自傷方法 、

自傷地點 、以及可能原因等 ，並與歷年資料進行整合分析 ，最後根據分析結

果，提供防制學生自傷與自殺行為的相關建議。 

1. 個人特徵 

 109-111 年學生自殺身亡事件中，男學生的占比（50.5%）略高於女

學生 （49.6%）；相較之下 ，自傷行為及自傷意念則以女學生之占比明

顯較高 （女 、男自傷行為 ：77.6% vs 22.4% ；女 、男自傷意念 ：63.8% 

vs 36.2%）。顯示男學生自殺行為導致身亡的相對風險較高 ，或者女

學生有較多求助行為 ，因此較常被學校知悉與通報自傷行為與意念  。 

 然而，111年自殺身亡個案中，女性略多於男性（女性 51.3% vs男

性 48.7%），主因是和往年資料相較下，大專女性墜落自殺有增加。 

 自殺身亡的風險隨著年齡增加而上升。在 111 年，自殺身亡學生大

多數為 19-22歲與 23歲以上 （分別占 42.9%與 21.0%） ，約有將近七

成（68.1%）為大專學生。 

 分析年齡與學制的分布 ，自傷行為則以 13-15歲 （37.7%）與國中生

（38.7%）占比較高 。自傷意念則以國中生 （29.6%）及大專學生 （34.0%）

占比較高。 

 在自傷行為當中 ，38%有自殺意念 （有結束生命的意圖） ，同時 ，78%

有實際執行自傷行動（例如有割腕），其餘 15%的行動則被中斷或放

棄（例如手拿刀但最終未割腕）或結果不詳（7%）。 

2. 自傷方法與地點 

 109-111 年資料顯示，自殺身亡主要方法為高處墜落（46.3%）與上

吊/窒息 （29.5%）。相較下 ，最常見的自傷方法則是割腕 （47.2%）與

藥物過量（17.6%）。 

 107-111年資料顯示 ，高處墜落身亡比例有增加趨勢 ，占比從 107年

的 46%，增加到 111年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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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年資料顯示 ，學生自殺身亡約有八成 （82.0%）發生在校外 ，

以住家的比例最高 （47.8%） ；校內則占 16.5% ，以室外空間占比較高

（10.0%）。 

 根據 107-111年的整體資料 ，校內墜樓身亡事件有明確紀錄地點者 ，

其中占比最高為教學大樓（67%），其次為宿舍（22%）。 

3. 非一般學籍與境外學生 

 107-111 年自殺身亡學生當中有三成（30.2%）為非一般學籍學生，

包括休/退學生 （6.6%）、延畢/轉學/復學生 （7.5%）與特教學生 （3.8%） 。 

4. 可能原因 

 自殺身亡與自傷行為的學生有多樣化的可能原因，沒有單一原因出

現在超過半數的個案上 ，也就是說 ，自傷自殺行為並非由單一因素造

成。 

 111 年的自殺身亡資料顯示，較常見的可能原因包括：精神疾病

（40.2%） 、家庭關係問題 （38.2%）、學業相關問題 （15.0%）與感情

問題（18.6%）。 

 111 年的自傷行為資料顯示，較常見的可能原因包括：精神疾病

（35.1%）、家庭關係問題 （25.4%）、學業相關問題 （21.6%） 、同儕關

係問題（13.8%）與感情問題（11.9%）。 

5. 校內外資源接觸史 

 111年自殺身亡學生當中 ，有 45.1%曾尋求校內心輔資源的協助 ，相

對下自傷行為 （10.7%）與自傷意念 （10.8%）曾尋求校內心輔資源的

比例較低。 

 111年曾求助校外資源的比例在自殺身亡 、自傷行為與自傷意念學生

當中僅有 39.2%、33.3%與 23.6%。 

 111年未曾求助校內 、外資源的比例在自殺身亡 、自傷行為與自傷意

念學生當中分別高達 46.1%、60.6%與 70.1%。 

 許多學生在自殺自傷之前並未求助或被轉介協助資源。 

6. 相關防制建議 

 學生發生自殺自傷行為的原因多元 ，防制方式也需多管其下 ，沒有單

一策略可以防制大部分的自殺與自傷。 

 因應高處墜落自殺有增加，以及多數自殺自傷學生在行為前並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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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校內外資源的兩項主要發現，分別針對「提升校園環境安全」與

「提升校內外資源的使用」的若干建議。 

(1) 提升校園環境安全 

 校園內自殺事件相對少見 ，但一旦發生會對校園師生造成重大衝擊 ，

或引發社會關注 ，因此需有全國性 、地區性 ，或校級策略積極提升校

園環境的安全 ，以提供資源與指引 、設置各項防墜措施 、定期進行盤

點與檢視，共同致力防制校園內的自殺事件。 

 可考慮盤點校內潛在高危地點 ，投入資源以改善環境安全 。高樓防墜

的檢核 、具體措施及相關注意事項 ，可參考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臺

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 2018)與新北市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2021)之建築物防墜手冊。 

 在校級會議中 ，輔導人員與總務人員保持聯繫 ，定期反映學生提到的

高危地點 ，並採取提升環境安全的策略 。也可考慮邀請地方衛生局與

消防局人員共同檢視校內潛在高危地點，提出符合消防安全法規的

改善方案。 

 可考慮將通往大樓頂樓的門經常保持關閉狀態，並加裝與校安中心

連動的警鈴與監視器 ，或是以門禁卡進行出入管理 ，或是於頂樓周邊

加裝 2公尺以上的圍籬。 

 高樓平台 、陽台 、女兒牆 、空橋或走道等 ，可考慮加裝防墜隱型鐵窗 。 

 高樓的對外窗戶可加裝窗檔 ，限縮窗戶可以開啟的最大範圍 ，減少從

窗戶墜落的風險。 

(2) 提升校內外資源的使用 

 倡議心理健康之重要性 ，讓校園成為促進心理健康的友善環境 ，提升

求助與助人行為的質與量。 

 增加師生的心理健康識能 ，可提供課程 、訓練 、單張或網站以幫助認

識自殺自傷警訊 、覺察與因應常見心理困擾 、鼓勵主動求助與互助 ，

與使用校內外各種輔助資源，包括衛福部心理與自殺危機求助專線

電話：安心專線（1925）。 

 提供訓練增強老師主動覺察與轉介學生心理困擾的信心，訓練教師

職員成為守門人 ，並可推廣導師制度 、學生同儕支持團體 、學業輔導 ，

與各種嵌入性的輔助資源(張書森,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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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學生的求助 、互助與轉介 ，學校可向師生 、校內各單位及家長

宣傳校內外的輔助資源 ，並主動發掘與接觸高風險學生 ，並建立多元

的支持系統，以滿足師生的不同需求。 

 針對非一般學籍學生族群的追蹤與關懷 ，學校可考慮系統性評估休/

退學生的心理健康需求 ，並提供或轉介校內外的諮商輔導資源 ，或校

外精神醫療與社會福利資源 ，也可以用定期寄送電子郵件 、簡訊或撥

打電話的方式進行追蹤與關懷。 

 針對外籍學生，可以考慮設計資源小卡提供校內外語言友善服務的

聯絡方式 ，如可以外語提供諮商服務或精神醫療的單位或個人等 ，或

根據學生來自的國家，提供求助專線電話號碼（可查詢：Find a 

Helpline https://findahelpline.com/），或英文版的線上協談服

務（Crisis Text Line https://www.crisistextline.org/）。 
  

https://findahelpline.com/
https://www.crisistext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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