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傷害行為的徵兆 

自我傷害行為的發生是有跡可循的，而且每個孩子的表現方式不盡相同，如果大

人們能學會辨識那些危險行為的徵兆極其危險程度，便能及早發現可能的當事

人。 

一、自殺警告訊息評估 

一個青少年在面對生與死的選擇時是很徬徨的。他如果發現有人能夠了解他、幫

助他，多半會放棄選擇死亡。 

心理學家拉曼德在分析自殺的意義時提到，自殺者的動機可由其語言、行動中推

知。有自殺意願的人，通常會不自覺地發出一些求救信號，周圍的人如果能多加

留心，適時給予關懷與支持，就有機會挽救許多的生命。但請切記，一個曾接受

幫助及被阻止自殺的孩子，極有可能會再嚐試第二次。因此，對這些孩子的幫助

與警覺應是持續而無終止的。 

Pfeffer 等人（1986）強調孩子（企圖）自殺前，有訊號會一再出現在不同的範疇

出現一些訊號，這些範疇計有四個部分，各為： 

（一）語言上的線索 

觀察到孩子直接說出「死」這個念頭 

或在作文、週記中表達出死的念頭 

 

與孩子討論「死亡」概念 

自殺前孩子的語言線索 

 

（二）行為上的線索 

 

 

 

 

 

 

 

自殺前孩子的行為線索 

 

 

觀察到孩子突然的、明顯的行為改變 

或學校裡有了問題 

孩子是否有放棄財產或 

濫用酒精、藥物的行為 

觀察 

參考他人報告 

晤談 



觀察到孩子的日常生活受到影響 

觀察孩子是否有憂鬱情緒 

孩子的人際關係 

是否退縮 

孩子是否有不滿的情緒、 

或有攻擊行為 

孩子是否具

有「退縮－

緘默」特性 

孩子是否有人際

關係上的衝突，而

有行為上的改變 

孩子是否

緊張 

孩子是否

具攻擊行

為 

（三）環境上的線索 

 

 

 

 

 

 

 

 

自殺前孩子的環境線索 

 

（四）併發性的線索 

 

 

 

 

 

 

 

 

 

 

 

 

 

自殺前孩子的併發性線索 

 

 

根據前述，本手冊設計了一套有關這四項線索的行為觀察法，以便讓「大人們」

能有效地發現孩子的自殺警告訊息。說明如下： 

（一）語言上的線索 

孩子的話語裡有意或無意地透露出想死的念頭。例如：「我希望我死了！」、

「沒有人關心我的死活！」、「如果我不存在（沒有我）的話，事情也許

會好些。」通常孩子表現出想死的念頭，可在下列幾種方式中表示： 

觀察到孩子有課業、人際關係…等 

的生活壓力 

孩子是否有家庭變動或 

失去人或物的壓力 

觀察 

參考他人報告 

晤談 



1.直接說出。 

2.在作文、詩詞、週記中表現出來。 

3.與別人討論「死亡」的概念時，所透露的不正確之死亡概念。 

關於第三點可以透過晤談方式，更進一步了解孩子的「死亡概念」。孩子

的「死亡概念」可能會在下列幾種狀況中表現出來： 

1.夢。 

2.喪禮。 

3.「死後復活」的概念。 

（二）行為上的線索 

有關行為上的線索，最主要的判斷重點是孩子平時的行為習慣「變化很

大」，亦即與往常不太一樣。這些線索包括： 

1.突然的、明顯的行為改變。如：積極活潑的學生變得退縮，原來安靜的

學生變得話很多，謹慎的人變得喜愛冒險。 

2.學校裡的問題。如：成績大幅滑落，上課時打瞌睡，不再按時繳作業，

突然發脾氣，引發較多的人際衝突。 

3.放棄財產。如：將自己心愛的東西分送給別人，立下遺囑，或將心愛的

東西丟棄、處理掉。 

4.濫用酒精、藥物。如：增加喝酒的次數與飲量，明顯地影響正常的生活

秩序，增加了鎮靜劑或安眠藥的使用，甚至服用禁藥。 

（三）環境上的線索 

有關環境上的線索，指的是「個人的環境上發生極大的變動，使得他窮

於應付」；或者是「因遭受挫折，並缺乏忍受力，使得壓力增大」。例如： 

1.一個重要人際關係的結束：與要好的朋友分手了，雙親離婚，雙親死亡，

親密的兄弟或姊妹長期地離去或死亡等…。 

2.家庭發生重大變動：財物上的危機，不得已的搬家…。 

另外，有關孩子的「壓力狀況」，可從下列五種類別作進一步地評估了解： 

1.學業狀況。 

2.人際關係。 

3.生病與否。 

4.家庭變動。 

5.「人」或「物」的失去。 

（四）併發性的線索 

這一類的表現往往是前述三者的延伸。包括： 

1.從人際關係中退縮回來，顯得與世隔絕的樣子 

這類情況可能會是孩子遇到人際間的衝突（例如：與好朋友吵架），而

有突然的、明顯的行為改變（例如：由積極成為退縮）；或者是孩子表



達「我沒有親密、知心的朋友」、「我不知道如何交朋友」或是「同學不

關心他」因而讓自己孤獨起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孩子的個性原本就

顯出「退縮－緘默」的特性。 

在「退縮－緘默」的評估可以透過以下的行為項目觀察，或是經由詢問

孩子進行了解： 

(1)倦怠感。 

(2)語言表達缺乏。 

(3)對自我的負性評價。 

(4)人際關係不良。 

(5)行為問題。 

2.顯出憂鬱的情緒，經常出現「沒有希望」的念頭 

孩子在行動上顯得無助，對許多事物失去興趣。過去有關孩子的自殺研

究發現，憂鬱的情緒與自殺息息相關，因此要隨時注意孩子的情緒狀態。

當他悲傷、受到困擾、以及有孤獨的感覺時，而且他在生活中所表現出

來的活動量也降低時，這孩子的自殺危險性已由「低」升至「中」；如

果這孩子日常生活的秩序已廣泛地被破壞，或是他感受到「沒有希望」、

「悲傷」以及「無價值感」時，那麼這孩子的自殺危險性就是「中」升

至「高」。 

因此透過了解孩子的「日常生活處理」及是否具有「憂鬱狀態」，可幫

助老師判斷這位孩子是否具有自殺的徵兆。可以幫助老師可用來了解孩

子的「憂鬱狀態」的向度是： 

(1)自我價值降低。 

(2)無助。 

(3)退縮。 

(4)憂愁。 

3.顯現出不滿的情緒且有許多的抱怨，甚至有爆發性的攻擊行為 

某些學者認為孩子的自殺行為可以視為對自己不滿或攻擊自己的一項

表徵。所以當孩子遇到挫折或失去親密關係時，有時會以自殺來表現內

在的緊張與不滿，以拒絕、甚至報復外在的壓力。有關此項線索的評估

含兩個部分，分別是「緊張」與「攻擊性」；老師可以藉著下列行為項

目的觀察，了解孩子的不滿情緒： 

(1)有關孩子「緊張情緒」的行為觀察項目如下，可由四個方向來評估，

分別是： 

a.害怕、焦慮。 

b.憤怒。 

c.難過、退縮。 

d.罪惡感。 

(2)有關「攻擊行為」可由五個方面來探討，分別是： 



a.破壞或攻擊行為。 

b.不合法或不守秩序的行為。 

c.人際關係問題。 

d.行為問題。 

e.情緒問題。 

4.睡眠與飲食習慣變得很紊亂、失眠，經常顯得很疲憊的樣子，身體常有

不適的感覺，或有反應性、突發性的大病…等 

過去有關自殺的研究發現，自殺孩子的日常生活廣泛地受到影響，健康狀況亦出

現問題，或者於人際關係及學業表現上也出現狀況。 

對於上述所提的四項線索，所使用的「察覺方法」是：以「觀察」為主，再「參

考」他人的資料報告（例如：其他老師、學生），最後再以「晤談」的資料評估

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種曾發生的自殺案例中發現，自殺在各階層、各年齡層級各

種人身上都會發生，換言之，即使是小孩子也很可能會有自殺的行動。由於自殺

的人並非真的想死，因此在道義責任上我們應該加以阻止。 

 

二、自殺危險程度評估 

至於如何判斷對方有自殺的意圖？上述的「自殺警告訊號」已經提供我們一些必

要的線索。除此之外，我們也必須具備評估危險程度高低的能力，自殺評估有下

列幾個方面來評估，分述如下。 

（一）自殺概念的瞭解 

學生在自殺前，一定在腦海中常盤旋著「死亡」，他會明顯地、公開地或

間接地討論它；通常他對「死亡」有某種特殊的想法。總之，當學生不

斷地想著「死亡」時，通常是自殺行為發生前的徵兆，因此輔導老師必

須注意學生是否在想法或語言上表示過自殺或死亡。當學生在想法或語

言上表達著「自殺」或「死亡」的情形愈多時，其自殺的可能性也就愈

提高。 

（二）自殺計畫 

是否有「自殺計畫」是個重要的評斷點。當學生已有自殺的計劃時，其

自殺可能性即由「低」升至「中」；如果他的計畫相當完整，則其自殺的

可能性即由「中」升至「高」。 

（三）先前的企圖自殺 

曾經有過自殺企圖的學生，尤其是在『六個月以內』有過這種企圖者，

他的自殺可能性自然是較高的。如果能夠了解他前次的過程，則有助於



判斷他自殺的可能性。通常在該次嚐試中，若「有避免被別人發現、事

前事後不告知他人」的情形，則自殺的可能性最高。 

（四）身心的壓力 

當孩子具有較低的挫折忍受力，或是在面對壓力事件時容易產生中度程

度以上的心理反應，則自殺的危險性就會提高。尤其在面對親人、寵物

或朋友的「過世」，而有「失去」的反應，或是出現「放棄」的念頭時，

則自殺的危險性就容易提高；當這些感覺愈強，自殺的危險性就愈高，

因為這孩子想以自殺來逃避壓力。 

（五）危險徵兆 

如果學生的一般生活狀態是正常的，或是情緒不怎麼低落時，這位學生

的自殺可能性是低的。一但學生在飲食、睡眠以及課業上的活動突然改

變了，或是這個學生有悲傷、受困擾以及有孤獨感的感覺，而且其生活

中所表現出來的活動量亦降低時，則這位學生的自殺危險性由「低」升

至「中」；如果這位學生的日常生活秩序已廣泛的被破壞，或是他感到「無

希望感」、「悲傷」以及「無價值感」時，則他自殺的危險性由「中」升

至「高」。因此，透過了解學生的日常生活處理方式及是否具有憂鬱狀態，

可幫助輔導教師判斷這位學生是否有自殺的徵兆。 

（六）支持資源 

學生有困擾時，若是隨時能獲得他人在精神上或物質上的幫忙，則學生

的自殺危險性較低。相反的，如果學生對於人際間的支持資源之獲得不

是持續的或是不足時，則自殺危險性便提高；尤其當學生遇到困擾時，

不僅得不到家庭或朋友的幫忙，家人、朋友反而採敵視、中傷或不管的

態度，則自殺危險性便大大提高。 

（七）自殺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自殺不單單只是想結束生命，有時自殺的目的是因為想控制人，或是利

用自殺來換取某種利益，更有可能是為了逃避內心深處的罪惡感及無價

值感。學生是否能清楚地表達出其自殺的意圖，將影響其自殺的可能性

及危險性。如果學生能直接清楚地表達他的自殺感覺及意圖時，其自殺

的危險性尚不算高；如果其自殺的意圖是為了處理人際間的問題時，則

自殺危險性由「低」升至「中」；如果學生無法自由表達出他的自殺的意

圖是為了逃避內心的罪惡感與無價值感時，則自殺的危險性由「中」升

至「高」。 

（八）死亡概念 

曾經有過自殺經驗的學生往往會扭曲「死亡」的概念，通常他們對「死

亡」持著「神奇的想法」，例如：「死亡是一種短暫的分離」、「死後還會

復活」「死亡可以幫助一個人解脫困境，所以死亡是快樂的」……。因此，



愈扭曲死亡的看法，則其自殺的危險性就越高。 

（九）其他 

除了上述的問題之外，還有兩種狀況需要判斷學生是否具有自殺的危險

性。一種狀況是；「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是否知道別人想過自殺、有自

殺的企圖，或是真的自殺；更重要的是學生是否清楚這位自殺的人如何

執行自殺」。因為我們擔心，學生對這位自殺的人會產生認同，而提升自

殺的可能性。所以輔導老師一旦發現學生的家族中曾有自殺的歷史，就

必須與學生一起討論他與這位自殺的家人相處的經驗，學生對這位家人

為何要自殺有何想法，以及學生的自殺傾向是否因認同這位家人而引

起。 

另外一種情況是「學生濫用酒精或藥物」，因為增加喝酒與吃藥的次數與

用量，會明顯地影響正常的生活秩序；更糟糕的是一旦成癮，又得不到

這些物質時，反而更增加身心上的痛苦，進而提升自殺的危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