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局5招助學生抗逆
梁振英林鄭call緊急會議 吳克儉：成因複雜需跨界應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去年9月開學至今香港發生逾20宗
學生自殺個案，最近一個星期更接
連發生3宗同類悲劇，情況嚴峻、
刻不容緩。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與
多個校長、教師及家長團體召開緊
急會議討論事件，會後坦言當局於
事件中責無旁貸，經與持份者商討
後即時宣佈5項措施支援學校、家
長和學生（詳見表），包括成立專
責委員會了解自殺成因及研究預防
措施，最快3個月內提交中期報
告，及設專責教育心理及輔導團隊
支援個別學校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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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前想一想
■沒有人想死，而是想解決問題

■想要尋死前，多給自己10分鐘，找一個人談
談

■沒有人是一無是處，而是把自己看得太
小，把問題看得太大

■大部分的問題都可以解決，辦法總比困難多

■沒有「絕路」，只是暫時看不到出路，「看不到」
不等同「沒有」，很多人願意伸出援手

■即使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仍可改變自己
的觀點，然後發覺不是真的難受得要死

■自殺不會令你憎恨的人內疚，只會令愛你
的人感覺慘痛，是最愚蠢的報復

■你身邊一定有關心你的人，只要你願意讓
別人幫助你

■「痛苦」只是一種感覺，而且總會過去，
如同下雨過後一定有晴天

資料來源：社署總臨床心理學家劉家祖

製表：記者 陳敏婷

「加油」反助自殺？ 團體籲先聽後勉

教局五招防學生輕生
1.成立專責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代表、學校、
院校、家長及專業界別，全面分析學生自殺
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在6個月內提交報
告，有需要3個月內會有中期報告。

2.舉辦5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及
相關專業人士，向學校代表及家長講解預
防自殺及應對有意輕生學生方法。

3.舉辦教師講座，教導如何識別有意輕生學
生及講解相關支援及求助渠道。

4.教育局內部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
學家和輔導人員到校為有需要學校提供支
援。

5.針對學校、家長和學生製作知識小錦囊，
提倡「珍惜生命」，培養正向思維。

資料來源：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製表：記者 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因應學生輕生問題，中文
大學日前成立了專責委員會，全面檢視學生精神健康及輔
導問題。委員會兩名主席副校長許敬文及張妙清昨日向全
體教職員發公開信，指校內學生人數眾多，加上部分同學
即使遇上困難亦不願求助。除大學輔導組的努力外，他們
呼籲校內各人也要多走一步關懷身邊同學，防止再有悲劇
發生。
許敬文及張妙清在信中指，中大輔導組於2014/15年度
共處理725宗個案，當中最主要是受個人成長及學業問題
困擾，其次則有情緒困擾或精神病患問題，以至家庭問
題。他們強調，專責委員會正全面檢視問題，希望找出學
生壓力源頭，並建議加強輔導工作及精神健康支援架構。
他們坦言大學學生數目龐大，「無論輔導組增聘多少人

手，輔導員做得多好，都不能杜絕所有問題，更何況很多
同學情緒受困卻不會向輔導員求助。」然而這一批同學正
正是最需要主動接觸及支援，呼籲大學各同事多關心身邊
同學。「有同學缺課多時？從不踏出宿舍房門與人接觸？
成績差強人意？出現情緒波動？」他們認為這些都可能是
需要別人關心的訊號。

中大籲教員多關懷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近日接二連三發生學生自殺事件，
令人大感惋惜。香港大學賽馬會防
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昨日指
出，香港社會過於着重學生在學業
上的操練，但在生命教育方面卻缺
乏對學生個人情操的培養、自我形
象的建立以及解難能力等，對學生
造成一定壓力。
葉兆輝呼籲學校教師及學生不應

自亂陣腳，校方應多與學生公開討
論生命的意義，在課程上提供更大
空間。他期望社會能夠解除對精神
健康與抑鬱的標籤，政府亦應對有
需要人士提供合時與適切的支援。
他又擔心，媒體在發佈或分享自

殺的新聞與相關資料時，容易引起
模仿效應，希望媒體能小心報道自
殺新聞，傳播正面訊息；網民不要
渲染自殺的消息，以免令情緒原本
已有問題的學生受到影響，希望可
將「自殺鏈」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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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生命寶貴，香港撒瑪
利亞防止自殺會主席周婉芬指出，近年學生的競爭愈推
愈前，或對學童構成不可承受的壓力，建議家長無論有
多忙碌，應與子女面對面溝通，多聆聽子女的感受，而
非只着重功課及成績。
該會提醒市民，旁人一句隨意的「加油」、「明天會

更好」的打氣說話，或對抑鬱患者帶來反效果，建議先
付出時間及耐性，與對方慢慢聊出內心感受，令對方感
到「你明白我」，再給予關心及鼓勵。
周婉芬昨日在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舉行的記者會上表

示，傳媒將大部分學童自殺原因歸一為學業壓力，但事
實上，自殺成因並非單一因素，每宗個案各有不同，真
相只有當時人知道。她亦不排除有「模仿效應」，但提
醒父母、學校及朋輩等都可以出一分力，減少自殺個
案。

放下長輩身份 發掘子女強項
周婉芬建議家長應放下長輩的身份，多聆聽子女的感

受，同時應發掘子女的強項及尊重他們的意願；學校亦
應多觀察及聆聽學生的困擾，例如舉行分享會活動。
她又建議教育局要加強生命教育工作，加強公眾對抑

鬱症的認識，消除誤解，「同行、陪伴、接納與體諒，

是治療情緒受困者的最佳良藥。」
防止自殺會數字顯示，1995年至2015年收到的20歲
以下求助個案百分比逐年下降，由27%跌至4%。為配
合年輕一代趨向在社交媒體透過文字及符號宣洩而非直
接溝通，防止自殺會將延長網上聊天室「真心話室」服
務時間，新服務時間為每天的晚上8時至翌日凌晨2
時，同時會開發手機應用程式，讓情緒受困的青少年以
手機與義工傾談。

■葉兆輝
（中）指，傳
媒不宜過
分渲染自
殺新聞。
劉國權攝

吳克儉昨日下午邀請津貼中學議會、香港中學校長
會、家校會及教育心理學家等代表於政府總部進

行緊急會議，討論及跟進學童自殺事件。其間，行政
長官梁振英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場聽取意見，表
達對事件的關注。
吳克儉會後指出，局方將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分析
學生自殺成因並提出預防方法，有需要3個月內會有中
期報告，6個月內提交完整報告並提出中長線建議。

邀專家到校 為校供支援
在學校及家長層面上，局方將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及
專業人士落區舉辦5場研討會，供學校代表及家長參
與，提高應對意識；安排教師講座加強培訓；加強與
家長和學生宣傳，包括製作知識小錦囊，協助各方識
別有危機的學生及了解有何支援渠道，同時也會加強
關於提倡珍惜生命、正面看待問題的宣傳教育。
同時，教育局內部會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
學家和輔導人員到校，為個別有特殊需要學校提供支
援。

讓學生明白「辦法比困難多」
吳克儉強調，學生自殺成因複雜，問題包括學業、
精神健康、家庭、感情、朋輩等，需要全社會跨界別

應對，而其中一樣即時要做的，就是讓辦學團體、學
校等帶出多些正面信息，讓年輕人覺得「有期望、希
望在未來」。
他又呼籲各界多加留意學生情緒，給予鼓勵和支
援，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局方也會作全面檢討，包括
重新檢視功課壓力。而針對學生層面，亦須提高他們
的抗逆能力，培養正向思維，讓他們明白「辦法總比
困難多」。
他又提到前晚（9日）黃大仙再有大學生墮樓，對
此感到十分痛心及惋惜，局方會與大專院校跟進加強
推廣精神健康的工作，其中與中文大學的會面已安排
在下星期二進行。另局方今日亦會與包括小學代表的
其他團體會面，探討事件。
被問到教育局行動是否反應過慢，吳克儉強調本學

年事件有特殊性質，而過去局內同事對每宗輕生個案
都會認真處理，並即時與學校一同跟進問題。
有份出席會議的津中議會主席林日豐表示，近日已

要求校內同工多關心情緒波動的學生及呼籲家長留心
子女的情緒變化。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支持當局的新措施，並鼓勵中小

學應加強與家教會的合作，將學生心理健康列為長期
關注議題，同時要加強家長教育，讓父母以至祖父母
等能注意孩子全人發展，以提升抗逆能力及正向思維。

親子「有偈傾」
聽孩子訴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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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昨日表示，當局十分關注近日發生的一連串學生自殺
事件，社署今天早上會安排與在學校提供社工服務及所
有相關的非政府機構的前線負責人，大家一齊討論如何
更有效去識別一些情緒上有問題的、需要多些支援的學
生，並提供及時的介入服務。他又表示，社署會在短期
內推出名為「辦法總比困難多」的更新版短片。
另外，社署總臨床心理學家劉家祖表示，現今香港父

母給予子女的保護過多，令子女無法獨自面對問題，
「掛在口邊的說話是『放心，你什麼都不用理會，讀好
書就可以』，連書包都幫忙揹起，間接訊息猶如說對方
無用，書包也揹不起。」劉家祖形容，該些行為根本無
助子女發展，更會令子女無法培養抗逆能力，身處逆境
或選擇逃避，最終只會令問題愈積愈嚴重。
他表示，自殺成因複雜，但都源於個人自尊極低，不

愛惜自己，甚或覺得自己沒價值，要防範需由家庭做
起，家長需要與子女建立「有偈傾」的關係，並多關心
子女。
他續說，強烈的尋死念頭通常只維持約15分鐘，與人

傾訴的話已可令尋死意慾大降。他認為防範青年自殺須
由家庭做起、學校協助，家長與老師必須先與青年建立
「有偈傾」的關係，一旦發生問題，青年會願意說出想
法。
劉家祖表示，社署臨床心理組初步計劃為子女有自殺

危機的高危家庭設立「家長治療小組」，協助家長管理
情緒、處理問題。

■周婉芬（中） 陳敏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