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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調查，日本長崎縣佐世保市分屍殺人案的犯案少女，在 2010

年就讀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曾使用滴管，將洗衣粉、汽油、漂白劑等

物添加進 2 名特定同學的營養午餐中，前後共達 5 次。當時的級任教

師調查後表示，由於該少女在學習上遭到同學的嘲笑，因此心生不

滿。該事件最後由少女與父母一同向受害者賠罪後結案。據少女的其

他小學同學表示，該少女有時候會突然大吼大叫，因此，有不少同學

都會刻意與她保持距離。後來，少女的母親生病住院，少女開始愈來

愈憂鬱，足不出戶的情形也逐漸增多。2013 年 10 月，少女母親過世，

半年後，父親再婚。少女的友人表示，當時在與少女見面時，感覺她

受到了極大的衝擊。 

犯案少女從 4 月起進入高中就讀，並且離家開始一個人生活；校

方人員也曾對此情況進行過了解。少女的家長表示，由於準備要送少

女到國外留學，因此，現在必須要開始訓練她自己一個人過生活。然

而，一整個學期下來，少女到學校的日子實際上只有三天而已，校職

員每週都會固定前往少女住處 1～2次進行訪問，一起用餐談話。 

長崎縣教育委員會人員表示，母親的死亡與父親的再婚，對於該

名青春期少女的影響非常巨大。不過，是否可將此事歸咎為事件發生

的原因，則是仍有待商榷。 

由於日本從國中小學起，在道德指導學習要領中明載的「理解生

命的珍貴，尊重每個獨一無二的自他生命」等內容，積極地對學生進

行生命教育。即使如此，仍舊發生了這起令人遺憾的社會案件。因此，

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科學部）與相關教育工作人員皆受到很大的打

擊與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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