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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學生自殺現象與解決之道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毓欣】 

壹、前言 

  為了因應 2015 年學年度，引起各界譁然的多宗中、小學生自殺事件，在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下，香港教育局成立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調查香港中、小學生自殺的原因，並研擬避免類

似憾事再發生的解決方針（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6）。以下分述香港學生自殺現象以及香港政

府與民間團體對於防止學生自殺的因應作為。 

貳、香港學生自殺現象 

  近年香港學生輕生情況有惡化跡象，教育局在 2012 學年度至 2016 學年度期間，共接獲匯報

71 宗學生懷疑自殺個案。雖然 2016 年香港教育局成立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並在同年 11
月提出了最終報告，但學生自殺的情況仍未明顯減少，2017 年 10 月仍有 4 名學生自殺的案例（防

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6；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7d）。 

  以下分述學生自殺的原因及自殺傾向學生的抒發管道： 

一、造成學生自殺的原因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6）指出，學生的自殺行為是由多項互相影響的因素造成，這些因素

包括：精神健康問題、心理因素、家庭關係和適應問題、朋輩關係問題、學校適應問題及學業壓力。

此外，媒體對學生自殺的報導，也可能引發青少年作出仿效自殺行為的情形。 

  導致學生輕生的原因，雖能歸類為上述因素，但每位輕生者所面臨的的問題仍有差異。了解學

生自殺原因，才能根據這些原因提出改善及防範的作為。 

  自殺原因雖然複雜，但對於學生而言，課業表現仍然是比例較高的壓力來源。香港浸信會愛羣

社會服務處 2017 年 1 至 3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了 14 間香港小學共 1301 名小三至小六學生。調

查顯示，有 13.2％人受抑鬱徵狀困擾，其中 9.7％人的嚴重程度更達臨床水平，須接受專業輔導及

治療；逾兩成（21.7％）受訪學生經常感到有壓力，較 2016 年上升了 5.5％。而壓力來源的前三

項均與學業相關，首要因素是「功課太多」（24.8％），其次是「升中選擇及適應」（20.5％）及

「學業成績未如理想」（20.2％）。由此推算，全港有逾 3.3 萬名小學生的抑鬱傾向屬同等嚴重情

況，嚴重者可能會出現自殺行為。（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8）。 

二、自殺傾向學生的抒發管道 

  根據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6）調查，有自殺傾向的學生，很少會主動向他人或相關機構尋

求協助，但他們在自殺前，仍會透露出徵兆或自殺計畫。 

【國際教育訊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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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七成自殺兒童會以不同方式透漏輕生的念頭，以兒童死亡個案的檢討報告來說，20 宗自殺

事件當中就有 14 宗，而他們透露輕生念頭的管道以通訊軟體（如 WhatsApp）或是在網路社交平

臺留言居多，因此相關單位需加強與社交媒體合作，以及時發現已發出警號的學生（駐香港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2017b）。如果我們能重視這些徵兆，及時給予適當的安慰、治療或其他協助，將

能避免憾事發生。 

參、防止學生自殺的因應作為 

一、減少考試及課業壓力 

（一）避免 TSA 評估結果成為壓力來源 

  香港教育局在 2001 年委託考試及評核局發展並施行「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 TSA），主要目的是調查學生在中文、英文、數學三科的基本能力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 

  然而，TSA 的評估結果，卻成為校際間不當比較的依據，學校與教師為了追求成績提升，讓學

生過度操練，造成學生極大的課業壓力。因此，香港教育局於 2014 年 10 月成立了基本能力評估及

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目的在為基本能力評估的發展，以及提昇學校評估素養，提供方向行的建議。 

  為回應社會的關注，委員會提出的建議（香港教育局，2016）包括：1.試題對準基本能力與學

習需要，避免過度操練；2.不運用評估數據做為評鑑學校表現的指標；3.鼓勵學校善用評估系統資

料，作為優化課程之參考；4.加強與學生家長溝通，使其了解評估的目的、運作和功能。重申 TSA
為低風險的考試，並回歸評估目的設計考題，可以改善過度操練的問題，避免校際間不當的比較，

以減少學生的壓力來源，如此一來，TSA 的評估結果才能真正發揮其主要功能。因此，教育局自

2017 年起接受委員會建議，移除因全港性系統評估引致過度操練的誘因，以消除各界的疑慮，彰

顯全港性系統評估「低風險、不操練」的設計和以回饋學與教為目標的原意。（香港考試評核局，

2017） 

（二）長假無功課計畫 

  學生平日課業繁重，遇到長假時也有很多功課，因此放假期間仍無法真正放鬆。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里衛理小學，以及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合作，在 2017 年 4 月的 12
天復活節假期，推行「復活假無功課——自主學習計畫」，將學生分為兩組，一組學生如往常一樣，

在假期間完成教師所派的作業；另一組學生則沒有作業，改以自訂目標，並在假期間完成。 

  研究顯示，長假期沒有功課的小學四、五年級學生，對於學習、鬆弛和心理滿足感，都比有功

課的學生高，而且對於「功課有助於當前學習」的觀感增加，也認為自己的學術能力提升；反觀長

假期有功課的小學四、五年級學生，則覺得假期功課「愈做愈無助當前學習」。但研究數據亦顯示，

長假期沒有功課對於小學一至三年級的學生未必有幫助。研究者認為這個階段的小學生在做自我評

量的時候，較容易受外界因素影響，而研究缺少測量學生全人發展的指標，因此未能像小學四、五

年級組那樣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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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計畫的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校長認為，如果家長與校方只看重學生學生的學業成績，而

忽略個人自理能力，會出現失衡問題，故以自主學習方式設計假期「功課」，不但可以把假期還給

學生，也可以照顧個別學習差異，並有助校方了解不同學生的興趣和專長。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

里衛理小學校長認為計畫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和空間實踐自我學習，而且長假期沒有功課並不會影響

學習進度。 

  基督教服務處指出，現今學校功課著重抄寫與重複操練，功課往往需要數小時才能完成，如此

一來會令學生缺乏動機學習其他東西。而長假期無功課則可釋放空間，讓學生自訂目標，找回學習

樂趣。如果長假期無功課計畫應該要推展到更多學校，讓學生擁有「自我學習決定權」（駐香港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7c）。 

二、善用傳媒力量 

（一）透過網路監控高風險個案 

  由於學生透漏自殺念頭的管道以網路平臺居多，因此，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已籌劃與Google、

Facebook 合作，尋求合適的監控機制，以便盡早發現自殺高風險的學生，在憾事發生之前，提供

適當的協助與治療（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6；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7b）。 

（二）宣導健康概念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的成員來自社會各界，包括校長、教師、家長、公共衞生專家、精神科醫

生、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青年，以及政府決策局及部門人員。同時，也邀請 Facebook 重要人

員及幾位 YouTubers 參與工作，目的在於透過網路推廣校園精神健康的概念。 

  另一方面，媒體對於自殺事件的報導，會影響學生對事件的觀感，甚至有可能引起自殺行為的

模仿。因此，媒體應做負責任的報導，報導自殺新聞時，應盡傳達具正面與健康觀念的責任，與社

會大眾共同防止憾事再次發生（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6）。 

三、普及醫教社之間的合作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指出，學生經常感到有壓力的百分比達 3 年新高，反映學生學業壓力問

題未解決。然而光是調查，無法預測學生自殺的時間點，唯有盡早介入和預防學生的抑鬱情緒，才

是解決的方法。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建議政府盡快讓「醫教社同心協作計畫」普及化，以確保學

校均可以獲得資源。（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8）要從校園內防範學生自殺事件，單憑學

校教師的力量是有限的，唯有結合社會各界力量，才能建立專業且全方面的守護網，共同防範憾事

的發生。 

四、家長應多花時間了解孩子 

  家庭和諧，而且與父母關係良好的學生，較易向父母吐露心聲紓壓，但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調查卻發現 37.4％學生很少有與家庭活動。因此，家長應多抽空陪伴子女，讓子女感受自己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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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營造優質親子時間，傾聽子女的聲音，以了解他們的需求與情緒，並提供適當的協助（駐香

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8）。 

  家是最溫暖的避風港，父母應該是最容易觀察子女身心狀況的人，由父母主動陪伴、關心子女，

了解他們在學業、交友等方面的情形，並給予鼓勵、安慰、協助，家才能發揮避風港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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