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訓輔人員及社工督導
在危機處理中的角色及介入

●聖雅各福群會青年服務高級經理
●蕭藹怡姑娘

●聖雅各福群會家庭及輔導服務高級經理
●林亦雯姑娘



程序表

時間 程序

9:25-9:35 危機定義

9:35-10:05 輔導人員危機評估及處理

10:05-10:30 個案分享(一)及(二)

10:30-10:40 督導角色與支援工作

10:40-10:45 總結



在學校曾遇見的校園危機?



危機的定義

學校危機事件可包括學生/或教職員自殺或自傷行為、意外死亡、嚴重受傷，
又或者是暴力事故及自然災害等。1.

這些事故可能會為學校帶來混亂，削弱學校的穩定性，令師生感到受威脅、
失落、失去安全感、感到無助等。2.

危機事件發生後往往會傳言紛飛，一些主觀及武斷的言論都有機會加深受影響
師生的創傷。同時，學校往往要向不同的持份者交代事件。3.



1.

危機處理的目標

2.

保障學校所有人士的安全

減低危機事件對學校的負面影響(對內與對外)



危機處理-如何尋求緊急支援?

● 校長、副校長

● 訓導主任

● 班主任、級主任

● 輔導主任

● 學校社工

● 校務處



一名小五學生在第六堂期間，在六樓走廊停留向下望著操場，而
你剛巧經過時見到這位學生獨自一人流淚，並有攀爬動作，此時，
他跟你四目交投……

1. 如何跟這名學生展開對話？

2. 傾談時要注意什麼？

危機事件 1 





同理說話

沒有否定對方感受1.

沒有提出解決方法2.

沒有給予個人看法3.

沒有刻意表示明白及理解4.



與情緒不穩的學生傾談時…

宜 忌
• 找增援及結伴同行 • 獨自處理及與當事人作身體拉

扯

• 聆聽(並非贊同當事人) • 否定負面情緒,爭辯對與錯

• 表達關心及關注 • 作出不可行的承諾和保密

• 詢問當事人情況 • 低估學生的自毀的風險

• 觀察當事人情緒及行為, 建
立現實感

• 容許其他人觀看/中途換人

• 利用當事人對死亡的矛盾情
緒提昇生存意識

• 討論如何處理身後事



危機處理-確保安全

課堂
老師

現場
同學

當事
人

支援
同事

控制
現場

維持
現況

 避免其他師生目睹
現場/闖進現場

 封鎖樓梯及走廊通
道

 將課室的窗簾垂下
 將學生撤離現場或

留在課室
 調動/刪減校內活動
 引領相關人士到校

協助

 初步與當事人對
話

 兩人一組，其中
一人主力支援，
另外的隨時候命

 表達關注及細心
聆聽

 可提供適合物資，
如紙巾，但不可
是有危險性的





危機事件 2 

 學校收到電視台節目來電及傳媒到校採訪有關校園欺凌事件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工作目標

• 確保安全：確保所有學生及教職員的安全。

• 穩定情況：儘快穩定學校的情況，使學校回復正常的運作。

• 發放消息：確保發放的消息一致，以免流言四散，令學生及教職員受不 必要的困擾。

• 識別需要：識別受影響的學生及教職員，並轉介他們接受適當的輔導及 跟進服務，以避免困擾加深。

• 情緒支援：提供情緒支援，幫助受困擾的學生及教職員重新適應生活。

• 能力提升：透過有效的危機應對策略，促進學生及教職員的個人成長。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工作功能

• 制訂學校危機處理的支援計劃；

• 評估危機事件對學校所帶來的影響；

• 蒐集及發放有關危機事件的最新消息，並按需要作出澄清；

• 協調學校內外的資源，安排適時和適切的介入及支援；

• 為教師、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

• 監察危機處理的進度；

• 檢討危機處理的支援計劃；

• 統籌各項跟進的工作。



學校危機處理





應對傳媒/外界人士

 原則：保護學生/家長/教職員免受傳媒不必要的騷擾

 立即：通知教育局分區同事

 注意：核實對方身份

 預備：一致的回應(如可請對方先留下資料，稍後盡快回覆)

 如有需要，預備新聞稿 / 接待記者的訪問及查詢

 如有需要，發家長信通知其他學生家長/接待家長到校及電話查詢



事後處理工作事項

有何跟進事宜要做?











危機事故壓力處理之小組輔導

誰人提供協助?

 曾受訓練(心理學家/社工/輔導人
員/輔導老師)

 不在現場人士

 不認識當事人

小組跟進目的

 減輕困擾(簡單交代事件，解答疑問)

 小組內分享 (鼓勵分享當下反應及應對策略)

 情緒支援 (了解學生的支援系統)

 辨識有需要的學生



職員會議

(即日)召開特別會議，向教職員講述事件進展

 校長作出簡報(講FACT)

 評估老師的反應情緒、分開受影響的老師

 簡述學校即日的應變措施

 如何一致回應學生、家長及傳媒

 向負責老師簡介簡短/特別班主任課及小組跟進等的內容和分工

 向負責協助事故的職員進行解說



教育局指引



● 個案工作、教師支援層面、學校系統層面及社工個人層面

● 個案諮詢、危機事件緊急支援、定期檢視服務、專業培訓、及其他支援

學校社工的相關服務。在學生支援的機制及政策、危機處理及校本輔導

策略的提供意見。

● 協助校方策劃教師培訓、提供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整體發展意見、輔

導專業資源、發展及研究分享等。

督導角色及工作



● 了解服務學校輔導人員的角色及分工

● 協助平衡社工專業與校方人員觀點

● 督促及監察社工表現

● 維繫社工專業身份及表現

● 協助校方為自聘輔導人員/輔導老師的需要

● 提供意見

督導角色及工作



● 督導人員運用專業分析、統合其他學校經驗、

● 可掌握的資源等，定期協助學校在輔導工作的

● 發展方向，及執行策略

● 2023-24學年的關注重點及個別學校的回應策略

例子：

● 1. 校本/地區性/全港性家長教育活動

● 2. 推動正向心理學/ 正向教育的發展

督導角色及工作



● 提供意見及具體分析

● 可透過電話聯絡、WhatsApp、視像會議、直接到校方式
作意見提供及支援

● 教職員的培訓 –校園危機演練

督導角色及工作



● 透過定期演練及檢討會議等，制定處理危機時的基本分工、流程及注意事項

● 盡量以最快最便利的方式，盡早通知督導人員

● 信任督導人員及重視雙方的意見

督導角色及工作 (期望)



● 不是專科醫生

● 不是教育或臨床心理學家;

● 不是執法的警員

● 不是醫護人員

● 不是無所不能的

● 但是我們是重要的老師

● 幫助失控學生的同時，不要勉強自己，冷靜與各方面合作處理問題;

● 不要怪責自己、與同工分享和綜合經驗

接納自己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