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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危機處理是一項相當具挑戰性的工作；要未雨綢繆，才能臨危不亂。教育局

(當時為教育統籌局 )在二零零五年四月推出了《學校危機處理》電子書，為教育界

及相關的專業同工提供了一套危機介入和支援的參考資源。教育局和相關專業人員

多年來在協助學校處理危機方面，累積了一些經驗，在學校危機處理領域內的研究

亦一直有所發展；為此，我們增潤了《學校危機處理》電子書的內容，編成此《危

機善後介入工作及心理支援》應用手冊，務求協助學校在危機介入和支援上能更配

合學生、教師、家長和學校的需要，為他們提供更適切的介入和心理支援。  

本手冊的目的是協助學校在危機事件發生後，為受影響的師生提供適切的介

入和支援，協助他們渡過危機，並讓學校恢復正常運作。本應用手冊主要詳述危機

事件發生後的介入和心理支援工作。至於有關學校出現意外或危機事件時的緊急處

理方法，請參考《學校行政手冊》第三章 3.4.2段和第八章 8.4 節。  

 本手冊的第一章簡介學校危機介入和支援的基本原則。第二章槪述學校危機

處理小組的成立、運作及事前的準備。第三章闡述有關危機事件發生後的評估、介

入和支援工作，並在附錄中提供有關的資料和範本給學校參考及使用。  

 我們希望學校能參考本應用手冊，並因應校本需要作適當的修改及調整，制

定不同類型危機的支援計劃。在危機事件發生前，學校宜熟習危機介入和支援的流

程及實際運作時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們亦建議學校定期安排教職員培訓及危機演習，

使他們能掌握有關的知識和技巧，以協助學校順利渡過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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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簡介  

 

危機的定義  

危機威脅人的應變能力，使人無法以慣常的解難方法來應付當時特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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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故會為學校帶來混亂，削弱學校的安全及

穩定性，令師生感到受威脅、失落、失去安全感、感到無助等。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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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交代事件。這一切對學校的行政系統構成沉重的壓

力。遇到這些情況，學校需要作出不同程度的應變，把事件的負面影響減至最低。  

 

評估危機對師生造成的影響 

危機事件對師生造成的影響，非由單一因素構成，而是由多種因素互相影響

下產生，當中主要包括  (a) 危機事件的特質和  (b) 個人風險因素。我們亦需要了解

師生對危機事件的反應，以評估危機事件對學生造成的影響。  

 

 危機事件的特質可包括事件的可預測性、持續性、規模及所造成的後果。

一般來說，突發和意料不到、涉及嚴重傷亡和持續長時間的事件會對師生造成較大

影響。個人風險因素可包括身處危機事件發生現場、與當事人關係及個人的脆弱程

度。一般來說，越接近事發現場、與當事人關係越密切、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缺乏

社交支援或平日應對能力較弱的學生會較容易受危機事件影響(Brock, 2011)。學校

宜評估個別事件對師生在心理和情緒上所造成的影響 (詳見附件 6)，以決定採取何

種危機介入和支援措施(詳見第三章)。  

 

危機介入和心理支援的基本原則 

 危機事件發生後，學生或教職員可能會出現情緒、認知、生理、社交和行為

方面的反應，例如感到悶悶不樂、難以集中精神、疲累、食慾不振等 (參考資料 1)。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反應在隨後數天或數星期內會逐漸減少。在危機事件發生

後的初期，基本支援是幫助受影響的師生了解事件的基本資料及面對危機帶來的影

響，故要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心理教育 (psychoeducation)，例如教導應對策略 (coping 

strategies)，並鞏固他們的支援系統 (social support)，例如家人、師長和朋友的支援。  

然而，有部分師生可能會受到較大影響，持續地難以入睡、發噩夢或腦中不

斷重演事件，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可能受到干擾 (參考資料 1)，故要與他們保持較深

入的溝通，了解他們的需要。此外，按需要為他們提供小組或個別輔導亦有助紓緩

情緒，使他們重投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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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事件對學生造成的影響，可由多種因素構成，包括危機事件性質、學生

與當事人關係、學生個人的應對能力等。因此，即使面對同一危機事件，不同的學

生受影響的程度會有不同。不恰當的介入或為受影響程度不同的學生進行統一模式

/程度的支援措施，有可能窒礙他們已有的復原機制。相反地，未能因應學生的需

要而給予適時 /適切的支援，則可能會延誤他們的復原過程。 因此，評估危機事件

對學生可能造成的影響，從而識別有需要的對象，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尤其重要。 

此外，學校需注意受影響師生的反應或會隨著時間轉變，所以在不同的階段

(危機事件發生後的數小時，數天及數星期)，均需要持續觀察和評估他們的需要，

從而安排適切的支援。 

學校須有充足的準備，能在危機發生時評估事件可能對師生造成的影響，並

作出適時和適切的介入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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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學校危機處理小組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工作目標及功能 

 

 根據《學校行政手冊》，學校須成立學校危機處理小組，以建立有效處理危

機的機制，並制定有關程序和應變計劃，處理任何可能出現的危機和緊急狀況。此

外，當危機事件發生後，學校危機處理小組亦需協調及運用校內及校外的資源，為

受影響的師生安排適時和適切的介入及心理支援，減低危機對學校及師生所造成的

負面影響。本章概述學校危機處理小組在提供介入及心理支援的工作目標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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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師生受不必要的困

擾。  

¶ 識別需要：識別受影響的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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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受困擾的師生重新適應生活。  

¶ 能力提升：透過有效的危機應變，促進師生的個人成長。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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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架構 

 校長在危機處理中適宜擔當領導及監察的角色，適當地分配工作，並掌握危

機處理的進展，以及回應外界的查詢。由於校長可能需要在短時間內作出多項重要

的決定，故必須給自己預留空間。我們建議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組長，應由學校的

領導層如副校長或熟悉學校整體運作的資深教師擔任。組長需帶領學校危機處理小

組進行介入和支援工作，並與校長密切聯繫，以作出相關的重要決定。在組長以下，

學校應挑選合適的教師，分別負責支援教職員、統籌聯絡家長及聯絡支援機構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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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也可以成為小組的一員。學校宜挑選最少一至兩位其

他成員加入小組，作為後備支援，以增強小組運作的靈活性及應付較嚴重的危機事

故。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組織如下：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成員 

 

學校可以考慮以下的因素，挑選合適的教職員擔任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成員：  

¶ 他/她能否獲得學生及教職員的信任？  

¶ 他/她能否在緊急的情況下理性地分析問題和作出決定？  

¶ 他/她是否具備有關危機處理的知識和技巧？  

¶ 他/她能否察覺別人的感受和需要？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成員的角色及職責  

 

組長 

角色 

¶ 領導成員，制訂危機處理的支援計劃ȷ 

¶ 作出有關危機處理的重要決定ȷ 

¶ 監察及協調危機處理事宜。  

 

職責 

¶ 向相關人員核實消息  (例如：傷亡的人數、學生的傷勢或狀況)ȷ 

¶ 與校長保持密切的聯繫及諮詢其意見ȷ 

¶ 聯絡教育局及/或有關政府部門 /其他機構，尋求支援ȷ 

組長

教職員聯絡人 家長聯絡人 社區聯絡人
學校社工／

輔導教師
教育心理學家 其他成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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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小組成員，啓動危機處理的程序ȷ 

¶ 與教職員聯絡人商討給予教職員的支援ȷ 

¶ 與家長聯絡人商討給予家長的支援ȷ 

¶ 統籌對傳媒的回應，安排發言人，向外發放消息及回應查詢ȷ 

¶ 處理危機後，就支援計劃進行檢討。  

 

 

教職員聯絡人 

角色 

¶ 協調為教職員所提供的支援。  

 

職責 

¶ 備存並分發電話聯絡網及通訊記錄(附件 1 及附件 2)，以便在危機發生後使

用ȷ 

¶ 安排及協助校長主持教職員會議ȷ 

¶ 為教職員更新有關危機事件的資料ȷ 

¶ 統籌簡短班主任課或特別班主任課，包括：  

ü 安排人手支援有需要的班主任；  

ü 準備及分發簡短班主任課或特別班主任課的材料；  

ü 留意簡短班主任課或特別班主任課的進行情況，有需要時安排即時的

協助。  

 

家長聯絡人 

角色 

¶ 協調為當事人家屬提供的支援ȷ 

¶ 協調與其他家長的溝通。  

 

職責 

¶ 聯絡當事人的家屬，並為家屬提供協助和支援ȷ 

¶ 聯絡受事件影響的學生家長ȷ 

¶ 準備及分發家長通告ȷ 

¶ 安排解答家長的疑問，如有需要，舉行家長簡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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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聯絡人 

角色 

¶ 協調校外資源，為學校、教職員及學生提供支援。  

 

職責 

¶ 備存社區有關資源，包括支援服務機構電話一覽表(附件 3)ȷ 

¶ 熟悉區內不同機構的服務及轉介程序ȷ 

¶ 與教職員聯絡人、家長聯絡人、學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商量是否需要尋

求外界的支援ȷ 

¶ 轉介/協助轉介有需要的學生、教職員或家長，尋求校外適當的支援服務ȷ 

¶ 作出轉介後與有關的機構保持聯絡，以便在校內作出適當的配合及跟進支

援工作。  

 

 

學校社工 / 輔導教師 

角色 

¶ 支援學校危機處理，特別在輔導師生及家長方面的工作。  

 

職責 

¶ 與校外的支援人員分工合作，為有需要的學生及教職員，安排或進行輔導，

並按需要協助轉介適當的跟進服務ȷ 

¶ 協助教師進行簡短班主任課或特別班主任課ȷ 

¶ 為教職員進行情緒輔導ȷ 

¶ 為家長提供支援。  

 

 

教育心理學家 

角色 

¶ 對學校危機處理提供專業意見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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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 對學校在評估危機事件的影響、訂定支援計劃及對外溝通方面，提供專業

意見及支援ȷ 

¶ 支援教師進行簡短班主任課或特別班主任課ȷ 

¶ 為有需要的學生及教職員提供個別或小組情緒輔導，並協助學校安排適當

跟進服務ȷ 

¶ 為教職員進行情緒支援。  

 

其他成員 

角色 

¶ 分擔危機處理的支援工作。  

 

職責 

¶ 作出適當的場地安排，並通知有關的教職員 (附件 4)ȷ 

¶ 協助班主任進行簡短班主任課或特別班主任課ȷ 

¶ 協助準備及分發簡短班主任課或特別班主任課的材料ȷ 

¶ 熟悉所有程序及相關的資料 /表格的擺放位置。在有需要時，可即時提供給

其他成員ȷ 

¶ 執行文書工作，如撰寫會議紀錄、收集和整理相關資料、書寫相關信件和

通告ȷ 

¶ 如有需要，協助其他組員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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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危機處理的事前準備 

 

除了成立學校危機處理小組之外，學校更須為小組成員提供培訓，建立和鞏固

他們在處理危機方面的知識和技巧。小組亦須定期更新有關的參考資料和工具，供

有關教職員使用。學校可參考本手冊附錄提供的範本和表格: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事前準備 
附件 1：電話聯絡網   

附件 2：通訊記錄   

附件 3：支援服務機構電話一覽表   

附件 4：場地安排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附件 5：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會議議程   

附件 6：初步評估事件對學生及教職員的影響  

 

教職員支援  

附件 7：教職員會議議程  

附件 8：危機事故－教師備忘錄  

附件 9：教職員情緒支援小組內容  

 

學生支援  

附件 10：向學生宣布危機事件講稿範本(一)  

附件 11：向學生宣布危機事件講稿範本(二) 

附件 12：簡短班主任課內容   

附件 13：特別班主任課內容   

附件 14：簡短班主任課 /特別班主任課：教師回應表  

附件 15：學生小組輔導內容  

附件 16：學生個別輔導內容  

 

家長溝通及支援  

附件 17：家長特別通告範本(一) 

附件 18：家長特別通告範本(二) 

附件 19：家長簡報會內容  

 

處理傳媒採訪  

附件 20：新聞稿範本  

 

危機介入和支援計劃檢討  

附件 21：危機介入工作檢討會議議程  

附件 22：危機介入和支援計劃檢討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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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學校危機介入及支援工作  
 

危機介入工作的統籌及分配 

學校必須有系統地統籌所需的介入和支援工作，並按情況調動人手，使教職員

能互相配合，協助師生順利渡過危機。學校可因應已有的人手分配及教職員的專長，

釐清各小組成員的角色及職責，並留意相互之間的配合，務求有效地作出介入及支

援。有關危機處理小組各成員的工作分配，可參考以下的「危機介入和支援工作及

負責人一覽表」。  

危機介入和支援工作及負責人一覽表  

 工作  負責人  其他參與成員  

一 . 核實資料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組長  熟悉當事人的教師  

二 . 通知校監及區域教育服務處  校長   

三 .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緊急會議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組長  校長、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成員  

四 . 聯絡支援機構  社區聯絡人、學校社工  所有教職員  

五 . 召開教職員會議及情緒支援  教職員聯絡人、校長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成員、  

學校社工、  

教育心理學家  

六 . 學生支援    

1. 向學生宣布消息  校長、班主任   

2. 簡短班主任課  班主任、教職員聯絡人  學校社工、教育心理學家  

3. 特別班主任課  班主任、教職員聯絡人  學校社工、教育心理學家  

4. 向有需要的師生提供進一步 /

加強支援  

學校社工  輔導教師、教育心理學家  

七 . 家長溝通及支援    

1. 知會家長  家長聯絡人  學校社工、  

班主任  

2. 家長簡報會  家長聯絡人  校長、  

輔導教師、  

學校社工  

3. 慰問死者家屬  家長聯絡人  校長、  

班主任、  

學校社工  

八 . 處理傳媒採訪  校長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組長  

九 . 危機介入工作檢討    

 1. 危機介入工作檢討會議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組長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成員、  

教育心理學家  

2. 危機介入和支援計劃檢討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組長  校長、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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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介入及支援的流程 

 學校需按個別事件的特性、嚴重性及實際環境，調整各步驟的次序，或作出

增刪及修改。此外，學校亦可下載本手冊附錄的範本、表格或參考資料，加以修訂，

以切合學校的需要。   

核實資料 

通知校監及區域教育服務處 

召開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檢討及跟進 

教職員 學生 家長 傳媒 社區 

·教職員大會 

·情緒支援小組 

·檢討會議 

·尋求外援 

 

·會見傳媒 

 

·知會家長 

·家長簡報會  

·慰問死者家屬 

·宣布消息 

·簡短班主任課 

·特別班主任課 

·個別/小組輔導 

安排危機介入及支援工作 

初步評估及識別可能受影響的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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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危機事件發生後，學校須確保師生安全，例如為師生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如有需要，安排他們離開肇事現場，使他們免受傷害；為他們提供食物 /水，滿足

他們基本需要；按個別情況作醫療安排等。 

一 .  核實資料  

 在得悉危機事件後，學校應循可靠途徑，如學生家長、醫務或警務人員，蒐

集事件的基本資料 (如涉事人物、發生時間、地點等 )。學校必須核實消息的準確性，

以便對事件的影響進行初步評估，作為安排跟進工作的參考。  

 

二. 通知校監及區域教育服務處  

 校長須將事件通知校監或所屬辦學團體的指定負責人，並按需要通知其他領

導層。此外，校長亦須儘快通知區域教育服務處，以便教育局安排適當的支援，例

如協助學校回應傳媒，聯絡教育心理學家提供支援等。  

 

三. 召開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在蒐集有關事件的資料後，學校應儘快召開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會議 (附件 5)，

通知組員有關事宜，及澄清從其他途徑所得資料的真確性。學校也適宜在會議上處

理組員對事件不同的情緒反應，確保組員可以應付危機介入和支援工作。小組須擬

定危機處理的支援計劃、執行時間、步驟及分工等。  

 Ԉ 5  

֚ Њ  

Ϛ.  ẁצ ṶԈ ȴ 

ϡ.  ῴḔ ᴷế ᵑҠ ắṶԈ ᾼ Ӣц ( Ԉ 6)ȴ 

Ϯ.  ᴷ Ḗҵ Ἠῂ ᾼ ȴ 

ҳ.  ứ֚ Џᵂᾼ ȳ ȳ ц֢ Џᵂᾼ Ϣ 

¶ ֫ ▲ ц цׄ ṓ ȷ 

¶ Ѡ▲ ȷ  

¶ Ϛ  цҵꜜ▲ ȷ 

¶ ΩӁ ᾼ ȸ 

ü ẁ  Ἠ ѻԉ֣ ӢΩ ȷ 

ü ẁ ֫ ҵ ▲ ȴ 

¶ ќ Ӣᾼᶮה 

ü ֣ԓ / иắ ᵑΩӁ ȷ 

ü ḟứἬ ậᾼΩӁᶮהȲẂֽӦ ѻԉ֣֢ ΩӁȷ 

ü Ɫԓ / иắ ᵑׄ ѻԉ ȳ ᵑ ѻԉ ȷ 

ü ׄ Ϣ ṓБ ᵑắṶԈ ᾼ Ӣȷ 

ü ׄ ֮ȴ 

¶ ќ /  ᾼᶮה 

¶ ң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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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6  

 

ῴḔ ᴷṶԈ Ӣц ᾼ  

( Ϛ ) ֚ ṶԈ Ӑ  

ṶϢở֤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ἤᵑ ȸ ḽ/Ѕ( ᵔҟЛ ӣ῏)  

ד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ᵑ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ҏӢѡ  ȸ _______ ד_______ѣ________ѡ 

ᴰᵿ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ṶԈ Ӣѡ / /֮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Ṷ 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Ṷ› Ӣᾼ ṶԈ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צ ṶϢᾼ Ӑ (ֽ ӣ)  

a.  ￼ 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Ӣ Ἇ֯ ῶ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Ѡ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ῂӻѠ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ҵ♄ Ѡ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ṶԈᾼװ╥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Ἇ ᴿṶԈᾼ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ϡ ) ᵑҠ ắṶԈ ᾼ Ӣц  

ѿϯ ҠẦᵗ ᵑҠ ắṶԈ ᾼ Ӣц Ȳẁ ᴕПӣȴ МצЛ֝ ⇔ᾼ ֪

Ȳ ┬ ᵑṶԈᵂҏᵒ Ȳ ᴷһ Ӣ֯ї ế ϱҠ ᾼכ Ȳḟứ ậᴶ ќ

╟ȸ 

 

1.  ֚ ṶԈ/ ṝ  

‧ ṷ ӢἨ ֚ ṶԈȹ 
‧ ṷ ӢἨ ṝ֚ ṶԈ Ӣ  (Ẃֽӭ ṶϢ ᴩ≡ )? 

ӱȸṝ ֚ ṶԈ Ӣ֮ ῺȲắ ᾼ ד ЄȴẂֽȸ Ӣӭ
Ϣצ Ἠṝ ȲṶԈ ҃ כ ᾼ Єȴ 

( ԝҏ ᵑȳ♄ ȳ ӢἨ 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ṶϢ … 
‧ ṷ ӢἨ ṶϢᾼ … ᵑ й/צ׀ ? 
‧ ṷ Ӣ ṶϢ ֝Ϛ♄ Ἠ ? 
 
ӱȸ ṶϢᾼ … ᵑ йȲẂֽ хἨ ϢȲἨ ṶϢצ Ȳắ
ᾼ ד Єȴ ֽᴞ ṶԈМᾼ ṶϢ֯ в ắ ȲṶԈ Ӣ 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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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聯絡支援機構 

 學校遇到危機事件，應立即向學校社工尋求支援，為校內師生提供輔導服務。

如有需要，學校可向教育局或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求支援和服務。倘若學校評估事

件後，認為事態嚴重，會廣泛影響校內師生，可尋求更多外援，例如：學校社工可

ᾼ Єȴ 
 
( ԝҏ ᵑȳ♄ ȳ ӢἨ 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Ϣᾼ ⇔ 
‧ ṷ ӢἨ ֯Ὼ ד ᴿṶԈц/Ἠắ ᴿṶԈ ? 
‧ ṷ ӢἨ ֯Ὼ ד ҷᴟ ἨẔ҃ ṶԈ? 
‧ ṷ ӢἨ ֯ ѿἏᾼ ṶԈ Ȳ ṷ

ȹ 
‧ ṷ ӢἨ ᴞАᾼ Ȳ ṷ ὔ ҷ ȹ 
‧ ṷ ӢἨ צ ṏֻᾼῂӻế/Ἠ ќ Ȳ ṷ ѽῂӻế/Ἠ

ќ ȹ 
 
ӱȸצ ֵ ᾼϢЂ(Ẃֽȸ צ ȳ ѽ хќ ȳצ

)Ȳắ ᾼ ד Єȴ 
 
( ԝҏ ӢἨ 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 ṶԈі ᾼч ( ᴕ 1)  

‧ ṷ ӢἨ ҏ и ᾼ ч  (ֽ ⇔ᾼắ ȳ )Ȳꜙᴟҏ

ᾼ (ẂֽȲ ᾼḀ ȳָ ȳѓ ) ? 

‧ ṷ ӢἨ ҏ и ᾼᴩⱢч (Ẃֽȸѿ Ѡה♪ Ἠ ᴞ

А/҃Ϣ)ȹ 

 

( ԝҏ ӢἨ 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ӱȸ 

1.  (1) ῺṶ ȳ(2) ṶϢ … йȳ(3)צ ֵ Ἠ(4) ч и

ᾼ ӢἨ Ҡ ắ֚ ṶԈ ЄȲ҃ Ἠ ϚḔᾼќ ȴ  

 

2. צ  ӢἨ Ϛṷצ ᾼ (Ẃֽȸ צ )ế/Ἠҏ и ᾼ

ἨᴩⱢч Ȳᵛṿ҃ ӑӇ ṶԈצ᾿ Ȳ ừᵛ Ḗ Ϣ (ֽῂЏȳ

ї ) ṓȲ ᴷṶԈ ҃ ᾼ Ȳṳḟứ йᾼќ ╟ȴ 

 

3.  ắ֚ ṶԈ ᾼ֝ Ἠ ֯ ȳ ῀ȳӢ ȳῂӻếᴩⱢѠ ᾼч Ἠ

ἬЛ֝Ȳצ ═ ế ᴷȲѿ ᵑắ ᾼ Ӣ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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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員所屬機構的其他社工；有些社會服務機構設有的心理服務可為學校提供額外

的支援。學校宜及早向有關機構了解情況及備存支援服務機構電話 (附件 3) ，並定

時更新有關資料。  

 

五. 召開教職員會議及情緒支援 

 擬訂了危機處理支援計劃後，校長應立即召開教職員會議 (附件 7)，目的是

要向校內所有教職員交代有關事情；澄清所得資料的真確性；解答他們對事件的疑

問；解釋學校危機處理小組所擬訂的支援計劃；並就教職員的意見對支援計劃作出

適當的修訂。會議必須落實支援計劃的執行時間、步驟及分工等細節。對於情緒受

到困擾的教師，校長可考慮安排其他教師代替他們的職務，及尋求社工或心理學家

的協助，提供情緒輔導，並因應個別教職員的需要，考慮向外尋求跟進輔導服務。  

教職員會議目標如下：  

一 .  讓教職員掌握危機事件的基本資料及事實；  

二 .  解答教職員對事件的疑問，消除疑慮；  

三 .  解釋並落實危機處理小組所擬訂的支援計劃；  

四 .  讓教職員知道他們可能會出現的情緖反應並對他們的情緒表達理解。  

 

 

 Ԉ 7  

 

Ϛ.  ΩӁṶԈц ѠӴ ȴ 

ϡ.  Ṷ ц ȴ 

Ϯ.  ц ќ ȸ 

¶ ֚ Њ Ἤ ứᾼќ ȷ 

¶ ќ ᾼ ᴩ ȳḔ ȳиЏ ц Ϣȴ 

ҳ.  Ӣќ Џᵂ(ֽ ѻԉ ȳ ᵑ ѻԉ )  

¶ в ц ȷ 

¶ ♆ ד ѝԈȲֽȸ ᶱ ( Ԉ 8)ц ֽᴶ֫ ӢҠ ҏ

ᾼч ( ᴕ 2)  

¶ Ɫצ ᾼ ẁẦᵗȴ 

Х.  ᾼ ῶ  

¶ ֣ Ҡ ҏ ᾼ ч Ȳṳ ҃ ᾼч ῶ ȷ 

¶ ᵑ ắᵺ ᾼ ȷ 

¶ ∟ׄ ќ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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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8  

֚ Ṷ╝̅̅  ᶱ  

Ϛ.  Ɫ Ӣ ẁќ П›Ȳ ậ Ἤצצ Ȳṳ ứᴞАᾼ ȴ 

ϡ.  ᵂֻї цќ Ӣȴ 

Ϯ.  Ӣ֯צ Ȳ ḖẦᵗȲṳᵫ῀Ḗᵗᾼ ȲҔ╗ Ӣ ὢ ᾼ

ȴ 

ҳ.  ֯ԉᴶ ᾓϯȲ ạ☼ṕᾼ ȴ 

Х.  Ӣᾼ цᴩⱢȲᵂҏ йᾼќ ȴ 

г.  ԝҏᵃ Ɫצ ӻӦ ֚ Њ Ἠ ᾼ Ӣ֤ ȴ 

ϝ.  ֽὨᵃ Ɫ ϱЄ и Ӣ ֪Ɫӭ ҵṶԈȲἨ ṝ ҵṶԈᴖắẞ

Ȳ ῀ ֚ Њ ȲẦᵗᵃ צ Ӣᾼ ȴ 

ϥ.  ҏ ѡ ц ∟ Ȳ ẁἨậ צ ᾼ ȴ 

ϟ.  Ἤצ ᾼ ӻ Ѡ ṕϢȴ 

ϫ.  Ӕ ⁄ Ἠנ ᾼ ḖȲ᾿ᴟ ẞҫᴩ ῀ⱢѦȴ 

ϫϚ. צֽ  ȲҠѿᴕ Ἃ Ἠᴕ ȴ 

 

 

 

教職員情緒支援小組  

學校可因應教職員的需要，選擇在合適的時段為受影響的教職員安排情緒支

援小組 (附件9)，疏導他們的情緒，及於小組後按需要繼續跟進。小組可由社工或

心理學家帶領。學校應安排受影響程度及 /或經歷相近的教職員參與同一情緒支援

小組，以確保他們得到合適的支援。  

教職員情緒支援小組目標如下： 

一. 讓教職員掌握危機事件的基本資料及事實； 

二. 讓教職員分享，疏導情緒； 

三. 讓教職員掌握危機事件引發的常見反應及需進一步支援之警號； 

四. 讓教職員掌握應對策略及求助途徑； 

五. 識別有需要的教職員作進一步的了解及支援；如有需要，作出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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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9  

ќ Њ в  

Ϛ.  іϤЊ в  

¶ Ϣ ᴞᶺЮ ȷ 

¶ ЮЊ ӭᾼц ⁄ (Ҕ╗’ цФד ) ȴ 

 

ϡ.  ӻ҅ṶԈ 

¶ ӻ҅ ѠБ ᾼṶ ȷ 

¶ ҷ ᾼ ȲẂֽ цФ /ῂӻ ϱᾼ ȷ 

¶ ֽṶԈ цᴞ ϺȲײ ֣ ṶԈБӻӦ Ѡ ▲ȲЛ ừᵂҏԉ

ᴶ ȷ Ϣ ╓ҏᴞ Л╥Ӧ Ϛ ֪Ἤ ȲЄכ Ԍ ￼∟

צ ц  ᾼ֪ Фד ȷ֝ Ϣ Ӽ ᵡứᴞ ᴩⱢȲṳ ҏӢ

Ễ ᾼ ȴ 

 

Ϯ.   

¶ Ȳ֫ ᵍ ЛӇ Ἠ҆ϢЛׄᾼ ȷ 

¶ Ҭ СБ ᾼ Ӑ цṶ ȷ 

¶ ֫ ᾼ ȴ Л῀ Ȳ ỌӪ֫ ɦᶺЛ῀ ɧȲֽצ

ȲҠ∕Ίứ ∟ȲИᵫ῀҃ ȴ 

 

ҳ.  иṹ֯ ȳ ῀ȳӢ ȳῂӻếᴩⱢѠ ᾼч  

¶ Ҡѿӣѿϯ ( )Ϡ ᾼч ȸ 

ü ɦᵃ ֻ ȹצᵡ ȹ︢Ѐ≢ ȹɧ 

ü ɦᵃ ᵡ М Ṷȹɧ 

ü ɦᵃצꜙ ắếч ȹɧ 

¶ иṹ ϯ ᾎц ắȲЛ Ḗ҃ Ẕ ṶԈᾼ ȴ

҆ϢЛׄᾼ Ȳ Ϣ і Миṹ ϯᾼ

ч ȷ 

¶ ẞ їȳвΆȳ ∫ Лׄᾼ ╥ ṓᾼч ȷ 

¶ ẞẔ҃Ϣ Ὼᾼדצ ếч Ȳ҃ ṳЛỦ ȲḆҠФדќ

═(ֽ ӣ)  ȷ 

¶ ֽὨצ═ ἨҒ ч ȲӇ ḖẦᵗȴ 

 

Х.  иṹ֚ ṶԈ Ӣ∟⌂ ᾼ   

¶ иṹ⌂ ᾼ ( ᴕ 3)  ȷ 

צֽ ¶ ȲҠ Ϛṷ דѠᾎἨẔ҃ו ᾼ ( ᴕ 4)ȷ 

¶ ֚ ṶԈ цᴞ ᴩⱢȲ ᴞ ṳ⌂ ᾼ ḟѠᾎȴ 

 

г.  Ϡ ᾼќ Ṇ Ȳ ’҃ ẞ ᾼќ═ 

¶ Ҡѿӣѿϯ ( )Ϡ ᾼќ Ṇ ȸ 

ü ɦᵃᾼ Ϣ ԈṶצШ ч ȹɧ  

ü ɦ҃ ֽᴶ ᵃ ȹɧ 

ü ɦ ᵃ Лׄ Ȳᵃ Ш ᵗᴞА ȹɧ 

ü ɦֽὨᵃצ═ Лׄᾼ Ȳᵃ ȹᵃ ֽᴶ ḖẦᵗȹɧ 

¶ ’҃ ẞ ᾼќ═ 

ü ᵫ ᵃ ᵗ҃ȷ 

ü Ầᵗ Ϡ ᴞАᾼќ Ṇ Ȳֽ Ϣȳὣхȳ ќ Ϣ Ȳ

῀ Ҡѿ֯ᴶ ḖẦᵗ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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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ἒױќ Ȳֽ ᵺ Ἠ Є ȲҠѿ᷄֝ Ἠד

ἨῂЏ ᵗȴ ῀ █ṷ צ ᵺ ȲӼ ᵫ ד

ếῂЏȷ 

ü Ю ῂ Ȳ ᵑ ѽќ ᾼ Ȳѿ―ѡ∟ ȴ 

 

ϝ.  Ϡ ц ᾼч Ȳ ᵑצ ᾼ ᵂ ϚḔᾼϠ цќ  

¶ █ṷ ╥ᵡצ и ᾼ ἨᴩⱢч (ֽḀ ȳ ᴞ Ἠ

≤)ȷ 

¶ ֽṶԈ цᴞ ϺȲײ צḥצ ᾼᴞ῏ײ֝ ᴩⱢȷ 

¶ ṷצ ч ᾼ Ю ῂЏἨ Ḗῂ ȷ 

 

 

 

六. 學生支援 

學校需按個別事件的特質及實際情況，就個別學生、班級和組別的需要作出

分析，評估學生可能受影響的程度，從而為他們提供不同層級的支援措施。以下表

格列出不同支援層級的支援對象、形式和目的：  

支援層級 支援對象 形式  目的  

一般支援  

一般學生  

向學生宣布消息  À 澄清事實  

簡短班主任課  

À 澄清事實  

À 鞏固支援系統  

À 識別需要進一步支援的學生  

受輕微影響的學生  特別班主任課  

À 澄清事實  

À 鞏固支援系統  

À 心理教育  

À 識別需要進一步支援的學生  

進一步支援  受較大影響的學生  小組輔導  

À 澄清事實  

À 鞏固支援系統  

À 心理教育  

À 情緒輔導  

À 識別需要加強支援的學生  

加強支援或向

外轉介  
受嚴重影響的學生  

個別輔導  

À 澄清事實  

À 鞏固支援系統  

À 心理教育  

À 情緒輔導  

À 訂定個人目標和計劃  

À 識別需要作出轉介的學生  

轉介  
À 專 業 評 估 及 心 理 及 / 或 藥 物

治療  

 

注意：在危機發生後的不同階段(危機發生後即時、數天、數星期)，教職員也需要持續觀

察和評估學生的反應，從而在不同的階段安排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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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支援 

向學生宣布消息  

 在危機處理籌備工作完成後，學校應儘快通知學生有關事件，減少同學間出

現無根據揣測的機會。延誤宣布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焦慮。學校可因應事件性質、

實際情況、學生需要等，選擇宣布形式。學校需確保向有關學生所宣布的消息是一

致的，及有需要的學生能即時得到合適的支援。在一般情況下，可以由班主任在班

內向學生宣布有關消息。如果事件涉及自殺或估計事件將引發較強烈的情緒反應，

學校應在班內宣布消息，教職員必須密切觀察學生的反應，為有需要的學生給予即

時支援。以下為宣布內容要注意的事項：  

一. 應儘量簡單直接；  

二. 簡單地解釋校方正進行及準備進行的工作；  

三. 簡單介紹恰當的策略去應對危機事件所帶來的反應；  

四. 如事件涉及死亡，校長可陳述簡短悼辭；  

五. 如事件涉及自殺死亡，內容應避免描述自殺行為的細節，以免產生不必

要的恐懼或模仿的行為。學校應保持不批判態度，並避免把事情美化。

同時，需鼓勵學生遇到困難應積極面對，並提醒他們尋求協助。  

 

 

 Ԉ 10  

֣ ӢΩӁ֚ ṶԈ Ӑ ( Ϛ )  

Ӑ Эנ 7 30иןẞ Ѡẃ Ȳ Ӑ ᴯМϡ֝ ֯ϱ М ẞӻ ҵȲṝắ

Ȳ ∟ ᾓ ứȴᶺ Б֣ ṷ֝ ᾼ Ϣ ѿ Ȳṳ ẁẦᵗȴӭ› ѠӔ ṶԈ

ᴩ ▲Ȳ֯ ◕ᶺ Лừ ṶԈᵂ Ἠϯᵒ ȴ 

ὑ ẔẃᾼṶԈȲֽטּ  ế − ế ȴ֝ ῀ ṶԈ∟ȲҠ Лצ

֝ᾼ ắȴצṷ֝ − їȲצṷ֝ ẞЛׄế Ȳϭצṷ֝ Ҡ ḥצ ᵑᾼ

Ȳ ╥ ṓᾼȴᵃ ӼҠ Л ṶԈȲϭἨ῏ ӑ ֻ ѿἏϚ М ϱ

Ȳ ṷ ╥ ṓᾼч ȴ 

 ế − ї֢ᴯ֝ Ȳֽᵃ ԈṶԈ ᴔ ȲҠѿẞ_ _ _ _ _ _ _ _
⅍ȴᶺ ᾼ Ӣ ᴔ ȳ ѻԉȳּדѻԉц   ֝ ᾼ ᾎế ắȴ 

∟Ȳᶺᶦ ֣֝ ế ϢСѿ йᾼ Ȳᶦ ֝ ѡנ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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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1  

֣ ӢΩӁ֚ ṶԈ Ӑ ( ϡ )  

М ῀Ӑ Эѡ ӢϚỨ ȴϚ֤ḽ Ϣ ῝ẔᴰἬӂүȲ Ṯ

∟Ȳ Лᾙȴ 

 ЛἅȲ Ӣ֯ᶺ ᾼϚᴯ֝ ṝϱȴ ẃȲԓ Ɫ їц ȴӭ›

ѠӔ ṶԈ ᴩ ▲Ȳ֯ ◕ᶺ Лừ ṶԈᵂ Ἠϯᵒ ȴ 

֝ ῀ ṶԈ∟ȲҠ Л֝ᾼצ ắȴצṷ֝ − їȲצṷ֝ ẞЛׄế

Ȳϭצṷ֝ Ҡ ḥצ ᵑᾼ Ȳ ╥ ṓᾼȴᵃ ӼҠ Л ṶԈȲϭἨ῏

ӑ ֻ ѿἏϚ М ϱ Ȳ ṷ ╥ ṓᾼч ȴ 

ᶺᶦ ֝ ẞᵺ Ȳ ӣ ᾼ ⇔ Ȳ Ḗ ḟᾼѠᾎȴ֝ Ҡѿ᷄  ȳדכϢἨ

Ȳ ḖẦᵗȴֽὨ֝ ԈЛἅṶԈ ȲҠѿẞ____________⅍ȴᶺ ᾼ

Ӣ ᴔ ȳ ѻԉȳּדѻԉц   ֝ ᾼ ᾎế ắ 

∟Ȳᶺᶦ ῶӱ⁷῏ײ֣ Ȳᶦ ҃ ׄ ȲӼᶦ ҃ Ϣᾼї ѡӂנ

ȴ Є ϱ Ȳѿ ѠהῶӱЄ ᴯ֝ ᾼ⁷ ȴ 

 

 

 

簡短班主任課  

 

當危機事件發生後，學生可能會對危機事件產生疑問。因此，學校可以安排

簡短班主任課，提供事件的基本資料，並解答學生對危機事件的疑問，讓他們掌握

危機事件的事實，減少同學間的揣測，並繼續觀察學生的情緒反應。學校宜事先準

備有關危機事件的準確資料，以便班主任在進行簡短班主任課時回答學生問題。若

過程中察覺某些學生情緒受困擾，則需進一步了解學生的情況及安排合適的支援，

例如小組或個別情緒輔導。  

簡短班主任課目標如下：   

一. 讓學生掌握危機事件的基本資料及事實；  

二. 解答學生對事件的疑問，消除疑慮；  

三. 讓學生知道求助途徑；  

四. 識別有需要的學生作進一步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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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2  

ѻԉ в  

 
Ϛ.  ӻ҅ṶԈ 

¶ ӻ҅ ѠБ ᾼṶ ȷ 
¶ ҷ ᾼ ȲẂֽ ᾼ ȷ 
¶ ֽṶԈ цᴞ ϺȲײ ֣ Ӣ ṶԈБӻӦ Ѡ ▲ȲЛ ừᵂҏԉᴶ ȷ Ϣ

╓ҏᴞ Л╥Ӧ Ϛ ֪Ἤ ȲЄכ Ԍ צ∟￼ ц  ᾼ֪ Фד
ȷ֝ Ϣ Ӽ ᵡứᴞ ᴩⱢȲṳ ҏӢỄ ᾼ ȴ 

 
ϡ.  Ӣ   

· Ӣ Ȳ֫ ᵍ ЛӇ Ἠ҆ϢЛׄᾼ ȷ 
· Ҭ СБ ᾼ Ӑ цṶ ȷ 
· ֫ Ӣᾼ ȴ Л῀ Ȳ ỌӪ֫ ɦᶺЛ῀ ɧȲֽצ ȲҠ∕Ίứ

∟ȲИᵫ῀҃ ȷ 
· Л Ḗ Ӣ Ẕ ṶԈᾼ ȴ 

 
Ϯ.  ᵫ Ӣ ḖẦᵗᾼ ȲẂֽ֣ Ϣ ȳ Ἠ  Ḗᵗȴ 

 
ҳ.  Ϡ ц Ӣᾼч Ȳ ᵑצ ᾼ Ӣᵂ ϚḔᾼϠ цќ  

· █ṷ Ӣ╥ᵡצ и ᾼ ἨᴩⱢч (ֽḀ ȳ ∫ȳᴞ Ἠ ≤)  
· ṶϢᾼֻὣхȲḽ/ЅὣхȳҊᶬỠỘἨɦ Ϣɧ ṶԈᾼч ếᴩⱢῶ  
· Юצ ϚḔќ ᾼ Ӣ Ϣ  

  

 

 

特別班主任課  

 當危機事件發生後，除了為大部分學生提供最基本的支援，例如透過上述的

簡短班主任課講述事件基本的事實外，學校需要為某些可能受輕微困擾的學生安排

特別班主任課。在危機事件發生後的初期，學生在情緒、認知、生理、社交和行為

方面出現轉變是常見的(參考資料 1) ，學校可藉著特別班主任課為他們提供心理教

育，教導他們常見的認知、情緒、行為反應，應對策略和求助途徑，並繼續觀察他

們的反應。若過程中察覺某些學生情緒受較大困擾，可安排進一步的支援，例如小

組或個別輔導。  

當學校發生危機事故，學生會較願意對熟悉和關心自己的成人接觸。一般來

說，特別班主任課適宜由班主任在課室內進行。班主任對學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較容易察覺學生的情緒反應和變化，班主任亦是學生較為熟悉的成年人，故安排班

主任帶領特別班主任課較為適合。若負責教師需要輔導人員協助進行班主任課，校

方應作出相應安排。  

特別班主任課目標如下：  

一. 讓學生掌握危機事件的基本資料及事實； 

二. 讓學生掌握危機事件引發的常見反應及需進一步支援之警號； 

三. 讓學生掌握應對策略及求助途徑；  

四 .  識別有需要的學生作進一步了解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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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3  

ᵑ ѻԉ в  

Ϛ.  ӻ҅ṶԈ 

· ӻ҅ ѠБ ᾼṶ ȷ 
· ҷ ᾼ ȲẂֽ ᾼ ȷ 
· ֽṶԈ цᴞ ϺȲײ ֣ Ӣ ṶԈБӻӦ Ѡ ▲ȲЛ ừᵂҏԉᴶ ȷ

Ϣ ╓ҏᴞ Л╥Ӧ Ϛ ֪Ἤ ȲЄכ Ԍ צ∟￼ ц  ᾼ֪
Фד ȷ֝ Ϣ Ӽ ᵡứᴞ ᴩⱢȲṳ ҏӢỄ ᾼ ȴ 

 

ϡ.  Ӣ  

· Ӣ Ȳ֫ ᵍ ЛӇ Ἠ҆ϢЛׄᾼ ȷ 
· Ҭ СБ ᾼ Ӑ цṶ ȷ 
· ֫ Ӣᾼ ȴ Л῀ Ȳ ỌӪ֫ ɦᶺЛ῀ ɧȲֽצ ȲҠ∕

Ίứ ∟ȲИᵫ῀҃ ȷ 
· Л Ḗ Ӣ Ẕ ṶԈᾼ ȴ 

 

Ϯ.  ֚ ṶԈ Ӣ∟ᾼ ṓч ȸ 

· ȳ їȳвΆȳ ∫ Лׄ ╥ ṓᾼч ( ᴕ 1)ȷ 
· ῶ Л֝ϢҠ ṶԈצЛ֝ᾼч Ȳ ἒױᾼч  Л֝ȷצ
· ӢֽὨצ═ ἨҒ ч ( ᴕ 1)ȲӇ ḖẦᵗȴ 

 

ҳ.  иṹ֚ ṶԈ Ӣ∟⌂ ᾼ цḖᵗ ( ᴕ 3ц 4)  

· иṹ⌂ ᾼ  (ֽ ᴜᴚ ᾎȲו Ḗῂӻќ ) ȷ 
· ֚ ṶԈ цᴞ ᴩⱢȲ ӢὙӪᴞ ṳ⌂ ᾼ ḟѠᾎȷ 
· Ϡ Ӣᾼќ Ṇ Ȳ ’҃ ẞ ᾼќ ȷ 
· ᵫ Ӣ ḖẦᵗᾼ ȲẂֽ֣ Ϣ ȳ Ἠ  Ḗᵗȷ 
· ҃ ֽ ᵺ Ἠ Є Ȳ ֣נ ϢἨ ḖẦᵗȴ 

 

Х.  Ϡ ц Ӣᾼч Ȳ ᵑצ ᾼ Ӣᵂ ϚḔᾼϠ цќ  
· █ṷ Ӣ╥ᵡצ и ᾼ ἨᴩⱢч (ֽḀ ȳ ᴞ Ἠ ≤)ȷ 
· ṶϢᾼֻὣхȲḽ/ЅὣхȳҊᶬỠỘἨɦ Ϣɧ ṶԈᾼч ếᴩⱢῶ ȷ 
· ֽṶԈ цᴞ ϺȲײ צḥצ Ӣ ᾼᴞ῏ײ֝ ᴩⱢȷ 
· ṷצ ч ᾼ Ӣ Ю ῂЏἨ ȷ 
צ · ֽᴶ Ӣᾼ ч Ȳ Ҡ ᴕ 2ȴ 

 
 

  

 

課後教師的回應  

 在簡短班主任課/特別班主任課後，負責教師可填寫回應表，然後交學校危

機處理小組，並在檢討會議上討論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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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4  

ѻԉ / ᵑ ѻԉ
*
ȸ ֫ ῶ  

( * ᵔ Л ӣ῏ )  

 ѡ   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ᵑ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ѻԉ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Ȳ ᶔ∟ ӻ__________________ȴ  

 

1.  Ӣ֯ ѻԉ ϱצḥצ ᾌ ἨẔ҃ ȹ  

ʋצ  ԝὙȸ______________________ 

ʋḥצ  

 

2. צḥצ  Ӣ Юᵂ ϚḔᾼ ȹ  

ʋצ  Ӣở֤ȸ______________________ 

ʋḥצ  

 

3.  Ӣ ԈṶצꜙ ṓἨч 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ὑѻ═ ѻԉ Ȳᵃצꜙ ṓȹ  

֥ ȸ   ʋ֝ ʋЛ֝   

☼ ȸ   ʋ֝ ʋЛ֝    

Ἤ ẁᾼ ֥ ȸ ʋ֝ ʋЛ֝  

ᵃצḥצ ẞᵺ ȹ(ֽצȲ 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Ẕ҃∂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進一步支援 

小組輔導  

 學校宜考慮為可能受較大影響的個別學生、班級和組別提供進一步支援，有

需要時學校可把受困擾程度相近的學生、在危機事件中經歷相近的學生或與當事人

關係相若密切的學生，如校隊隊友、友好的同學，分成同一小組進行輔導。小組輔

導應由輔導教師、社工或心理學家帶領，小組人數建議不多於八至十人。此外，輔

導人員須緊密與家長溝通，及於小組後繼續跟進學生情況。在小組輔導的過程中，

若察覺某些學生受嚴重的情緒困擾/出現強烈情緒反應，除了即時安排社工或心理

學家進行個別輔導外，學校可考慮轉介學生接受較長期的輔導或專科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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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輔導目標如下：  

一. 讓學生掌握危機事件的基本資料及事實；  

二. 讓學生分享，疏導情緒；  

三. 讓學生掌握危機事件引發的常見反應及需進一步支援之警號；  

四. 讓學生掌握應對策略及求助途徑；  

五. 識別有需要的學生作進一步的了解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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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Њ в  

 

Ϛ.  іϤЊ в  

¶ Ϣ ᴞᶺЮ ȷ 

¶ ЮЊ ӭᾼц ⁄ (Ҕ╗’ цФד )ȴ 

 

ϡ.  ӻ҅ṶԈ 

¶ ӻ҅ ѠБ ᾼṶ ȷ 

¶ ҷ ᾼ ȲẂֽ ᾼ ȷ 

¶ ֽṶԈ цᴞ ϺȲײ ֣ ṶԈБӻӦ Ѡ ▲ȲЛ ừᵂҏԉᴶ

ȷ Ϣ ╓ҏᴞ Л╥Ӧ Ϛ ֪Ἤ ȲЄכ Ԍ צ∟￼

ц  ᾼ֪ Фד ȷ֝ Ϣ Ӽ ᵡứᴞ ᴩⱢȲṳ ҏӢỄ

ᾼ ȴ 

 

Ϯ.  Ӣ  

¶ Ӣ Ȳ֫ ᵍ ЛӇ Ἠ҆ϢЛׄᾼ ȷ 

¶ Ҭ СБ ᾼ Ӑ цṶ ȷ 

¶ ֫ Ӣᾼ ȴ Л῀ Ȳ ỌӪ֫ ɦᶺЛ῀ ɧȲֽצ

ȲҠ∕Ίứ ∟ȲИᵫ῀҃ ȴ 

 

ҳ.  Ӣиṹ֯ ȳ ῀ȳӢ ȳῂӻếᴩⱢѠ ᾼч  

¶ Ҡѿӣѿϯ ( )Ϡ Ӣᾼч ȸ 

ü ɦᵃ ֻ ȹצᵡ ȹ︢Ѐ≢ ȹɧ 

ü ɦᵃ ᵡ М Ṷȹɧ 

ü ɦᵃצꜙ ắếч ȹɧ 

¶ Ӣиṹ ϯ ᾎц ắȲЛ Ḗ҃ Ẕ ṶԈᾼ ȴ

Ӣ ҆ϢЛׄᾼ Ȳ Ϣ і Ӣ Миṹ ϯᾼч ȷ 

¶ Ӣ ẞ їȳвΆȳ ∫ Лׄᾼ ╥ ṓᾼч ȷ 

¶ Ӣ ẞẔ҃Ϣ Ὼᾼדצ ếч Ȳ҃ ṳЛỦ ȲḆҠФדќ═(ֽ

ӣ)ȷ 

¶ ӢֽὨצ═ ἨҒ ч ( ᴕ 1)ȲӇ ḖẦᵗȴ 

 

Х.  иṹ֚ ṶԈ Ӣ∟⌂ ᾼ   

¶ иṹ⌂ ᾼ  ( ᴕ 3)ȷ 

צֽ ¶ ȲҠ Ϛṷ דѠᾎἨẔ҃ו ᾼ ( ᴕ 4)ȷ 

¶ ֚ ṶԈ цᴞ ᴩⱢȲ ӢὙӪᴞ ṳ⌂ ᾼ ḟѠᾎ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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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  Ϡ Ӣᾼќ Ṇ Ȳ ’҃ ẞ ᾼќ═ 

¶ Ҡѿӣѿϯ ( )Ϡ Ӣᾼќ Ṇ ȸ 

ü ɦᵃᾼ Ϣ ԈṶצШ ч ȹɧ  

ü ɦ҃ ֽᴶ ᵃ ȹɧ 

ü ɦ ᵃ Лׄ Ȳᵃ Ш ᵗᴞА ȹɧ 

ü ɦֽὨᵃצ═ Лׄᾼ Ȳᵃ ȹᵃ ֽᴶ ḖẦᵗȹɧ 

¶ ’҃ ẞ ᾼќ═ 

ü ᵫ Ӣᵃ ᵗ҃ȷ 

ü Ầᵗ ӢϠ ᴞАᾼќ Ṇ Ȳֽ Ϣȳὣхȳ ќ Ϣ Ȳ

Ӣ῀ Ҡѿ֯ᴶ ḖẦᵗȷ 

ü Ӣἒױќ Ȳֽ ᵺ Ἠ Є ȲҠѿ᷄ᴔ ἨῂЏ

ᵗȴ ῀ █ṷ Ӣצ ᵺ ȲӼ ᵫ ᴔ ếῂЏȷ 

ü ᵑ ѽќ ᾼ ӢȲѿ―ѡ∟ ȴ 

 

ϝ.  Ϡ ц Ӣᾼч Ȳ ᵑצ ᾼ Ӣᵂ ϚḔᾼϠ цќ  

¶ █ṷ Ӣ╥ᵡצ и ᾼ ἨᴩⱢч (ֽḀ ȳ ᴞ Ἠ ≤)ȷ 

¶ ֽṶԈ цᴞ ϺȲײ צḥצ Ӣ ᾼᴞ῏ײ֝ ᴩⱢȷ 

¶ ṶϢᾼֻὣхȲḽ/ЅὣхȳҊᶬỠỘἨɦ Ϣɧ ṶԈᾼч ếᴩⱢῶ

ȷ 

¶ ṷצ ч ᾼ Ӣ Ю ῂЏἨ ȷ 

צ ¶ ֽᴶ Ӣᾼ ч Ȳ Ҡ ᴕ 2ȴ 

 
 

 

加強支援或向外轉介 

個別輔導  

個別學生如因危機事件嚴重受影響，例如出現過度或持續強烈情緒或行為反

應，學校宜安排學校社工或心理學家為他們提供個別情緒輔導。個別輔導後，輔導

人員需持續留意及跟進學生的情況。若察覺某些學生有非常嚴重的困擾，學校應轉

介學生予醫療專業人士以作適切及較長期的輔導或專科醫療服務。學校需注意個別

輔導旨在提升學生的應對能力，以處理危機所帶來的即時困難。   

個別輔導目標如下：  

一. 穩定學生情緒；  

二. 讓學生掌握危機事件為自己帶來的影響；  

三. 協助學生處理危機事件帶來的問題；  

四. 識別有需要的學生作向外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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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6  

Ӣ ᵑ в  

Ϛ.  ᴞᶺЮ  

¶ Ϣ ᴞᶺЮ ȷ 

¶ Юӭᾼц ⁄ (Ҕ╗’ цФד )ȷ 

¶ Ϡ Ӣᵛ Ӑ Ȳֽ’ ȳ ẁ Ѭ ȷ 

¶ ∂Ӵ ȳẓ֝ їᾼ …ȴ 

 

ϡ.  Ầᵗ ứ Ӣ  

¶ Ӣ ╥ᵡ ứȷ 

צֽ ¶ ȲԒ ứ Ӣ ȷ 

¶ ֽ ứ Ӣ Б ứȲ―Ҡѿ ᴩ ᵑ ȴ 

 

Ϯ.  ᵑ֚ ṶԈⱢ Ӣ ẃᾼ  

¶ Ϡ Ӣ֯ṶԈМᾼ (
ɾ
ᾃ ȸ ᵍ Ḗ Ӣ ЛӇ Ἠ҆ϢЛׄᾼ

)ȷ 

¶ ᾃ Ӣ╥ᵡצ ᴞАἨẔ҃Ϣᾼ ᾎȲц ᵑЛ֥ ᾼ ц Ѡ

ᾎȷ 

¶ ᵑ Ӣ Ϣ Ѡᾎцќ Ṇ Ȳֽ Ϣȳὣхќ ȴ 

 

ҳ.  Ầᵗ Ӣ ֚ ṶԈ ẃᾼ  

¶ Ϡ цẦᵗ Ḗ֥ ᾼ ц Ѡᾎȷ 

¶ Ԛ֝ Ӵӭ ц ḟ ȴ 

 

Х.   

¶ Ӣ ⌂ ᾼ цᴩ ȴ 

 

 

向外轉介  

學校若察覺有某些學生因危機事件嚴重受影響，應轉介他們接受較長期的

輔導或專科醫療服務。學校在作出轉介後應與有關機構保持聯絡，以便在校內作

出適當的配合及跟進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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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家長溝通及支援 

知會家長  

校方應把危機事件知會有關學生家長，讓他們明白學校正進行及準備進行的

支援工作。校方宜知會家長，請他們留意子女的情況，有需要時應請家長到校商討

協助子女的方法。  

校方可參考下列指引，在危機事件發生當日擬備家長特別通告，並派發給學生

帶返家中：  

· 尊重個人私隱，不要隨意發放有關任何人的資料，尤其是當事人的資料ȷ 

· 只報告事實，避免臆測或假設ȷ 

· 告知家長校方已採取何種適當措施，照顧學生和教職員的需要ȷ 

· 如家長為外籍人士，通告應附以譯文ȷ 

· 家長在接到通告後，或會致電或前往學校查詢情況，校方需安排教職員負

責解答家長的查詢。  

  此外，學校可將家長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5 及 6)，附於特別通告派發給家長。  

 

 Ԉ 17  

  ᵑ ᵫ Ӑ ( Ϛ )  

֢ᴯ  ȸ 

 Ӑ Ϛ֤ Ӣὑ____ד____ѣ___ѡЛἅ ѷȴԓ Ӣ ế ȴ 

 ᴯ֝ ᾼײϺȲҠ і Ẕ҃֝ ᾼ цЛׄȲ Бᵛ

ɦ֚ Њ ɧȲӦ Ṏї ȳ в ц ῂЏⱢצ ᾼ Ӣ

ẁ ќ Ȳ ҃ ᾼ ế ҃ ᾼ ȴ 

 ֢  ֯ щֵ  ІЅᾼῶ (Ẃֽȸ ІЅצᵡ ӂѡἢ

ȳҷ ȳ ȳ )ȴ   ҃ ᾼ Ȳ ҃ ҏᴞАᾼ

ắȲṳ С йᾼׄ ц ȴֽצ Ȳ ֣  ȳѻԉȳ ѻԉἨ Ӣ

ѻԉ ḖẦᵗȲἨ ( _______________)ȴ 

 

         _________________Њ  

         ȸ _________________  

 ѣ____ѡ____ד____         

( ȸ ϱ вẔ҃ῂ ὢ ᾼ Ȳѿẁ ᴕȴ)  

Ḗᵗ  

ῂ ᵓ ȸ               2343 2255 

ӢỄ ȸ                 2382 0000 

ᵓṸṮѦᴞ ȸ   2389 2222 

ᵓṸ ȸ               2896 0000 ( ẁֵ ṕὢ )  

Ὑ ֣ ȸɶ֣ ɷ:  1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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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8  

  ᵑ ᵫ Ӑ ( ϡ )  

֢ᴯ  ȸ        

 Ӑ Э7נ 30иןẞ Ѡẃ Ȳ Ӑ ᴯМϡ֝ ֯ϱ М ẞӻ

ҵȲṝắ Ȳ ∟ ᾓ ứȴᶺ Б֣ ṷ֝ ᾼ Ϣ ѿ Ȳṳ ẁẦᵗȴӭ›

ѠӔ ṶԈ ᴩ ▲Ȳ֯ ◕ᶺ Лừ ṶԈᵂ Ἠϯᵒ ȴ 

 

צ ṷ֝ ᾼắ ṶԈȲ Бᵛ ɦ֚ Њ ɧȲӦ Ṏї ȳ

в ц ῂЏ ắᵺ ᾼ ӢȲ ẁẦᵗȴ й ᾃắ ֝ ếԓ

Ӣᾼ ᾓȲṳ ᵂҏ ȴ 

 

֢ᴯ  ֯ щֵ   ІЅᾼῶ Ȳֵ ҃ Ȳ ҃ ҏᴞАᾼ

ắȲṳ С҃ йᾼׄ ȴ֝ ȲӼ  ֵ ІЅ ȲϠ цὙӪ҃ ᾼ ȴֽ

צ Ȳ  Ἠ ῂЏȲ ϩẦᵗȴ 

 

_________________Њ  

 ȸ____________________  

 ѣ____ѡ____ד_____

 

( ȸ ϱ вẔ҃ῂ ὢ ᾼ Ȳѿẁ ᴕȴ)  

Ḗᵗ  

ῂ ᵓ ȸ               2343 2255 

ӢỄ ȸ                 2382 0000 

ᵓṸṮѦᴞ ȸ   2389 2222 

ᵓṸ ȸ               2896 0000 ( ẁֵ ṕὢ )  

Ὑ ֣ ȸɶ֣ ɷ:   18288 

 

 

  

 

家長簡報會  

如危機事件廣泛影響學生心理及情緒，學校可能需要舉行家長簡報會，以減

少家長的疑慮。學校可在家長特別通告中通知家長有關家長簡報會的安排。  

簡報會應有充足的時間回應家長提問。如有需要，可為家長安排輔導。學校

事前需聯繫及安排足夠的輔導人員，以個別或小組形式與有需要的家長會面。  

  



 31 
 

 Ԉ 1 9 

  в  

1.  ֚ ṶԈצ ᾼ ȴ 

2.  ֽᴶ ֚ ṶԈᵂҏ ếׄ ȴ 

3.  Ὑ Ѡ ậᾼ ╟Ȳѿ ᵍ֝ ₤Ṷ╝ԛװ Ӣȴ 

4. צ  ᴞ ԑᾼ (ֽ ӣ)ȴ 

5.  ɦ   ᴕ ɧᾼ Ȳ  ῀ ֽᴶẦᵗІЅ ṶԈế

( ᴕ 5ц 6)ȴ 

6.   ќ ІЅᾼ ἤȴ 

7.  ֥ᵂᾼ ἤȴ 

8.  Ю ќ ἨϢ ᾼ ȴ 

9.  ѿ ᵑἨЊ ᶮה ṓצ ᾼ  ȴ 

 

 

 

 

慰問家屬  

如危機事件涉及死亡，校長或學校的代表可聯同學校社工和死者的班主任

(如適用 )，前往探訪及慰問死者的家人，並協助安排所需支援。如有需要，校方可

向死者家屬提供輔導機構的聯絡資料。校方亦應留意各人的情緒是否能應付是次探

訪，必要時可安排其他教師代表。  

 

參加追思活動和喪禮  

追思活動  

¶ 學校可透過安排追思活動讓學生表達對死者的懷念及抒發哀傷情緒。追思活動

應傳遞正面和有希望的訊息，鼓勵學生以正面的態度面對事件ȷ 

¶ 學校可提供學生與死者道別的途徑，代表事件的終結，也是對死者的一份尊重ȷ 

¶ 學校應容許學生選擇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心意，讓學生選擇是否參與追思

活動及安排學生在安全的情況下離開活動ȷ 

¶ 學校要謹慎安排牽涉自殺死亡事件的追思活動。在校內舉行追思活動或設立永

久的紀念物有可能將自殺行為美化，一些渴求被關注的學生可能會認為自殺行

為是獲得關注的方法，或會仿效自殺行為。學校應避免任何會美化自殺行為的

活動: 

ü 例如在校內舉行大型集會ȷ 

ü 例如為自殺事件或自殺死者設立永久的紀念物，例如紀念碑、藝術品或在

校刊致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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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 

¶ 學校應容許學生選擇是否出席喪禮；  

¶ 校方可安排教職員出席喪禮，並在有需要時為死者家人提供適時和恰當的協助；  

¶ 對於年紀較小的學生，到殯儀館參加喪禮未必合宜，校方可與家長商量，或建

議他們可用其他的方法表達慰問，例如送慰問卡，摺紙鶴等以表達對死者家屬

的心意；  

¶ 若學生參加喪禮，他們必須先得到家長的同意。  

 

八 . 處理傳媒採訪  

 危機事件發生後，學校應儘快主動發布消息。  

 Ԉ 20  

Ӑ  

X X X  

ӢײϺṶԈ  

 

Ӑ ὑ_____ѣ_____ѡ X ῏/ Ѡ/צ  ЀМ Ӑ ᾼϚ֤

ӢЛἅ ѷȴ 

῀ ∟Ȳᶺ ԓ Ӣ Ɫ ế ȴ ֯ṶԈӻӦ Ѡ

ᴩ ▲Ȳᶺ Лừ֯ ◕ᵂԉᴶᾼ Ἠ ῶ ṓȴ 

Ӑ ᾼɦ֚ Њ ɧБ ѻԉὑЭ֯נ вȲ ЛἅṶԈװ

῀ Ӣȴ ԓ ȳ Ӣ ѻԉ/ῂЏц Ṏї Бᵛ Ɫ֢֝ ẁ

ȲẦᵗ҃ ȴ  

ᶺ ӼБ ҏ  ‒Ȳ   ᶺ ’═ Ȳṳ֯ӑẃϚ╦

ắᵺ ᾼ ӢȲѿ―цנ ẁẦᵗȴֽצ▲ Ȳ ȸ_______________

  ȴ 

 

      ____________________    

 ѣ____ѡ____ד____

 

在回應傳媒時，學校適宜有以下的安排：  

一. 委任發言人：選出的發言人必須對事件及校方立場有充份掌握，亦須思

路清晰、善於辭令，能答覆傳媒有關的查詢。學校要確保每個員工都知

道由誰人擔當發言人這職務，告知員工把所有記者的提問轉介予發言人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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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動發布消息：危機事件發生後，應儘快主動發布消息。學校必須儘快

決定對事件的立場、蒐集有關事件或當事人資料，並制訂簡單明確的訊

息，為事件定位。學校可提供新聞稿，扼要交待事件的始末及學校的跟

進工作。  

三. 訂定傳媒採訪地點及時間：如學校決定接受傳媒採訪，學校需安排一個

合適的地點及時間進行會面。負責人員需指導工友、教師及學生如何回

應傳媒的採訪，著他們請記者轉向發言人提出所有提問。校方亦可主動

請記者給予學生空間，並考慮學生感受。  

四. 預測記者的提問：學校在接受採訪前可以向記者索取提問及其採訪焦點，

以便準備答案。  

五. 給予自己空間：發言人在會見傳媒前需給予自己足夠時間思考如何應對

記者的提問，例如：事前有否察覺該生有自殺傾向？有沒有人為疏忽？

有何補救措施？有何措施防止事件重演？  

六. 尊重當事人及其家人：學校應提醒教職員及學生，為了尊重當事人及其

家人，不適宜把當事人的資料隨便向外披露。若遇到傳媒追訪，可請他

們詢問學校的發言人。  

 

九. 危機介入工作檢討 

檢討會議 

學校應召開全體教職員會議，檢討危機處理的安排及果效。會議中可請各教

師簡報學生對事件的反應，並提醒教師受情緒困擾的學生的特徵，以便持續識別需

要進一步支援的學生，並討論短期的跟進計劃。學校在完成以上危機處理工作後，

亦需針對危機事故與教職員討論及訂定長期跟進計劃。  

 Ԉ 21  

֚ ЮϤЏᵂ  

Ϛ.  ֚ ᾼׄ ȳ ẞᾼᵺ ȲцҠḂ ᾼ֮Ѡȴ 

¶ Ӣ ṶԈᾼч (Ҡ ᴕ ֫ Ȳṓ Ԉ 14)ȷ 
¶ иṹ ֚ ᾼ ṓ(Ҡ ᴕ ֫ Ȳṓ Ԉ 14)ȴ 

 
ϡ.  ắᵺ ᾼ Ӣᾼ ц═ ế ᴷ Ӣᾼч ᾼ ἤȴ 

Ϯ.   

¶ ׄ ὢ ᾼϢњȷ 
¶ Ɫ ׄ ҅ ц ẁќ ȷ 
¶ ԛң ᾼ ȳ ȳ ế֮ ȴ 

 
ҳ.     

¶ ԓ ἤᾼ Ṏ♄ (Ẃֽ Ṯᴞ ♄ ȳ Ṏ Џᵂ)ȷ 
¶ ὑ֚ ᾼ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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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問卷 

學校可用問卷方式向教職員收集意見，就整套危機介入和支援措施作出事後

檢討。學校應根據問卷結果，改善支援措施及跟進工作，提升校方處理危機的效能。  

 Ԉ 22  

֚ ЮϤếќ Ẫ  

 ᵃ Ầϩ Ὼѡ Ӣᾼ֚ ṶԈȲṿắ ᾼ Ӣц   ẞ йᾼќ ȴ

Ӑ ẪȲῶ ᵃ ֚ Њ ֯ Э֚װ ЮϤếќ Џᵂᾼ ṓȲѿẦᵗᶺ

֚ Њ ᾼЏᵂȴ ᶔ Ẫ∟Ȳ ὑ_____ד_____ѣ_____ѡἨП›ӻ֫

__________________ȴ 

 

 ֚ Њ ᾼќ  

( ҏ ᾼ ֿ)  

 ḥצ 

ᵗ 

ю  

ᵗ 

 צ

ᵗ 

 צ−

ᵗ 

1. ֚ ᾼ ЮϤếќ Ѡᾎ 

 ṓȸ 

1 2 3 4 

2. Ӣ ẁᾼ ׄ  

(a)  ѻԉ  

(b)  ᵑ ѻԉ  

(c)  Њ  

(d)  ᵑ  

 ṓȸ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4 

4 

4 

4 

3. ẁᾼ ׄ  

(a)  Њ  

(b)  ᵑ  

ṓȸ 

 

1 

1 

 

2 

2 

 

3 

3 

 

4 

4 

4. ẁᾼќ  

(a)  Є  

(b)  Ἤ ẁᾼ  

ṓȸ 

 

1 

1 

 

2 

2 

 

3 

3 

 

4 

4 

 

5.   ẁᾼќ  

 ṓȸ 

1 2 3 4 

6.   

ṓȸ 

1 2 3 4 

7.  Ẕ҃ ṓ:  

 

    

ở֤ȸ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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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  

 

ᾼӣ  

ӴᾼӭᾼȲ╥ ᵛṿ֯ϱ ᾼ Ȳ ᶶ ῴḔ ῀ᾼ

ȲⱢ Ҁ֚ ᵂῴḔᾼ ȴ∂Ӵ ᾼ Ṿ ╥֯ ד Ởᾼ Ȳ

ṳ цứ Ḇ Ȳѿ ’ ᵂ ᵓȴḕᴯ ẒԌצ ᾼ ȲϚԌ

Ὅ֯ МȲϚԌὍ֯ Ȳѿẁצ ṿӣȴ 

ӣᾼ  

Ҕ╗ вἬצ ᾼ ȴⱢѠ― Ȳ ן ḕᴯ

ֵὑϚ ᾼ Ȳֽѡ цỏ ȴ ԝὙ ѠהȲẂֽ

ȳᴶ ȳ ֽ Лϱᾼ ᾎ ȴ ứ Ἠḕװṿӣ∟ᵂҏ ц ӔȲ

Ḗ ᵂ ᴖ ᵓȴ 

ᾼ  

֚צ Ȳṿӣ Ȳ ᾼ╥ֽ ȲἬ ẁᾼ Ҕ╗ȸ 

1. צ  ֚ ᾼБ῀Ṷ ȷ 

2.  ᾼѡ ȳ ц֮ ȷ 

3.  Ѡ֯ Ȳ ֽ ȲЛ ҒϱᴞА ṶԈᾼ Ἠᵒ

Ȳѿᵍ ∟ҏ ȷ 

4.  Ѡ ϱᾼẔ҃╓ứϢЂȲṳ С֝דᾼ ȷ 

5.  Ѡ ṶԈ’ Ȳ᾿ᴟ Ѡצ ϚḔᾼ╓ӱ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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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2 

 

῏ở֤ц  

ṝԌἨ ᴯ  

ẃ ῏ở֤

цṝԌἨ ᴯ  
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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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3 

ќ ὢ Ϛ ῶ  

 ở֤ ᴯ  

Ṏᶝ 

____ Ṏὢ  

 

   

ῂ ᵓ  

____   

 

   

______  

 
   

Ṟὢ  

 
   

ῂ ὢ  

 
   

______ Ṯ  

 
   

______  

 
   

*ֽҏ ≡ ᾓ(ẂֽצϢṝ ắ ȳỄ֚Ἠ ᵛ ќ )Ȳ 999 Ḗ

≡ ᵗ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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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4 

֮ׄ  

ӣ  Ϣ   ֮ 

ᵑ ( Ӣ)    

  

  

ᵑ ( )    

  

  

Њ ( Ӣ)    

  

  

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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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5 

֚ Њ  

Ϛ.  ẁצ ṶԈ ȴ 

ϡ.  ῴḔ ᴷế ᵑҠ ắṶԈ ᾼ Ӣц ( Ԉ 6)ȴ 

Ϯ.  ᴷ Ḗҵ Ἠῂ ᾼ ȴ 

ҳ.  ứ֚ Џᵂᾼ ȳ ȳ ц֢ Џᵂᾼ ϢȻ 

· ֫ ▲ ц цׄ ṓ   

· Ѡ▲  

· Ϛ  цҵꜜ▲  

· ΩӁ ᾼ ȸ 

ü ẁ  Ἠ ѻԉ֣ ӢΩ ȷ 

ü ẁ ֫ ҵ ▲ ȴ 

· ќ Ӣᾼᶮה 

ü ֣ԓ / иắ ᵑΩӁ  ȷ 

ü ḟứἬ ậᾼΩӁᶮהȲẂֽӦ ѻԉ֣֢ ΩӁȷ 

ü Ɫԓ / иắ ᵑׄ ѻԉ ȳ ᵑ ѻԉ ȷ 

ü ׄ Ϣ ṓБ ᵑắṶԈ ᾼ Ӣȷ 

ü ׄ ֮ȴ 

· ќ /  ᾼᶮה 

· ң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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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6 

ῴḔ ᴷṶԈ Ӣц ᾼ  

( Ϛ ) ֚ ṶԈ Ӑ  

ṶϢở֤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ἤᵑ ȸ ḽ/Ѕ( ᵔҟЛ ӣ῏)  

ד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ᵑ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ҏӢѡ  ȸ _______ ד_______ѣ________ѡ 

ᴰᵿ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ṶԈ Ӣѡ / /֮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Ṷ 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Ṷ› Ӣᾼ ṶԈ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צ ṶϢᾼ Ӑ (ֽ ӣ)  

a.  ￼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Ӣ Ἇ֯ ῶ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Ѡ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ῂӻѠ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ҵ♄ Ѡ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ṶԈᾼװ╥ 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Ἇ ᴿṶԈᾼ 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ϡ ) ᵑҠ ắṶԈ ᾼ Ӣц  

ѿϯ ҠẦᵗ ᵑҠ ắṶԈ ᾼ Ӣц Ȳẁ ᴕПӣȴ МצЛ֝ ⇔ᾼ

֪ Ȳ ┬ ᵑṶԈᵂҏᵒ Ȳ ᴷһ Ӣ֯ї ế ϱҠ ᾼכ Ȳḟứ ậᴶ

ќ ╟ȸ 

 

1.  ֚ ṶԈ/ ṝ  

 

‧ ṷ ӢἨ ֚ ṶԈȹ 
‧ ṷ ӢἨ ṝ֚ ṶԈ Ӣ  (Ẃֽӭ ṶϢ ᴩ≡ )? 

ӱȸṝ ֚ ṶԈ Ӣ֮ ῺȲắ ᾼ ד ЄȴẂֽȸ Ӣӭ
Ϣצ Ἠṝ ȲṶԈ ҃ כ ᾼ Єȴ 

( ԝҏ ᵑȳ♄ ȳ ӢἨ 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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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ṶϢ … 

‧ ṷ ӢἨ ṶϢᾼ … ᵑ й/צ׀ ? 
‧ ṷ Ӣ ṶϢ ֝Ϛ♄ Ἠ ? 
 
ӱȸ ṶϢᾼ … ᵑ йẂֽ хἨ ϢȲἨ ṶϢצ Ȳắ ᾼ

ד Єȴ ֽᴞ ṶԈМᾼ ṶϢ֯ в ắ ȲṶԈ Ӣ כ
ᾼ Єȴ 
 
( ԝҏ ᵑȳ♄ ȳ ӢἨ 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Ϣᾼ ⇔ 

‧ ṷ ӢἨ ֯Ὼ ד ᴿṶԈц/Ἠắ ᴿṶԈ ? 
‧ ṷ ӢἨ ֯Ὼ ד ҷᴟ ἨẔ҃ ṶԈ? 
‧ ṷ ӢἨ ֯ ѿἏᾼ ṶԈ Ȳ ṷ ȹ 
‧ ṷ ӢἨ ᴞАᾼ Ȳ ṷ ὔ ҷ ȹ 
‧ ṷ ӢἨ צ ṏֻᾼῂӻế/Ἠ ќ Ȳ ṷ ѽῂӻế/Ἠ ќ

ȹ  
 
ӱȸצ ֵ ᾼϢЂ(Ẃֽȸ צ ȳ ѽ хќ ȳצ

)Ȳắ ᾼ ד Єȴ 
 
( ԝҏ ӢἨ 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 ṶԈі ᾼч ( ᴕ 1)  

 

‧ ṷ ӢἨ ҏ и ᾼ ч  (ֽ ⇔ᾼắ ȳ )Ȳꜙᴟҏ

ᾼ (ẂֽȲ ᾼḀ ȳָ ȳѓ ) ? 

‧ ṷ ӢἨ ҏ и ᾼᴩⱢч (Ẃֽȸѿ Ѡה♪ Ἠ ᴞА/

҃Ϣ)ȹ 

 

( ԝҏ ӢἨ 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ӱȸ 

1.  (1) ῺṶ ȳ(2) ṶϢ … йȳ(3)צ ֵ Ἠ(4) ч и

ᾼ ӢἨ Ҡ ắ֚ ṶԈ ЄȲ҃ Ἠ ϚḔᾼќ ȴ  

2. צ  ӢἨ Ϛṷצ ᾼ (Ẃֽȸ צ )ế/Ἠҏ и

ᾼ ἨᴩⱢч Ȳᵛṿ҃ ӑӇ ṶԈἨ ṶϢצ й Ȳ ừᵛ Ḗ

Ϣ (ֽῂЏȳї ) ṓȲ ᴷṶԈ ҃ ᾼ Ȳṳḟứ йᾼќ ╟ȴ 

3.  ắ֚ ṶԈ ᾼ֝ Ἠ ֯ ȳ ῀ȳӢ ȳῂӻếᴩⱢѠ ᾼч Ἠ

ἬЛ֝Ȳצ ═ ế ᴷȲѿ ᵑắ ᾼ ӢȲ ᴖׄ йᾼќ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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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7 

 

Ϛ.  ΩӁṶԈц ѠӴ ȴ 

 

ϡ.  Ṷ ц ȴ 

 

Ϯ.  ц ќ ȸ 

· ֚ Њ Ἤ ứᾼќ ȷ 

· ќ ᾼ ᴩ ȳḔ ȳиЏ ц Ϣȴ 

 

ҳ.  Ӣќ Џᵂ(ֽ ѻԉ ȳ ᵑ ѻԉ )  

· в ц ȷ 

· ♆ ד ѝԈ(ֽȸ ᶱ ( Ԉ 8)ц ֽᴶ֫ ӢҠ

ᾼ ч ( ᴕ 2) )ȷ 

· Ɫצ ᾼ ẁẦᵗȴ 

 

Х.  ᾼ ῶӱ  

· ֣ Ҡ ҏ ᾼ ч Ȳṳ ҃ ᾼч ῶӱ ȷ 

· ᵑ ắᵺ ᾼ ȷ 

· ∟ׄ ќ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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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8 

 ֚ Ṷ╝  -  ᶱ   

1.  Ɫ Ӣ ẁќ П›Ȳ ậ Ἤצצ Ȳṳ ứᴞАᾼ ȴ 

2.  ᵂֻї цќ Ӣȴ 

3.  Ӣ֯צ Ȳ ḖẦᵗȲṳᵫ῀Ḗᵗᾼ ȲҔ╗ Ӣ ὢ ᾼ

ȴ 

4.  ֯ԉᴶ ᾓϯȲ ạ☼ṕᾼ ȴ 

5.  Ӣᾼ цᴩⱢȲᵂҏ йᾼќ ȴ 

6.  ԝҏᵃ Ɫצ ӻӦ ֚ Њ Ἠ ᾼ Ӣ֤ ȴ 

7.  ֽὨᵃ Ɫ ϱЄ и Ӣ ֪Ɫӭ ҵṶԈȲἨ ṝ ҵṶԈᴖắ

ẞ Ȳ ῀ ֚ Њ ȲẦᵗᵃ צ Ӣᾼ ȴ 

8.  ҏ ѡ ц ∟ Ȳ ẁἨậ צ ᾼ ȴ 

9.  Ἤצ ᾼ ӻ Ѡ ṕϢȴ 

10.  Ӕ ⁄ Ἠנ ᾼ ḖȲ᾿ᴟ ẞҫᴩ ῀ⱢѦȴ 

צֽ .11 ȲҠѿᴕ Ἃ Ἠᴕ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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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9 

ќ Њ в  

Ϛ.  іϤЊ в  

¶ Ϣ ᴞᶺЮ ȷ 

¶ ЮЊ ӭᾼц ⁄ (Ҕ╗’ цФד ) ȴ 

 

ϡ.  ӻ҅ṶԈ 

¶ ӻ҅ ѠБ ᾼṶ ȷ 

¶ ҷ ᾼ ȲẂֽ цФ /ῂӻ ϱᾼ ȷ 

¶ ֽṶԈ цᴞ ϺȲײ ֣ ṶԈБӻӦ Ѡ ▲ȲЛ ừᵂҏԉ

ᴶ ȷ Ϣ ╓ҏᴞ Л╥Ӧ Ϛ ֪Ἤ ȲЄכ Ԍ ￼∟

צ ц  ᾼ֪ Фד ȷ֝ Ϣ Ӽ ᵡứᴞ ᴩⱢȲṳ ҏӢ

Ễ ᾼ ȴ 

 

Ϯ.   

¶ Ȳ֫ ᵍ ЛӇ Ἠ҆ϢЛׄᾼ ȷ 

¶ Ҭ СБ ᾼ Ӑ цṶ ȷ 

¶ ֫ ᾼ ȴ Л῀ Ȳ ỌӪ֫ ɦᶺЛ῀ ɧȲֽצ

ȲҠ∕Ίứ ∟ȲИᵫ῀҃ ȴ 

 

ҳ.  иṹ֯ ȳ ῀ȳӢ ȳῂӻếᴩⱢѠ ᾼч  

¶ Ҡѿӣѿϯ ( )Ϡ ᾼч ȸ 

ü ɦᵃ ֻ ȹצᵡ ȹ︢Ѐ≢ ȹɧ 

ü ɦᵃ ᵡ М Ṷȹɧ 

ü ɦᵃצꜙ ắếч ȹɧ 

¶ иṹ ϯ ᾎц ắȲЛ Ḗ҃ Ẕ ṶԈᾼ ȴ

҆ϢЛׄᾼ Ȳ Ϣ і Миṹ ϯ

ᾼч ȷ 

¶ ẞ їȳвΆȳ ∫ Лׄᾼ ╥ ṓᾼч ȷ 

¶ ẞẔ҃Ϣ Ὼᾼדצ ếч Ȳ҃ ṳЛỦ ȲḆҠФד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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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ӣ)  ȷ 

¶ ֽὨצ═ ἨҒ ч ȲӇ ḖẦᵗȴ 

 

Х.  иṹ֚ ṶԈ Ӣ∟⌂ ᾼ   

¶ иṹ⌂ ᾼ ( ᴕ 3) ȷ 

צֽ ¶ ȲҠ Ϛṷ דѠᾎἨẔ҃ו ᾼ ( ᴕ 4)  ȷ 

¶ ֚ ṶԈ цᴞ ᴩⱢȲ ᴞ ṳ⌂ ᾼ ḟѠᾎȴ 

 

г.  Ϡ ᾼќ Ṇ Ȳ ’҃ ẞ ᾼќ═ 

¶ Ҡѿӣѿϯ ( )Ϡ ᾼќ Ṇ ȸ 

ü ɦᵃᾼ Ϣ ԈṶצШ ч ȹɧ  

ü ɦ҃ ֽᴶ ᵃ ȹɧ 

ü ɦ ᵃ Лׄ Ȳᵃ Ш ᵗᴞА ȹɧ 

ü ɦֽὨᵃצ═ Лׄᾼ Ȳᵃ ȹᵃ ֽᴶ ḖẦᵗȹɧ 

¶ ’҃ ẞ ᾼќ═ 

ü ᵫ ᵃ ᵗ҃ȷ 

ü Ầᵗ Ϡ ᴞАᾼќ Ṇ Ȳֽ Ϣȳὣхȳ ќ Ϣ Ȳ

῀ Ҡѿ֯ᴶ ḖẦᵗȷ 

ü ἒױќ Ȳֽ ᵺ Ἠ Є ȲҠѿ᷄֝ Ἠד

ἨῂЏ ᵗȴ ῀ █ṷ צ ᵺ ȲӼ ᵫ

ד ếῂЏȷ 

ü Ю ῂ Ȳ ᵑ ѽќ ᾼ Ȳѿ―ѡ∟ ȴ 

 

ϝ.  Ϡ ц ᾼч Ȳ ᵑצ ᾼ ᵂ ϚḔᾼϠ цќ  

¶ █ṷ ╥ᵡצ и ᾼ ἨᴩⱢч (ֽḀ ȳ ᴞ Ἠ

≤)ȷ 

¶ ֽṶԈ цᴞ ϺȲײ צḥצ ᾼᴞ῏ײ֝ ᴩⱢȷ 

¶ ṷצ ч ᾼ Ю ῂЏἨ Ḗῂ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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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0 

֣ ӢΩӁ֚ ṶԈ Ӑ (Ϛ )  

Ӑ Эנ 7 30иןẞ Ѡẃ Ȳ Ӑ ᴯМϡ֝ ֯ϱ М ẞӻ ҵȲ

ṝắ Ȳ ∟ ᾓ ứȴᶺ Б֣ ṷ֝ ᾼ Ϣ ѿ Ȳṳ ẁẦᵗȴӭ› Ѡ

Ӕ ṶԈ ᴩ ▲Ȳ֯ ◕ᶺ Лừ ṶԈᵂ Ἠϯᵒ ȴ 

ὑ ẔẃᾼṶԈȲֽטּ  ế − ế ȴ֝ ῀ ṶԈ∟ȲҠ

Л֝ᾼצ ắȴצṷ֝ − їȲצṷ֝ ẞЛׄế Ȳϭצṷ֝ Ҡ

ḥצ ᵑᾼ Ȳ ╥ ṓᾼȴᵃ ӼҠ Л ṶԈȲϭἨ῏ ӑ ֻ

ѿἏϚ М ϱ Ȳ ṷ ╥ ṓᾼч ȴ 

 ế − ї֢ᴯ֝ Ȳֽᵃ ԈṶԈ ᴔ ȲҠѿẞ    

⅍ȴᶺ ᾼ Ӣ ᴔ ȳ ѻԉȳּדѻԉц   ֝ ᾼ ᾎế ắȴ 

∟Ȳᶺᶦ ֣֝ ế ϢСѿ йᾼ Ȳᶦ ֝ ѡנ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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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1 

֣ ӢΩӁ֚ ṶԈ Ӑ (ϡ )  

М ῀Ӑ Эѡ ӢϚỨ ȴϚ֤ḽ Ϣ ῝ẔᴰἬӂүȲ

Ṯ ∟Ȳ Лᾙȴ 

 ЛἅȲ Ӣ֯ᶺ ᾼϚᴯ֝ ṝϱȴ ẃȲԓ Ɫ їц

ȴӭ› ѠӔ ṶԈ ᴩ ▲Ȳ֯ ◕ᶺ Лừ ṶԈᵂ Ἠϯᵒ ȴ 

֝ ῀ ṶԈ∟ȲҠ Л֝ᾼצ ắȴצṷ֝ − їȲצṷ֝ ẞ

Лׄế Ȳϭצṷ֝ Ҡ ḥצ ᵑᾼ Ȳ ╥ ṓᾼȴᵃ ӼҠ Л

ṶԈȲϭἨ῏ ӑ ֻ ѿἏϚ М ϱ Ȳ ṷ ╥ ṓᾼч ȴ 

ᶺᶦ ֝ ẞᵺ Ȳ ӣ ᾼ ⇔ Ȳ Ḗ ḟᾼѠᾎȴ֝ Ҡѿ᷄  ȳ

ϢἨדכ Ȳ ḖẦᵗȴֽὨ֝ ԈЛἅṶԈ ȲҠѿẞ

____________⅍ȴᶺ ᾼ Ӣ ᴔ ȳ ѻԉȳּדѻԉц   ֝ ᾼ ᾎế

ắȴ 

∟Ȳᶺᶦ ῶӱ⁷῏ײ֣ Ȳᶦ ҃ ׄ ȲӼᶦ ҃ Ϣᾼї

ѡӂנ ȴ Є ϱ Ȳѿ ѠהῶӱЄ ᴯ֝ ᾼ⁷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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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2 

ѻԉ в  

Ϛ.  ӻ҅ṶԈ 

¶ ӻ҅ ѠБ ᾼṶ ȷ 

¶ ҷ ᾼ ȲẂֽ ᾼ ȷ 

¶ ֽṶԈ цᴞ ϺȲײ ֣ Ӣ ṶԈБӻӦ Ѡ ▲ȲЛ ừᵂҏԉᴶ ȷ

Ϣ ╓ҏᴞ Л╥Ӧ Ϛ ֪Ἤ ȲЄכ и צ∟￼ ц 

ᾼ֪ Фד ȷ֝ Ϣ Ӽ ᵡứᴞ ᴩⱢȲṳ ҏӢỄ ᾼ ȴ 

 

ϡ.  Ӣ   

· Ӣ Ȳ֫ ᵍ ЛӇ Ἠ҆ϢЛׄᾼ ȷ 

· Ҭ СБ ᾼ Ӑ цṶ ȷ 

· ֫ Ӣᾼ ȴ Л῀ Ȳ ỌӪ֫ ɦᶺЛ῀ ɧȲֽצ Ȳ

Ҡ∕Ίứ ∟ȲИᵫ῀҃ ȷ 

· Л Ḗ Ӣ Ẕ ṶԈᾼ ȴ 

 

Ϯ.  ᵫ Ӣ ḖẦᵗᾼ ȲẂֽ֣ Ϣ ȳ Ἠ  Ḗᵗȴ 

 

ҳ.  Ϡ ц Ӣᾼч Ȳ ᵑצ ᾼ Ӣᵂ ϚḔᾼϠ цќ  

· █ṷ Ӣ╥ᵡצ и ᾼ ἨᴩⱢч (ֽḀ ȳ ∫ȳᴞ Ἠ ≤)  ȷ 

· ṶϢᾼֻὣхȲḽ/ЅὣхȳҊᶬỠỘἨɦ Ϣɧ ṶԈᾼч ếᴩⱢῶ

ȷ 

· Юצ ϚḔќ ᾼ Ӣ Ϣ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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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3 

ᵑ ѻԉ в  

Ϛ.  ӻ҅ṶԈ 

· ӻ҅ ѠБ ᾼṶ ȷ 

· ҷ ᾼ ȲẂֽ ᾼ ȷ 

· ֽṶԈ цᴞ ϺȲײ ֣ Ӣ ṶԈБӻӦ Ѡ ▲ȲЛ ừᵂҏԉᴶ ȷ

Ϣ ╓ҏᴞ Л╥Ӧ Ϛ ֪Ἤ ȲЄכ Ԍ צ∟￼ ц 

ᾼ֪ Фד ȷ֝ Ϣ Ӽ ᵡứᴞ ᴩⱢȲṳ ҏӢỄ ᾼ ȴ 

 

ϡ.  Ӣ  

· Ӣ Ȳ֫ ᵍ ЛӇ Ἠ҆ϢЛׄᾼ ȷ 

· Ҭ СБ ᾼ Ӑ цṶ ȷ 

· ֫ Ӣᾼ ȴ Л῀ Ȳ ỌӪ֫ ɦᶺЛ῀ ɧȲֽצ Ȳ

Ҡ∕Ίứ ∟ȲИᵫ῀҃ ȷ 

· Л Ḗ Ӣ Ẕ ṶԈᾼ ȴ 

 

Ϯ.  ֚ ṶԈ Ӣ∟ᾼ ṓч ȸ 

· ȳ їȳвΆȳ ∫ Лׄ ╥ ṓᾼч ( ᴕ 1)ȷ 

· ῶ Л֝ϢҠ ṶԈצЛ֝ᾼч Ȳ ἒױᾼч  Л֝ȷצ

· ӢֽὨצ═ ἨҒ ч ( ᴕ 1)ȲӇ ḖẦᵗȴ 

 

ҳ.  иṹ֚ ṶԈ Ӣ∟⌂ ᾼ цḖᵗ ( ᴕ 3ц 4)  

· иṹ⌂ ᾼ  (ֽ ᴜᴚ ᾎȲו Ḗῂӻќ ) ȷ 

· ֚ ṶԈ цᴞ ᴩⱢȲ ӢὙӪᴞ ṳ⌂ ᾼ ḟѠᾎȷ 

· Ϡ Ӣᾼќ Ṇ Ȳ ’҃ ẞ ᾼќ ȷ 

· ᵫ Ӣ ḖẦᵗᾼ ȲẂֽ֣ Ϣ ȳ Ἠ  Ḗᵗȷ 

· ҃ ֽ ᵺ Ἠ Є Ȳ ֣נ ϢἨ ḖẦᵗȴ 

 

Х.  Ϡ ц Ӣᾼч Ȳ ᵑצ ᾼ Ӣᵂ ϚḔᾼϠ цќ  

· █ṷ Ӣ╥ᵡצ и ᾼ ἨᴩⱢч (ֽḀ ȳ ᴞ Ἠ ≤)ȷ 

· ṶϢᾼֻὣхȲḽ/ЅὣхȳҊᶬỠỘἨɦ Ϣɧ ṶԈᾼч ếᴩⱢ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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ȷ 

· ֽṶԈ цᴞ ϺȲײ צḥצ Ӣ ᾼᴞ῏ײ֝ ᴩⱢȷ 

· ṷצ ч ᾼ Ӣ Ю ῂЏἨ ȷ 

צ · ֽᴶ Ӣᾼ ч Ȳ Ҡ ᴕ 2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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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4 

ѻԉ / ᵑ ѻԉ *ȸ ֫ ῶ  

( * ᵔ Л ӣ῏ )  

 

ѡ  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ᵑ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ѻԉ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Ȳ ᶔ∟ ӻ__________________ȴ 

1.  Ӣ֯ ѻԉ ϱצḥצ ᾌ ἨẔ҃ ȹ 

 ʋצ  ԝὙȸ______________________ 

 ʋḥצ 

2. צḥצ  Ӣ Юᵂ ϚḔᾼ ȹ 

 ʋצ  Ӣở֤ȸ____________________ 

 ʋḥצ 

3.  Ӣ ԈṶצꜙ ṓἨч 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ὑ ѻԉ Ȳᵃצꜙ ṓȹ 

֥ ȸ     ʋ֝ ʋЛ֝  

☼ ȸ     ʋ֝ ʋЛ֝  

Ἤ ẁᾼ ֥ ȸ  ʋ֝ ʋЛ֝  

ᵃצḥצ ẞᵺ ȹ Ȳצֽ) 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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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5 

ӢЊ в  

Ϛ.  іϤЊ в  

¶ Ϣ ᴞᶺЮ ȷ 

¶ ЮЊ ӭᾼц ⁄ (Ҕ╗’ цФד )ȴ 

 

ϡ.  ӻ҅ṶԈ 

¶ ӻ҅ ѠБ ᾼṶ ȷ 

¶ ҷ ᾼ ȲẂֽ ᾼ ȷ 

¶ ֽṶԈ цᴞ ϺȲײ ֣ ṶԈБӻӦ Ѡ ▲ȲЛ ừᵂҏ

ԉᴶ ȷ Ϣ ╓ҏᴞ Л╥Ӧ Ϛ ֪Ἤ ȲЄכ Ԍ ￼

צ∟ ц  ᾼ֪ Фד ȷ֝ Ϣ Ӽ ᵡứᴞ ᴩⱢȲṳ

ҏӢỄ ᾼ ȴ 

 

Ϯ.  Ӣ  

¶ Ӣ Ȳ֫ ᵍ ЛӇ Ἠ҆ϢЛׄᾼ ȷ 

¶ Ҭ СБ ᾼ Ӑ цṶ ȷ 

¶ ֫ Ӣᾼ ȴ Л῀ Ȳ ỌӪ֫ ɦᶺЛ῀ ɧȲֽצ

ȲҠ∕Ίứ ∟ȲИᵫ῀҃ ȴ 

 

ҳ.  Ӣиṹ֯ ȳ ῀ȳӢ ȳῂӻếᴩⱢѠ ᾼч  

¶ Ҡѿӣѿϯ ( )Ϡ Ӣᾼч ȸ 

ü ɦᵃ ֻ ȹצᵡ ȹ︢Ѐ≢ ȹɧ 

ü ɦᵃ ᵡ М Ṷȹɧ 

ü ɦᵃצꜙ ắếч ȹɧ 

¶ Ӣиṹ ϯ ᾎц ắȲЛ Ḗ҃ Ẕ ṶԈᾼ ȴ

Ӣ ҆ϢЛׄᾼ Ȳ Ϣ і Ӣ Миṹ ϯᾼч ȷ 

¶ Ӣ ẞ їȳвΆȳ ∫ Лׄᾼ ╥ ṓᾼч ȷ 

¶ Ӣ ẞẔ҃Ϣ Ὼᾼדצ ếч Ȳ҃ ṳЛỦ ȲḆҠФדќ═

(ֽ ӣ)  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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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ӢֽὨצ═ ἨҒ ч ( ᴕ 1)ȲӇ ḖẦᵗȴ 

 

Х.  иṹ֚ ṶԈ Ӣ∟⌂ ᾼ   

¶ иṹ⌂ ᾼ  ( ᴕ 3)ȷ 

צֽ ¶ ȲҠ Ϛṷ דѠᾎἨẔ҃ו ᾼ ( ᴕ 4)ȷ 

¶ ֚ ṶԈ цᴞ ᴩⱢȲ ӢὙӪᴞ ṳ⌂ ᾼ ḟѠᾎȴ 

 

г.  Ϡ Ӣᾼќ Ṇ Ȳ ’҃ ẞ ᾼќ═ 

¶ Ҡѿӣѿϯ ( )Ϡ Ӣᾼќ Ṇ ȸ 

ü ɦᵃᾼ Ϣ ԈṶצШ ч ȹɧ  

ü ɦ҃ ֽᴶ ᵃ ȹɧ 

ü ɦ ᵃ Лׄ Ȳᵃ Ш ᵗᴞА ȹɧ 

ü ɦֽὨᵃצ═ Лׄᾼ Ȳᵃ ȹᵃ ֽᴶ ḖẦᵗȹɧ 

¶ ’҃ ẞ ᾼќ═ 

ü ᵫ Ӣᵃ ᵗ҃ȷ 

ü Ầᵗ ӢϠ ᴞАᾼќ Ṇ Ȳֽ Ϣȳὣхȳ ќ Ϣ Ȳ

Ӣ῀ Ҡѿ֯ᴶ ḖẦᵗȷ 

ü Ӣἒױќ Ȳֽ ᵺ Ἠ Є ȲҠѿ᷄ᴔ ἨῂЏ

ᵗȴ ῀ █ṷ Ӣצ ᵺ ȲӼ ᵫ ᴔ ếῂЏȷ 

ü ᵑ ѽќ ᾼ ӢȲѿ―ѡ∟ ȴ 

 

ϝ.  Ϡ ц Ӣᾼч Ȳ ᵑצ ᾼ Ӣᵂ ϚḔᾼϠ цќ  

¶ █ṷ Ӣ╥ᵡצ и ᾼ ἨᴩⱢч (ֽḀ ȳ ᴞ Ἠ ≤)ȷ 

¶ ֽṶԈ цᴞ ϺȲײ צḥצ Ӣ ᾼᴞ῏ײ֝ ᴩⱢȷ 

¶ ṶϢᾼֻὣхȲḽ/ЅὣхȳҊᶬỠỘἨɦ Ϣɧ ṶԈᾼч ếᴩ

Ɫῶ ȷ 

¶ ṷצ ч ᾼ Ӣ Ю ῂЏἨ ȷ 

צ ¶ ֽᴶ Ӣᾼ ч Ȳ Ҡ ᴕ 2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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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6 

Ӣ ᵑ в  

Ϛ.  ᴞᶺЮ  

¶ Ϣ ᴞᶺЮ ȷ 

¶ Юӭᾼц ⁄ (Ҕ╗’ цФד )ȷ 

¶ Ϡ Ӣᵛ Ӑ Ȳֽ’ ȳ ẁ Ѭ ȷ 

¶ ∂Ӵ ȳẓ֝ їᾼ …ȴ 

 

ϡ.  Ầᵗ ứ Ӣ  

¶ Ӣ ╥ᵡ ứȷ 

צֽ ¶ ȲԒ ứ Ӣ ȷ 

¶ ֽ ứ Ӣ Б ứȲ―Ҡѿ ᴩ ᵑ ȴ 

 

Ϯ.  ᵑ֚ ṶԈⱢ Ӣ ẃᾼ  

¶ Ϡ Ӣ֯ṶԈМᾼ (ɾᾃ ȸ ᵍ Ḗ Ӣ ЛӇ Ἠ҆ϢЛׄᾼ

)ȷ 

¶ ᾃ Ӣ╥ᵡצ ᴞАἨẔ҃Ϣᾼ ᾎȲц ᵑЛ֥ ᾼ ц

Ѡᾎȷ 

¶ ᵑ Ӣ Ϣ Ѡᾎцќ Ṇ Ȳֽ Ϣȳὣхќ ȴ 

 

ҳ.  Ầᵗ Ӣ ֚ ṶԈ ẃᾼ  

¶ Ϡ цẦᵗ Ḗ֥ ᾼ ц Ѡᾎȷ 

¶ Ԛ֝ Ӵӭ ц ḟ ȴ 

 

Х.   

· Ӣ ⌂ ᾼ цᴩ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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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7 

  ᵑ ᵫ Ӑ (Ϛ )  

֢ᴯ  ȸ 

 Ӑ Ϛ֤ Ӣὑ_____ד_____ѣ_____ѡЛἅ ѷȴԓ Ӣ ế

ȴ 

 ᴯ֝ ᾼײϺȲҠ і Ẕ҃֝ ᾼ цЛׄȲ Бᵛ

ɦ֚ Њ ɧȲӦ Ṏї ȳ в ц ῂЏⱢצ ᾼ Ӣ

ẁ ќ Ȳ ҃ ᾼ ế ҃ ᾼ ȴ 

 ֢  ֯ щֵ  ІЅᾼῶ (Ẃֽȸ ІЅצᵡ ӂѡἢ

ȳҷ ȳ ȳ )ȴ   ҃ ᾼ Ȳ ҃ ҏᴞАᾼ

ắȲṳ С йᾼׄ ц ȴֽצ Ȳ ֣  ȳѻԉȳ ѻԉἨ Ӣ

ѻԉ ḖẦᵗȲἨ ( _______________)ȴ 

 

 

         _________________Њ  

         ȸ _________________  

 ѣ____ѡ____ד____         

( ȸ ϱ вẔ҃ῂ ὢ ᾼ Ȳѿẁ ᴕȴ)  

Ḗᵗ  

ῂ ᵓ ȸ    2343 2255 

ӢỄ ȸ    2382 0000 

ᵓṸṮѦᴞ ȸ  2389 2222 

ᵓṸ ȸ    2896 0000( ẁֵ ṕὢ )  

Ὑ ֣ ȸɶ֣ ɷ:   1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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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8 

  ᵑ ᵫ Ӑ (ϡ )   

֢ᴯ  ȸ        

Ӑ Э7נ 30иןẞ Ѡẃ Ȳ Ӑ ᴯМϡ֝ ֯ϱ М ẞӻ ҵȲ

ṝắ Ȳ ∟ ᾓ ứȴᶺ Б֣ ṷ֝ ᾼ Ϣ ѿ Ȳṳ ẁẦᵗȴӭ› Ѡ

Ӕ ṶԈ ᴩ ▲Ȳ֯ ◕ᶺ Лừ ṶԈᵂ Ἠϯᵒ ȴ 

צ ṷ֝ ᾼắ ṶԈȲ Бᵛ ɦ֚ Њ ɧȲӦ Ṏї ȳ

в ц ῂЏ ắᵺ ᾼ ӢȲ ẁẦᵗȴ й ᾃắ ֝ ếԓ

Ӣᾼ ᾓȲṳ ᵂҏ ȴ 

֢ᴯ  ֯ щֵ   ІЅᾼῶ Ȳֵ ҃ Ȳ ҃ ҏᴞАᾼ

ắȲṳ С҃ йᾼׄ ȴ֝ ȲӼ  ֵ ІЅ ȲϠ цὙӪ҃ ᾼ ȴֽ

צ Ȳ  Ἠ ῂЏȲ ϩẦᵗȴ 

 

 

_________________Њ  

 ȸ____________________  

 ѣ____ѡ____ד_____

 

( ȸ ϱ вẔ҃ῂ ὢ ᾼ Ȳѿẁ ᴕȴ)  

Ḗᵗ  

ῂ ᵓ ȸ   2343 2255 

ӢỄ ȸ   2382 0000 

ᵓṸṮѦᴞ ȸ 2389 2222 

ᵓṸ ȸ   2896 0000( ẁֵ ṕὢ )  

Ὑ ֣ ȸɶ֣ ɷ:  1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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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1 9 

  в  

1.  ֚ ṶԈצ ᾼ ȴ 

2.  ֽᴶ ֚ ṶԈᵂҏ ếׄ ȴ 

3.  Ὑ Ѡ ậᾼ ╟Ȳѿ ᵍ֝ ₤Ṷ╝ԛװ Ӣȴ 

4. צ  ᴞ ԑᾼ (ֽ ӣ)ȴ 

5.  ɦ   ᴕ ɧᾼ Ȳ  ῀ ֽᴶẦᵗІЅ ṶԈế

( ᴕ 5ц 6)ȴ 

6.   ќ ІЅᾼ ἤȴ 

7.  ֥ᵂᾼ ἤȴ 

8.  Ю ќ ἨϢ ᾼ ȴ 

9. ѿ ᵑἨЊ ᶮה ṓצ ᾼ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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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20 

Ӑ  

X X X  

ӢײϺṶԈ  

 

Ӑ ὑ_____ѣ_____ѡ X ῏/ Ѡ/צ  ЀМ Ӑ ᾼϚ֤

ӢЛἅ ѷȴ 

῀ ∟Ȳᶺ ԓ Ӣ Ɫ ế ȴ ֯ṶԈӻӦ Ѡ

ᴩ ▲Ȳᶺ Лừ֯ ◕ᵂԉᴶᾼ Ἠ ῶ ṓȴ 

Ӑ ᾼɦ֚ Њ ɧБ ѻԉὑЭ֯נ вȲ ЛἅṶԈװ

῀ Ӣȴ ԓ ȳ Ӣ ѻԉ/ῂЏц Ṏї Бᵛ Ɫ֢֝ ẁ

ȲẦᵗ҃ ȴ  

ᶺ ӼБ ҏ  ‒Ȳ   ᶺ ’═ Ȳṳ֯ӑẃϚ╦

ắᵺ ᾼ ӢȲѿ―цנ ẁẦᵗȴֽצ▲ Ȳ ȸ_______________

  ȴ 

 

 

      ____________________    

 ѣ____ѡ____ד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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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21 

֚ ЮϤЏᵂ  

 

Ϛ.  ֚ ᾼׄ ȳ ẞᾼᵺ ȲцҠḂ ᾼ֮Ѡȴ 

¶ Ӣ ṶԈᾼч (Ҡ ᴕ ֫ ῶȲṓ Ԉ14)ȷ 

¶ иṹ ֚ ᾼ ṓ(Ҡ ᴕ ֫ ῶȲṓ Ԉ14)ȴ 

 

ϡ.  ắᵺ ᾼ Ӣᾼ ế═ ế ᴷ Ӣᾼч ᾼ ἤ 

 

Ϯ.   

¶ ׄ ὢ ᾼϢњȷ 

¶ Ɫ ׄ ҅ ц ẁќ ȷ 

¶ ԛң ᾼ ȳ ȳ ế֮ ȴ 

 

ҳ.     

¶ ԓ ἤᾼ Ṏ♄ (Ẃֽ Ṯᴞ ♄ ȳ Ṏ Џᵂ)ȷ 

¶ ὑ֚ ᾼ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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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Ԉ 22 

֚ ЮϤếќ Ẫ  

 ᵃ Ầϩ Ὼѡ Ӣᾼ֚ ṶԈȲṿắ ᾼ Ӣц   ẞ йᾼќ ȴ

Ӑ ẪȲῶ ᵃ ֚ Њ ֯ Э֚װ ЮϤếќ Џᵂᾼ ṓȲѿẦᵗᶺ

֚ Њ ᾼЏᵂȴ ᶔ Ẫ∟Ȳ ὑ_____ד_____ѣ_____ѡἨП›ӻ֫____________ȴ 

 ֚ Њ ᾼќ  

( ҏ ᾼ ֿ)  

 ḥצ 
ᵗ 
 

ю  
ᵗ 
 

 צ
ᵗ 
 

 צ−
ᵗ 
 

1. ֚ ᾼ ЮϤếќ Ѡᾎ 

ṓ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2. Ӣ ẁᾼ ׄ  

(a) ѻԉ  

(b) ᵑ ѻԉ  

(c) Њ  

(d) ᵑ  

 
ṓ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4 

4 

4 

4 

 

3. ẁᾼ ׄ  

(a) Њ  

(b) ᵑ  
 
ṓ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2 

2 

 

3 

3 

 

4 

4 

4. ẁᾼќ  

(a) Є  

(b) Ἤ ẁᾼ  
 
ṓ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2 

2 

 

3 

3 

 

4 

4 

5.   ẁᾼќ  

ṓ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6.   

ṓ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7. Ẕ҃ 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ở֤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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ᴕ 1 

֚ Ӣ∟ ṓᾼῴ ч  

֚ ṶԈȲ Ӣ֯ ȳ ῀ȳӢ ȳῂӻếᴩⱢѠ ҏ ч

╥ ṓᾼȴ֯Єֵ ᾼ ᾓϯȲֽ Ӣצ Ϣȳ  ếὣхᾼќ═Ȳ

ṷ ṓᾼч Єּ֯פ щᴟ ╦ в ȴѿϯԝҏ֚ ṶԈ Ӣ∟

ṓᾼῴ ч ȲҔ╗Ӣ ȳ≈ ȳ ȳᴩⱢếϢ …Ѡ ȴ  

Ӣ Ѡ
 

≈ Ѡ  

ṝ Л (Ẃֽȸ Οȳ ︢ )  ѿ М ȳ≈ ȳᵒ Ἠ ϩ  

Л
 

ч Ṷ╝ᾼ  

ᵺ  ᶱȲἨ῏ ϩ  

Ȳ Л   

ẞ Ȳї Ғ ȳҏᴀȳᴜᴚ  ᴞ ȳ ї 

Ѡ  ᴩⱢѠ  

ẞ⁷ Ȳ Л ȳḛ ṕ צ Ṷ╝ᾼṶᾬ 

ẞ Ȳ ѽׄԓ
 

ὔ ᾂȳ  

ẞ ȳ ∫ȳҷ ȳ ѤȳвΆ
 

ᴩⱢ Ȳῶ Лנּד  

Л ứȲ ὔ ȳ ∫
 

ṕ ἨᴩⱢצḃ ἤ 

Ϣ …Ѡ   

ȲЛ Ẕ҃Ϣ   

ẞỦ Ȳ Ϣ ếỦӴ  

כ ȳЛ ϱ   

ὔ Ϣ Ӣ   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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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ṶԈі ᾼ═ ц ч  

═ ᴷ֚ ṶԈ Ӣᾼ ⇔Ȳ ᴖ֯Л֝ᾼ ◕ ᵑצ

ᾼ ӢȲⱢ҃ ẁ йᾼќ ȴֽ Ӣҏ ϯԝ ᾼч Ȳ

― Ḗ Ἠ Ϣ ᾼќ ȴ  

¶ Ӣᾼч Д ϠẔѡ Ӣ♄ᾼ ᵂ ( Ẃֽȸ ҷ ȳ /

ȳҷ ȳ ҳỂṶᾬῶ ѤȲЛ Л ȳҷҟ )  

¶ Ӣᾼч Ғ ( ẂֽȲ ⇔ᾼắ ȳ ȳ ⇔ᾼ ȳᴞ ȳ ẞ

ᵗȳ )  

¶ Ӣᾼч ὑ ( ẂֽȲ ⇔ ȳ ∫ ) Ȳꜙᴟҏ ᾼ

( ẂֽȲ ᾼḀ ȳָ ȳѓ ȳἡ ᾼ ᾎế ȳ ֽ֯

Мȳ ṝ Л ὑᴞА )  

¶ Ӣҏ Л֥ừᾼ ᴩⱢ ( Ẃֽȸ ⇔ ӣ ᾬ / ᵮ ȳ ᶼ / ╚

№ȳצᴞ Ἠ ϢᾼἘ ȳѿ Ѡה♪ Ἠ ҃Ϣ )  

 

 

ẃ ȸ 

WS 2 Handout 8, Warning Signs of Traumatic Stress, Crisis Intervention & Recovery: The Roles of 

School-Base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2012.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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ᴕ 2  

ֽᴶ֫ ӢҠ ҏ ᾼч  

⁄  

ȸ  Ӣᾼ ắȲ ҃ צ ῶ ᴞАᾼ Ȳṳẓ֝
їȲ ắ ӢЛ֝ᾼ ắц ᾎȴ  

ȸ  Ӣ ὑЛ ᾼṶ╝Ȳ ẞ ȳвΆȳ ∫Ἠ⁷ Ȳ  

╥ ṓᾼч ȴ  

ȸ  Л ᶶᾼṶ ҟȷ֯ᵺ ᾼ ẘ ֻֻ ᴞАȷֽ ẞ

ᵺ Ἠ ḖẦᵗȴ  

Ӣᾼч  Ӣᾼ Ἠῶ  ᾼ∂  

ᵑч  

 

¶ ɦᶺ Ȳ ᶺṶȺɧ 

¶ ɦ Ⱥɧ 

¶ и ӢҠ ӑ טּ

ֽẔẃᾼṶצἬч ȲӼҠ Ӧ

ὑЛ ṶϢἬѿ ч ȴ 

¶ Л Ӣ ὑ Ἠѥ ֝

їȴ 

¶ ᵫ Ӣצṷч Ҡ ∟ҏ

Ȳ Ҡ֣ᴔ Ḗᵗȴ 

Лד‒ȳᵺ ȳ  

 

¶ ɦ …ᴷ ẞ ềDṶȺɧ 

¶ ɦ Ȳ…₆ Ϣȹɧ 

¶ ɦᶺ Ȳ ῀ᴞА Ⱥɧ 

¶ ֝Ṷ ᾼ ѿ ‒Ȳ

ҟ ắṶ ȴ 

¶ ╓ҏ֝ צ ᾼ ắȲ

ꜙᴟЛ῀Ἤ ╥Ӕ ᾼч

ȴ 

¶ ⇔ᵺ ᾼ֝ ֣ᴔ Ḗᵗȴ 

ἢ 

 

¶ ἢ ᴿᾼṶ Ӣ֯ᴞАṝϱȴ 

¶ ἢ ȴ 

¶ ╓ҏ ἢȳ ╥Ӕ ᾼч

ȴ 

¶ ӢҠ ѿ М ȲἨ ҷ

ȳ ȴ 

¶ ֽ ṷ ѡ Ӣ♄Ȳ

⁄ Ḗᵗȴ 

¶ ӢϚ֝ ҏ ᾼѠᾎȴ 

 

 

¶ ᾂȴ 

Лצ ¶ ᾼ ȴ 

¶ и ӢҠ Л ȴ 

¶ ╓ҏ ╥Ӕ ᾼ ȴ 

¶ ῶ Ȳ  Ѧ Ӣ

ᾂȴ 

¶ Ӣצᵡ ⇔ Ȳ

ϚḔᾼќ ȴ 

∫ ¶ ≤Ẕ҃ϢȲֽѯӕȳᴔ ḥצ

 ѦṶԈ Ӣȴ 

¶ ∫ᾼ ȴ 

¶ Л ᾨὉ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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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Ά 

 

¶ ɦנ῀ᶺȼȼɧ 

¶ ɦ ᶺ ȼȼȹɧ 

¶ ɦֽὨᶺ῀ їȲᶺ ȼȼɧ 

¶ ɦᶺ … ѡכ ȼȼɧ 

¶ ╓ҏ ṶԈȲ ṶϢᾼ

ֻхếϚṷ֝ ᴞА

ЛṜἨЛֻȲц/Ἠ ᴞА

ϱ ԉȲ╥ ṓᾼ ч

ȴ 

¶ ὺ ҃ ṶϢᾼ ȴ 

ῶ Л  ¶ ȳЛ ȴ 

¶ ῶ Лֹו  

¶ нΉ ὑ ṷ Ӣᾼῶ ȴ 

¶ и ӢҠ ӑ ắṶ

ȲЛ ắἨ

вїᾼᵺ ȲἨЛᴞ ֮ӣ

ṷѠה ἢᾼ ȴ 

¶ Л ᶴ иᾼᴩⱢȲẂֽ†

ṶϢȴ 

ֽṶԈ цײϺἨᴞ Ȳ ӢϷҠ ѿϯᾼчצ  

Ϻᾼᵺײ  

 

¶ ɦ Ϣ ȹɧ 

¶ ɦײϠ ȹҟϠ ȹɧ 

¶ ɦ Όẃ ȹɧ 

¶ ɦ Ϣ  ȹɧײ

¶ ɦ Ϣצ  ȹɧײ

¶ ֝ Ӣᾼᵺ ȴ 

¶ ╓ҏϢײϠ―Л ֯ ѷꜜԛ

♄ϚװȲἬѿ⸗ ӢỄȴ 

¶ ֽᴶῶ Л֝Ứ Ϻײ

ᾼ ȴ 

¶ ᵍ ϺᵂЛײ ᾼ

ɎẂֽȸ ṪϢҬ╥ ϠἨ

ẞϠϚ ᾼ֮Ѡɏ 

ṶԈӐṝᾼᵺ  

 

¶ ɦ  ȹɧײ

¶ ɦ  ᾩ  ֝ Ϛ

 ȹɧײ

¶ ɦ… … Ϣ֝ ᾲȹɧ 

¶ ɦ … … їȹɧ 

¶ ɦ Ϣ ȹɧ 

¶ ᵍ ϺἨᴞײ ᾼ ȴ 

¶ ҏӢỄ ᾼ ȴ 

¶ ᵡứᴞ ᴩⱢȴ 

¶ ╥ᵡצ Ӣ ֝ᴞ ᾼᴩ

Ɫȴ 

¶ ╓ҏᴞ Л╥Ӧ Ϛ ֪

Ἤ ȲЄכ Ԍ צ∟￼

ц  ᾼ֪ Фד ȴ 

¶ Ӣֽ ᵺ ḖẦ

ᵗ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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ᴕ 3 

 

⌂ ᾼ Ầᵗ֝ ᵅ Ȳ ᵗ҃ ֚ ṶԈἬ ẃ

ᾼ ϩếᵺ ȴѿϯ╥Ϛṷ⌂ цЛ⌂ ᾼẂІȲẁ ᵂ ᴕП

ӣȴ Ҡὑ ѻԉ Ἠ ᵑ ѻԉ Ӣиṹȴ Ӣ ӣЛ

⌂ ᾼ Ȳ С╓ ṳ֯ Ю ӢС Ϣ ᵂҏ ȴ  

⌂ ᾼ  Л⌂ ᾼ  

Ḗῂӻќ  ῂӻ ֥ 

V ҃Ϣӻ (Ẃֽὣхȳ ȳ Ϣ

)Ȳ Ἤ ќ  

U ♄  

U Ϣцὣх  

ᾼӢ♄  Л ᾼӢ♄  

V Ҡ ═ѡ ᵂ  

V Ṝ ѹ ᾼԅ ц  

V ’═ᶁ ᾼ  

V ᴩ  
V צ ṝїᾼ♄ (ֽ ȳ

ȳ )  

V ᴩ ו Ȳ’═Ὅ ᾭ  

U Џᵂ   

U ṿӣ Ἠ ᾬ 

U ῧыֵ כ Ἠᾲ І  

U ֵἨ ю 

U ю 

U Лᶁ ᾼ  

U ѽ  

Ẕ҃ Ẕ҃ 

V Ἤ ᾼ Ȳѿ ю  

V ᴞАצϚ◕ ẞᵺ  
U ѿ ϩᾼѠהῶ ∫ 

U ᴩ Ἠẓ֚צ ἤᾼ♄  

 

 

ẃ ȸ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for Schools Field Operations Guideò(2009) 及 ñPREPaRE- School Crisis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Training Curriculum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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ᴕ 4 

ו  

(Ϛ)        ẻᵮה 

Ḕ 1Ȼ 

Ԓ᷄Ϛ ІᶄϯȲ

￼ ￼ 

 Ḕ 2Ȼ 

Ԓӣ І ֮ᵮϚ

Ѐ Ȳ

Ȳԓṝ’═Ὅ ᾼ

ᾭ  

 Ḕ 3Ȼ 

ᾼ ẻҏȲ

ן ẃȲ

֫ ẞᵮ ›ᾼᾭ

 

 Ḕ 4Ȼ 

ẻᵮ Ȳ

᾿ᴟї цẻᵮ

Ȳṳ ӂ

 

(ϡ)  ᴜᴚ ו        

њế        

Ḕ 1Ȼ 

њ  

 Ḕ 2Ȼ 

њữ Ȳњ

Ὼ  

 Ḕ 3Ȼ 

њὍϯц

Ὅ  

  

       

Ḕ 1Ȼ 

∟Ὁ 

 Ḕ 2Ȼ 

Ὅ֫ ᴯ

цὍ  

 Ḕ 3Ȼ 

֣›ὉȲ

ϯ Ὼ › 

 Ḕ 4Ȼ 

Ὅ֫

ᴯцὍ  

Ѐ        

Ḕ 1Ȼ 

⁶ Ѳ  

 Ḕ 2Ȼ 

ӣϩ֥  

 Ḕ 3Ȼ 

 

 Ḕ 4Ȼ 

Ѳ ȳ

ц Ὅ  

       

Ϛ  

Ḕ 1Ȼ 

ӣϩ֣ϱ Ȳ Ὼᴘת 

 Ḕ 2Ȼ 

Ὅϯц

Ὅ  

 

ϡ  

Ḕ 1Ȼ 

∟ὉȲ ›  

 Ḕ 2Ȼ 

Ὅ  

 

       

Ḕ 1Ȼ 

֮ᴼ᾿ 

 Ḕ 2Ȼ 

ὰ֣ϯὉ 

 Ḕ 3Ȼ 

ὰ֣ϱὉ 

 Ḕ 4Ȼ 

Ὅ  

 ᴕ  

1. ї ᶩї ȴ(2002)ȴɞṝї ו ɟȴ ὢ ȴ 

ᶾЄדּ .2 ӢṶ ȴɞ Ӑᾼ  ᾎɟȴו

3. Ӣ ȴɞ ᴜᴚה ו ɟ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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ᴕ 5 

 ֽᴶẦᵗІЅ ֚ ṶԈ  

֚ ṶԈҠ ІЅ ẞ⁷ ȳ ∫ȳ Ἠ Ȳ ṷч ╥ ṓᾼȴ

Ϣדכ ȳ ếќ═ȲҠѿẦᵗІЅ ⁷ ἨЛׄᾼ ȴᵃᾼІЅ

֯ ᾼ╥ȸ 

 

ׄԓ ếќ═ 

· ’═ᵐ  

· СІЅḆֵᾼ ᾃȴ 

· ֵ ᴴІЅȲ С҃ ׄԓ ȴ 

· Л ІЅ Ṷ ȴ 

· ІЅֽᶦ Ғ Ȳ ’҃ БצṜ Ȳֽצ ȲӦᵃӐ

ϢἨẔ҃דכϢ ֝ҏ ȴ 

· ІЅ֯ᴩⱢἨ ϱᾼ оȴ 

· ֽὨІЅἢ ȲЛ Ȳ ȲЛ ậ ҃ ἨҬׄ ҃

Лӣἢ 

· ếІЅ Ҡᴩᾼ ᾎȲẂֽȸׄ Ϣ ᴴІЅȳ ’ ᾼ

ԏ ȳ Ἢ Ӊ ȴֽὨІЅыדӃȲӼҠ ІЅὄ ї ᾼӁ₵

₵ ȴ 

 

ᵃᾼ  

· йн ḖІЅɦЛ ɧἨɦЛ ԛ ɧȲ ḀЛׄᾼї чᴖ

Ḇ ϵᾼכ ȴ 

· ІЅ ҏї ᾼ ắȲֹוї ҃ ᾼ Ȳ ∟Ғѿׄ ȴЛ

≡ὑ С ṓȴ 

· ІЅ ӣЛ֝Ѡהῶ ᴞАᾼ ắɎẂֽȸ ╝Ṷȳ ȳ њ

Џ ɏ 

· ֽὨІЅ ẞвΆ(Ẃֽȸ ≤ᴞАḥצ צ῏ײ ӢᾼἘ ȳ

≤ᴞАӑ  Ѧ ҵᾼ Ӣ)Ȳ ҃ ᾼ ȲṳҒѿ ȴ

╓ҏᴞ ᾼ ԑצ Лὔ ȲἨ ҵצ − ᵍȴ҃ Ҡ

ⱢЛἅᾼṶԈ Ȳᵀ҃ Л ⱢᵑϢᾼ ἨᴩⱢ ȴ(ֽ ӣ)  

· ֣ІЅ Ὑ҃/ּ ᾼ ắ╥Ӕ ᾼȲṳ ЛᶔȲ ױ ҃ ᾼ ȴ 

 

ứᾼ  

· ᶶ֫ Ӕ ᾼӢ♄ ᶧế♄ Ȳ ᵍЛ Ἠכן ד ᾼ

Ἠ  

· ׄ צ ṝїᾼ♄ ȲẂֽ ȳ ȲẦᵗІЅὍ ᴞАȲ ҃

᷂ᾃ ϩ᷾Ὅ֯Ẕ҃ᾼṶ ϱȴ 

 

ḖẦᵗ 

· ֽὨᵃ ІЅᾼ ч ԉᴶצ Ȳ Ἠ Ϣ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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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ᴕ 6 

 ֽᴶẦᵗ ІЅᾼ ᾼ ṓ  

 

Ϛ.   ֯Ầᵗ ІЅᾼ ᾃ ꜙ ȹ 

Ϣכ ṶԈᾼכᾎц ч Ȳ ІЅצ−Єᾼ Ȳ֪ױ   Ƀ 

 

1. Ԓ’═ ứȲ ֮ ᴞАᾼ  

2. ᵍ ╬ ṕȲ Ӕ Ȳצ ֮ צ ṶԈᾼ

 

3. ІЅᾼ  

4. ֵ ᴴІЅȲ С҃ Ḇֵᾼ ᾃȲ ∂ׄԓ  

5. ІЅᴩ Ἠ ϱᾼ о 

6. / ╝Ṷȳ ȳ ᵂȲ ᵗІЅ ế Ṷ  

  

ϡ.  ԈṶ ᶺᾼІЅї ϱ Л צ ȹ 

֚ ṶԈ Ӣ∟ȲІЅ֯ вҠ ѽׄԓ ȳ ἢȳ ὔ

ᾂȳ Ȳ ╥ᴞ ᾼч ȴҬ   С ȳΊứếќ═Ȳ

ֵἼ ᴴế ȲЄ иІЅ╥צ ϩ ṶԈ ẃᾼ цᵌὢ

ᵺ Ȳ ֫ Ӕ ᾼӢ♄ᾼȴֽ   ІЅϚ◕ ∟(ֽ ╦ )

Ьצ Лׄᾼ Ȳ Ӣ ᴔ ȴ 

 

Ϯ.  ֽᶺᾼІЅῶ (ֽ ȳἢ ȳЛ ҵҏ )Ȳᶺ ≢

ȹ 

ṅשׁ ӱ֚֯ ṶԈ Ӣ∟ᾼῴ ȲІЅ Ҁ ᾼ ϩ ȲἬ

ѿ   ї҃ ᾼ ế ȲЛ Ἠᵡứ҃ ᾼ (ֽ

ɦḥꜙ ҠἢɧȲɦḽ™ІЛ ἢɧ )ȴ   ІЅ Ḕ ҏ҃

ї ᾼ ắȲṳ Сќ═ȳׄ ц ᵗ(Ẃֽ ІЅ ȸɦֽὨᵃ ἢ

ᴞ ȲᶺҠѿ ᴴᵃȴɧ)ȴ  ϷҠѿ╓ ІЅ Ϛṷ ᾼ

Ἠ ẻᵮѿ ȴ 

 

ҳ.  ὑІЅ Ϻᾼײ Ἠ Ȳᶺ ≢ ֫ ȹ 

Ҡѿ ІЅ ȸɦ ֝ ᾼײϺ╥ϚԈЛἅᾼṶȲ҃ᾼӢỄБᶙ

Ȳ҃Л ԛΌ֫ ϱ Ȳᶺ ԛϷЛ ṓẞ҃Ϡȴᶺ Ɫ֝ ᾼײ

їế Ȳᶺ Ӽ ⸗ ӢỄȴ」 

( ȸֽὨѯӕצỨ ‒ԊȲҠ ᴞАᾼ‒Ԋ ІЅ Ϻᾼײ ȴ) 

 

Х.  ᶺᾼ Ӕ Ϛṷ ϩȲᶺ ≢ ȹ 

¶ ═ ᾼ‒ἘȲֻֻ ᴞА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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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ᵃ‒ԉᾼ х ȴ 

¶ Ḗ ᾼ ᵗȲֽῂЏȳ ȳῂ ᵓ цᶳ ȴ 

 

г.  ֽᴶ Ѡȹ 

¶ ֽ ẦᵗȲ Ѡ____________(ȸ____________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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