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西貢區議會社會服務及健康安全城市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動議 

要求政府就學生發生自殺案，作出全面的檢討，增加資源，解決問題 

 

教育局回應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的建議 

 

 為應對在 2015/16 學年接連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教育局除

了即時推出一系列應對措施外，亦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成立由社

會不同界別人士及相關政策局代表組成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

（委員會），以實證為本的原則，詳細分析學生自殺的原因，並

向政府建議預防學生自殺的措施。委員會已在 2016 年 11 月 7 日

提交最終報告。 

2. 委員會就本地及國際相關數據和資料進行研究，以理解不同

因素與學生自殺的關係，並辨識可予改善的範疇。綜合各方面資

料，委員會指出每宗學生輕生個案涉及多種成因及因果關係，背

後的原因都非常複雜，引發的原因亦各有不同，包括精神健康、

心理因素、家庭/朋輩關係、家庭/學校適應問題及學業壓力等問

題。 

3. 委員會就防止學生自殺提出了多項建議，歸納為下列五大範

疇， (i)加強對學校及大專院校學生的支援； (ii)加強對家庭的

支援;(iii)加強傳統及社交媒體的角色；(iv)推廣多元升學及就

業途徑；及(v)其他與教育制度相關的意見。 

 

跟進工作 

 

4. 為提升學生的精神健康，並協助學校識別和支援有自殺風險

的學生，教育局與其他政策局／部門，包括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

局 )、衞生署、民政事務局及社會福利署 (社署 )按照四大範疇，

包括 (i)提升學生的心理與精神健康； (ii)加強對學校和教師的

支援； (iii)檢視教育制度的有關部分；以及 (iv)加強家庭生活

及家長教育，訂定可行措施和推展工作，跟進最終報告的建議，

務求加強對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的支援。當中教育局本身及

與相關政策局／部門合作的近期主要工作如下： 

(a) 教育局和衞生署在 2016/17 學年於全港中小學推動「好心

情@學校」計劃，以加強在學校推廣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局

已將相關資訊，包括活動建議和教學資源上載於網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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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更新，以供學校參考和應用。 

(b) 食衞局與教育局、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和社署合作的「醫

教社同心協作計劃」的先導計劃，由資深精神科護師定期

到校，與學校人員、學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等組成跨

專業團隊，就個案進行專業討論。食衞局將會為參與學校

的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提供培訓。 

(c) 教育局於本年推出一份資源手冊，協助學校識別、支援及

轉介有自殺行為的學生。我們亦會推出由教育局與醫管局

協作發展的教學資源，加強學校識別及支援有精神病患的

學生。 

(d) 教育局繼續與不同機構合作，向學校推廣精神健康。例如

在本年一月與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及衞生署合辦研討會，

加強教師對精神健康的認識，支援患有精神病的學生。本

年二月，教育局為中學教師舉辦一場研討會，分享校本升

中適應課程及自殺危機的評估與介入。 

(e) 教育局將會推出「守門人」訓練，包括為一般教師而設的

基本訓練及專責教師而設的進階訓練，以提升教師對精神

健康的認識，協助他們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

學生，包括有自殺行為風險的學生。有關課程在 2017 年 9

月正式開課。 

(f) 由 2017/18 年起，教育局為公營普通中、小學提供的「學

習支援津貼」將會涵蓋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以便學校有更

多額外資源，加強照顧這些學生在學習、社交、情緒和行

為上的需要。 

 

5. 此外，教育局接納委員會的建議，會繼續按需要檢視教育制

度的有關部分，適當地支援學生及年輕人的發展及不同需要。我

們亦全力發展生涯規劃教育和相關輔導服務，以協助學生按個人

的興趣和潛能有目標地探索未來的事業和人生方向。 

 

 6. 事實上，政府致力提供靈活、多元及多階進出的升學途徑，

高中學生可按興趣、志向及能力，修讀不同的本地專上課程，包

括學士學位、副學位和其他課程，或到境外繼續升學。政府近年

亦公布多項措施以加強發展職業專才教育，鼓勵中學離校生按自

己的志向選讀適合的課程，從而獲取專業知識和實務技能，為日

後就業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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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跨界別的協作對於預防學生自殺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局會繼

續與各持分者攜手合作，推行各項可以減輕學生壓力和預防學生

自殺的措施。我們期望在各方面的努力和合作下，學生自殺個案

的數目能持續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