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輔導知能專欄—悲傷輔導 

走出生命的幽谷—談導師對青少年死亡失落之輔導 

崑山技術學院  曾仁美老師 

    近年來隨著社會急速變遷，現代人的生活環境愈來愈遠離自然，加上社會價

值混淆，發生於校園內、外危及師生安全之危機事故與日俱增，如白曉燕事件、

國中學生集體凌虐同學致死事件、學生自我傷害、溺水、車禍、遭受性侵害等，

另外目前週休二日休閒旅遊盛行，出遊者常是全家、同事等，故不少家庭在意外

事件中喪失了自己的孩子、配偶、父母及多年好友，形成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國泰醫院精神科主任張景瑞(楊明，民 87)指出，個人面對朋友或親人死亡的重

大傷害，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人都有自我療傷的能力，但仍有百分之十五至二

十的人需要協助，醫學上發現這類"重大精神創傷症候群"，往往是事發後半年才

顯現出來，因此適當處理此類沈痛的創傷，其重要性不容忽視。 

    面對這些層出不窮的校園危機間題及壓力，顯現學校對於處理相關方面的人

才需求若渴，然而在有限的輔導資源下，除了請專業輔導老師協助處理之外，學

校老師也必須面對並處理死亡事件對學生產生的影響，因此協助學生處理失落的

悲傷，成為學校教育及諮商人員養成課程中的新課程。學校老師參與處理有許多

益處:一、教師得以學習面對死亡的正確態度;二、引起教師注意學生有關死亡教

育的課題;三、引起教師注意學生發生失落的問題;四、教師可以成為轉介學生接

受諮商的人物(吳秀碧，民 87)。因此身為學校老師，特別是班級導師，不僅對

同學於事發之後需加強輔導，也有義務預防類似事件再次發生。當學生發生朋友

或親人死亡之重大傷害時，班級導師應如何因應?如何協助青少年及其父母面對

事實呢?本文之重點即在提供導師協助青少年面對死亡失落之悲傷處理策略。 

 

一、死亡失落與悲傷處理 

    從存在的架構來看，悲傷是個人試圖去維持生命永續的信念，以及了解死亡

已打斷此信念的歷程(Rmdo,1984)。在悲傷的過程中，青少年將重新檢視死亡的

本質及生命的意義，面對悲傷，痛苦的知覺死亡的真實性，並開始尋求某些方式

來重建立生活，以極力地去修補這段差距。因此誠如 Engel(1961)所說，人因失

去所愛形成心理創傷，其嚴重程度相當於一個受傷或燒傷的人在生理上所承受的

創傷，悲傷代表脫離健康與幸福的狀態，如同身體需要復原，悲傷者亦需要一段

時間回復平衡狀態、接受失落，它不僅是一種知性的接受，也是一種情感的接受，

青少年可能在認知上了解失落終結性，卻要很久之後才能在情感上完全接受這個

事實，因此一個人在承受失落之後，為了重建平衡並完成悲傷的過程，必須要完

成某些特定的悲傷任務，因此「悲傷」被視為調適失落的必要過程，不完全的悲

傷可能損害更進一步的成長。 

二、青少年悲傷的反應特徵 

    青少年因為死亡事件可能產生的悲傷反應，其個別差異很大，以心理發展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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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青少年時期已能了解死亡存在的可能，但一般會因人格、先前的哀傷經驗、

心理健康情形、發展因素、與死者的關係、死亡的形式、社會支持系統、環境的

改變、種族、宗教因素、年齡、性別等不同因素受到影響(黃意涵，民 81;陳增

穎，民 87)。瞭解青少年對死亡的自然反應，可協助從事青少年悲傷工作者在重

要的時期給予最必要的支持與協助。 

    雖然青少年能了解死亡的現象，然而此時期由於生理、認知、及社會角色的

改變，其情緒狀態常是不穩定、好動、情緒化、複雜敏銳、喜怒無常、悲歡不定

的，也是感受最危弱又最豐富的時候(吳意玲，民 82;李雲禎，民 85)。在尋求自

我認定、獨立自主的過程中，任何一種重要關係的失落，皆會干擾青少年認知、

情緒、心理的成長。因此處理青少年悲傷需要一套適合其發展階段的模式，並非

套用成人的模式。以下從情感、生理感覺、認知、及行為四方面分析其悲傷反應

(WolMt,1990;李佩怡，民 87;陳增穎，民 87，李開敏等，民 85): 

(一)在情感反應方面 

    青少年可能會出現愧疚自責、低自尊、恐懼、憤怒、哀傷、羞恥、焦慮、孤

獨、疲倦、無助、驚嚇、長期沮喪、認同、指責、思念、解脫、輕鬆、麻木等感

覺。 

(二)生理現象 

    在生理上，青少年可能感覺胃部空虛、胃部緊迫、喉嚨發緊、對聲音敏感、

出現一種人格解組的感覺、呼吸急促，有窒息感、肌肉軟弱無力、口乾、缺乏精

力。 

(三)想法 

    在想法上青少年可能突然覺得失去人生方向、不相信、困惑、感到逝者仍然

存在、沈迷於對逝者的思念，甚至產生幻覺。 

(四)行為 

    在行為方面，青少年可能出現嘆氣、坐立不安、在某些活動中過於活躍，如

瞌藥、酗酒、打架、不適度的冒險行為、性氾濫等，另外還有哭泣、失眠、食慾

障礙、注意力不集中、退化、社會退縮、尋求與呼喚、舊地重遊及隨身帶遺物、

珍藏遺物等行為。 

 

    青少年對悲傷的反應，除了具備悲傷過程的特徵外，這時期更容易出現延遲

悲傷的情形(陳增穎，民 85;吳秀碧，民 85，李佩怡，85)，其原因分析如下(李

佩怡，85): 

1. 親友及師長不與當事者談到死亡，避免觸及痛處，卻使青少年感覺自己是孤

單、被遺棄的，找不到人可以訴說，於是壓抑自己的悲傷情緒。 

2. 在家庭成員死亡事故發生後，社會期待悲傷的青少年「長大」「成熟」，以擔

負成人的責任，使青少年的悲傷感受被家庭照顧的責任壓抑下來，於是青少

年只能延緩悲傷。 

3. 部份家庭結構改變，許多青少年在家庭中缺乏支持對象，造成悲傷延緩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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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4. 青少年階段正值與其父母爭取獨立，發展個人價值觀，脫離對父母依賴的時

期，若父母在此時期離開，青少年容易產生罪惡感，造成發展階段的危機。 

 

 

三、處理悲傷的主要任務 

    一般而言，處理悲傷有四項主要任務: 

(一) 接受失落的事實。青少年可能會逃避現實否定失落的事實及意義，藉

否定死亡的可逆轉性而阻止自己接受死亡的事實。 

(二) 經驗悲傷的痛苦。拒絕悲傷痛苦最直接的方式即是使自己斷絕感覺及

否定痛苦。即中止思想，想逝者愉悅的一面，將逝者理想化，到處遊

走，不允許感受痛苦，然而若第二項任務無法充分完成，日後可能需

要再治療，屆時重新經驗曾逃避的痛苦會更難，其治療處理的過程亦

往往比失落當時及時處複雜，而在失落發生當時，可能有的支持系統，

後處理時也可能較缺乏，因此應把握時機，協助者經驗悲傷。 

(三) 重新適應一個逝者不存在的新環境，重心介定生存目標。 

(四) 將情緒活力重新投注在其它關係上，建立新的認同。 

 

 

四、導師幫助學生面對死亡失落之處理原則 

    針對青少年面對死亡失落可能產生的徵兆，以下即將完成悲傷的任務應

用於導師對青少年的輔導上，其原則如下: 

(一) 認真以待，謹慎評估學生的狀況 

(二) 相信自己觀察及覺察學生的直覺與感覺。 

(三) 協助學生渡過悲傷: 

1.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悲傷處境。 

2. 以具體的方法來減輕悲痛、壓力。 

3. 找尋可以提供支持的重要他人。 

4. 用對自己有意義的方式宣洩悲傷。 

5. 不斷自我鼓勵，用不同的想法思考。 

     

(四) 保持冷靜的處理態度，預防青少年自我傷害: 

1. 用自然的語言對話，反應適時。 

2. 直接表達關切及情緒支持，不害怕沈默。 

3. 不評論、不討論事件的對或錯。 

4. 明白解釋可以保護其隱私，不會公開討論事件本身，但必要時亦不把事

件祕密化。 

5. 運用其它有助資源，不讓學生單獨離開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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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視需要通報校園危機處理小組協助處理相關事宜。 

 

 

五、導師幫助學生面對死亡失落之輔導策略 

    班級導師在學生面對親人或朋友死亡的創傷時，可在學校輔導老師的協助進

行班級輔導，另外亦與其家長建立更緊密的連絡，從多方面共同著手，幫助學生

渡過危機。以下即從這兩方面加以說明: 

(一).對學生之班級輔導 

1.目標: 

(1) 了解學生對死亡的感覺和想法 

(2) 找出需要個別諮商的人，轉介至輔導室 

(3) 學習事發之後如何處理 

(4) 重新凝聚分散的心 

2.對象:包括全體學生、導師及輔導老師 

3.內容: 

(1) 說明全班共聚於此的原因，說明生與死的本質及生命的意義。 

(2) 引導學生談過去到現在曾經經歷的他人死亡事件，並談其對此經驗的想

法、困惑或感覺，當時如何處理，適時給予情緒支持。方式: 

A. 角色扮演: 

請學生冥想生命中已過逝的人，如果沒有，就想一位有些話想對他/她說但

一直沒有機會說的人，把想說的話寫下來，並假裝他/她坐在對面的椅子上，

將寫下的話對其說。角色對調，將自己換成是對方，假想對方可能反應。請

學生覺察此時自己的情緒 

B. 情緒垃圾箱： 

將自己的情緒寫出來投到情緒垃圾箱中，投入之前說「對.…(事件)．…我

覺得(情緒字眼).…．，因為(原因).…．」，投下之後說:「某某人，再見」。

藉著讓學生與死者說再見為接受其死亡的開端，去經驗對死者之死彼此間此

時此地的反應。 

C. 心靈加油站： 

全班互相給予支持，打開親密述說的可行之道，及探討在此情境中建設性的

調適方式。 

 

(3) 導師及輔導老師做適度的情緒支持及自我開放，讓學生了解師長的想法及

感覺。 

(4) 腦力激盪，討論有什麼方法可以幫助自己渡過悲傷，同時建立同儕幫助系

統。 

(5) 討論若再遇到類似事件的處理方式，練習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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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學生可能在班級輔導的過程已經處理好大部份的情緒，但必須留意受創

較深的孩子，視需要給予進一步的幫助，特別是認同死亡亦是解脫及解決事情方

法的孩子，及團體中的沈默者、只談想法不談感覺的學生，與死者交往較深或最

後與死者連繫的同學，以及高危險群學生，例如經常有機會觸及吸菸、喝酒、藥

物濫用等行為之學生亦值得特別留意。若發現可疑的異狀，應儘速與輔導室、家

長、醫院、警力、及社區支持資源做連繫，以因應隨時的需要及做必要的轉介。 

(二)對家長的處理方式: 

    當學生發生的自我傷害事件或意外事件，可能不僅當事人的家長會極為關切

這個問題，其他同儕的家長可能也會感到疑惑，甚至陷入維護其安全的無助與恐

慌，擔心處理不好，會造成另一樁自我傷害或意外事件，產生更大的遺憾。家長

擔心自己的孩子受到影響，甚至表示不滿、指責、質問、批評，導師亦應協助處

理。基本上可以下列方式與其溝通: 

1. 以禮相待:用和藹的態度，不卑不亢，誠懇面對問題。 

2. 發洩情緒:先聽完家長之不滿情緒、質問及批評。 

3. 冷卻情緒:積極傾聽、接納，使家長覺得被尊重。 

4. 使用同理心溝通技巧:如「我能了解您對這事真的很關心.…」「你對孩子

的關心我很了解…」 

5. 澄清:情緒發洩完之後，再做澄清式發問，了解學生對家長所提問題的看

法、了解程度，說明自己的看法及意見，及提出說服對方的有力理由。 

6. 聚焦:聽完對方的意見之後，問家長:「感謝您的關心，對我們今天的討論，

你希望我怎麼做…，」導引問題至建設性的問題解決上。 

7. 設限:若時間有限，告訴家長:「在我回教室上課之前，我們有二十分鐘的

時間可以談，讓我們看看這二十分鐘可以解決多少問題，若您須要更多時

間，我很願意和你另外約時間再談。」 

8. 鼓勵:對方所言正確，視其內容予以讚美，鼓勵與感謝。 

9. 善用特定資料:事實勝於雄辯。將說明事實的資料呈給家長看，讓其更了解

狀況。 

10. 問題解決方案:教師適時提出計畫，讓家長了解教師可能的處遇之道，及其

在家中可以協助青少年防犯意外事故或自我傷害事件發生的方法，得到家

長之支持與了解後，可以化家長的阻力為導師協助學生的助力。 

五、結語: 

    「當死亡降臨時，除了接受，還要復原。」檢視我們每日的社會新聞，血腥

與暴力充斥著大部份的篇幅，「死」似乎變成一種平常的事，但是對當事人的親

屬及關心的朋友而言，卻是莫大的傷害，事後復原工作通常是交給「時間」來淡

化，真正心靈創痛的處理總是被遺忘，甚至被忽略。身為教育與輔導工作者，不

禁感嘆身處於這種環境中，「死亡教育」  「悲傷輔導」多麼缺乏。青少年是我

們未來的希望，教育及輔導工作者應在扮演更極槓主動的角色，協助他們面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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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過渡悲傷，學習處理自己的情緒，進一步體認生命的意義及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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