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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則可採取小團體或個別會談的方式

進行。4 .在考慮協助的對象的同時，也

需考量是否有共同經歷意外事件的人或

目睹意外事件的人，以能主動提供協助。

有關意外死亡之危機性的班級輔導

介入應包含幾個目標:

1.共同澄清及了解事實，以杜絕不

必要的猜測及流言帶來的恐慌或

情緒。

2.協助宣洩及表達情緒。

3.普同化悲傷的反應及了解悲傷的

歷程。

4.形成相互陪伴及協助的支持網

絡。

5.初步評估並了解是否有特殊的情

感反應，以提供心衛單位做後續

介入的參考。

6.提供相關資源，以協助班級及個

體因應壓力。

以下將提供一實例來說明意外死亡

之班級輔導如何達成上述的目標。這個

意外事件是因大學社團戶外活動過程中

因死亡事件而進行的危機性班級輔

導在文獻上多為學生自殺事件(洪雅鳳，

1 9 9 9；賴念華，2 0 0 4 )，意外死亡雖不像

自殺死亡的事件來得震撼與複雜，然意

外死亡的突發性及高比率也著實需被重

視。本文將以校園學子的意外死亡事件

的危機介入與班級輔導做一闡述。

在思考進行危機性的班級輔導時，

需考量幾個層面：1 .當造成的死亡是群

體性的往往衝擊較大，影響的範圍也較

廣，所以在危機介入時考量的層面較

廣，例如畢業旅行發生的的交通事故，

常是同年級幾個班的同學在現場共同經

歷的，自然在做危機性的班級輔導要將

同年級的同學皆列入實施的對象。2 .意

外死亡若為個體的死亡，則多是對該班

級的同儕有較大的衝擊，危機性班級輔

導的介入也以該班級為對象。3 .進行危

機性的班級輔導主要的考量點是該班級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該事件的衝

擊，因而需要以班級為單來進行輔導，

如果只是少數幾人或個別性的衝擊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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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個體意外死亡，該事件中有同行

的同學目睹意外的發生，相關單位已針

對目睹者提供危機介入與支持。而考慮

該意外事件對同班同學將造成頗大的衝

擊，而決定施行危機性的班級輔導。

1.了解事情發生的原委、最新的訊息

及該班級目前對事件的了解及反應

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以能推論及掌

握相關人員的反應，包含同行者及其關

係；另外也了解意外發生後至今的安排

及處理為何，有那些相關的人涉入；最

重要的是目前該班級對此事件了解的程

度及反應，尤其是與逝者有特殊關係的

同儕，包含室友、密友及親近者的反應。

2.邀請導師務必能一同參與班級輔導

筆者邀請導師能出席班級輔導，有

三個目的，1 .由於諮商師對班級而言是

一陌生的人，導師是最好的引介者，2 .

在面對如此沈重悲傷的事件中，有一位

班級學生熟悉的「大人」(導師)在場，

不僅能安定心情，也提供情緒的表達與

示範，3 .班級輔導是導師和學生共同表

達悲傷的最好時機，在這過程中也能很

快促進師生的情感聯結。

3.個人的生理心理準備:

筆者雖然已有多場帶領悲傷的班級

輔導經驗，但再面對這樣的氣氛仍是有

些抗拒，也許這就是人們本然地抗拒死

亡的議題吧!所幸有幾個小時能讓自己安

定及轉換情緒。同時構思班扱輔導的進

行程序及可能運用的相關媒材。

1.自我介紹、說明來意

介紹自己的角色及身份外，也表達

個人的震撼及心情，再聯結到班級輔導

的目的。內容表達對年輕生命隕落的不

捨，也指出班級中的每個人都是重要的

一分子，任何一人的離開及死亡對班級

都帶來相當大的衝擊，而此時需要班級

一起來渡過及面對。

2.聯結彼此、表達理解

危機性的班級輔導是一進行時間相

對較短的團體輔導，帶領者需要在更短

的時間內與班級建立聯結。在觀察到班

級同學在進到教室後，有不少人著手折

紙鶴，筆者的開場白即從此處開始做聯

結，表達對同學的理解。而在最初幾分

鐘進到班級在等待同學來到的過程中，

也聽到幹部聯繫未到同學的電話中隱約

透露害怕參與班級輔導會哭成一團，於

是接著表達「要面對這樣的事真的很不

容易，所以有時會很想逃避不要聽不要

想也不要接觸，這都是可能發生的，就

像折紙鶴也是可以減少觸碰情緒」，同學

們抬頭看了看我，像是被了解般。接著

再連結到今日聚在一起的目的「面對這

樣悲傷的事，不是不要談它，悲傷就會

減少就會不見，就是因為很困難去面對，

才更需要透過聚在一起的力量來彼此協

助」，「透過分享及表達將更能幫助你渡

過難過的過程」。同時也表達尊重，想分

享與否或要分享多少可以由個人決定。

3.說明事實

在進行班級輔導前請導師能協助陳

述事實及分享心情。導師從其被通知發

生意外開始，到整個事情的處理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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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協助理解悲傷的歷程，及肯定曾有的

情誼會延續下去不會消失。

5.表達祝福與分享共有的回憶

說完上述的故事，也鼓勵大家表達

情感，提供每人卡片及蠟筆，邀請寫下

或畫下想給逝者的祝福或還來不及說的

話。也鼓勵可從曾有的一些交集及回憶

來分享。同學在創作的過程中都很專

注，有些想到有趣的回憶也會與鄰座同

學咯咯笑，筆者藉此提醒情緒原本就是

起起落落的，有難過也會有歡笑是正常

的。不需讓自己一直都得在表現難過的

情緒中，有時有歡笑也不代表不悲傷。

在同學創作完時邀請分享其作品，

這個部分除了讓大家對死者有更多的認

識外，也聯結彼此的經驗。同學在分享

的過程中也嚐試邀請用第二人稱來唸出

想對逝者說的話或分享其畫作。由於逝

者在班上的形象相當正向，與多數同學

也有相當好的情誼，因此分享過程有歡

笑也有淚水，當然也有同學難過的無法

表達只想默默將畫作獻給逝者，其意願

也都獲得尊重。在整個班級共同參與和

分享的過程中，現場的凝聚和支持的氣

氛也交織出無形的支持網絡。

同學分享完也告一段落後，筆者統

整大家的分享，同時指出悲傷是需要一

段時間來完成的，在未來仍會持續一些

歷程，在需要的時候，同儕間可如何協

助及陪伴。最後也提供學輔中心可提供

的個別會談及團體會談的服務。

由於逝者在班上的人際關係頗好，

從同學的口語表達或畫作中都未發現特

殊情緒或情緒衝突者。意外死亡帶給人無

限唏噓，而遺憾及悲傷的情緒反應是最

主要的，相較自殺所引發的的死亡，情

的參與狀況及被引發的情緒做陳述，同

時分享一個為人母親的立場對應到逝者

的家屬心境等等，陳述過程中也一度熱

淚盈眶。這個過程也提供了情感表達的

示範，協助班級同學的情緒宣洩。

4.普同化同儕的反應及協助了解悲

傷的歷程

在導師陳述完後，筆者略做摘要，

即聯結到同學，同時邀請同學分享何時

及如何知道意外的發生，當時的想法或

心情如何，筆者主動邀請一位男同學詢

問是否願意分享(也再次表明如果真的很

難分享也可以表示暫時無法分享)，有一

位好的示範者，接下來幾位同學也都願

意分享最初的震撼和兩三天來的心情，

筆者最後歸納這些反應正是失去親愛的

人會有的悲傷反應。這個過程主要在聯

結彼此情緒的相似性，也在普同化其反

應，接著更做一小部分的心衛教育，指

出悲傷的反應會有那些歷程、悲傷表應

的表現及時間長短有其個別差異，來協

助同學理解自己及他人可能的反應。

由於感受到幾乎皆是悲傷與不捨的

情緒，筆者也順隨分享繪本「小魯的池

塘」，來結束這個段落。「小魯的池塘」

(伊芙邦婷，2 0 0 2 )描述一個小女孩在面對

同學(小魯)死亡的情緒反應歷程，從覺

得不公平到希望只是一場夢，到後來的

不得不接受、淚水無法止住之悲傷，最

後在心中為對方找一個適當的處所(小女

孩在寫給小魯的詩中寫道:「小魯是我的

好朋友，他一直都會是我的好朋友，永

遠永遠都是。」)，故事最後再透過一些

兩人曾共有的回憶及活動(做為儀式)來

紀念這段友誼，而這段友誼在小女孩心

中是不會消逝的。運用繪本呈現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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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上較不會那麼複雜。不過在結束班級

輔導後還是請導師特別留意與逝者關係

較親近的同學及未參與班級輔導的同學。

帶領與死亡主題有關的班級輔導是

需要耗費相當多的能量的，從事前的心

情準備到進入現場與班級的情緒同步，

筆者也感受到自己的情緒變化。從一進

入現場感受到的焦慮、到悲傷難過，再

到後來分享逝者有關的回憶時的難過和

歡笑交織。整個班級輔導的歷程大體而

言很順暢，從同學的參與及反應中可以

感受其心情變得輕鬆些，連筆者自己也

覺得心情輕鬆許多。

整個歷程中唯一讓筆者覺得有些不

妥的地方是在第五個流程中，邀請同學

分享想對逝者說的話時，原本同學們習

於用第三人稱，而筆者當下嚐試邀請用

第二人稱來唸出想說的話，當時的考慮

是這樣的表達方式較直接有張力，但這

個介入的方式值得再商權，雖然在當下

如此的介入也頗順暢，並無負面的反

應，但在事後的反思中，發現這樣的方

式顯現筆者的著急，因為悲傷的歷程與

工作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班級輔導只是

一個初步開啟及正視悲傷工作的起點，

可以讓同學們用自己的方式及速度來進

行(第三人稱的方式較能保持一些安全的

距離)。不過再從更大的脈絡來了解自己

當下的直覺與選擇是其來有至的，因為

逝者的身後事處理得相當快，隔日就將

進行告別式，於是乎感受到時間的壓

力。這個事後的整理和省思也提醒筆者

在進行實務工作中得更清明地洞察各種

內外在的影響力量，尤其是此類有時間

壓力和情緒張力的危機介入。

伊芙．邦婷( 2 0 0 2 )。小魯的池塘(劉清彥

譯，原書出版於1 9 9 9 )。台北：三之

三。

洪雅鳳( 1 9 9 9 )。在悲傷中學習成長—學生

自殺的班級輔導。諮商與輔導，

158，43-45。

賴念華( 2 0 0 4 )。大學校園自殺事件後的處

遇策略。載於自殺危機處理與輔導

研討會手冊，3 7 - 4 2。教育部南區大

專院校輔導知能研習，大仁技術學

院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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