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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旨討論校園心理健康工作，因為健康是一個會改變的過程，不僅單指

生病，也包括生物以及心理層面。青少年會被自己或是家庭以及周圍環境的期待

所影響，也就是是生理方面的遺傳或者是內分泌因素，或是心理方面的威脅像是

心理壓力或是早期生活經驗，以及包含家庭病理或者是生活事件壓力的社會文化

因素，而從生物學觀點，母親懷孕或是嬰兒時期也都會影響到成長發展，儘管隨

著年齡長大了，養育的方式或者是家庭與社會，也都有極大的危險因子，倘若心

理健康導致社會功能障礙，個人對自我的角色便較難發揮功能。但是罹患心理健

康疾病，隨著時間環境或者是有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幫助，依然可以逐漸融入社會

的，而身為教育人員，也要了解校園常見的心理健康疾病類型，像是嚴重精神疾

病者，包括精神分裂與憂鬱或者是躁鬱症，或是輕型精神疾病的焦慮症，以及注

意力缺損過動症，另外還有抽動性疾患與廣泛性發展疾患也就是常見的自閉症，

而因為青少年重視自我形象，也有導致飲食疾患焦慮性疾患的可能，總觀這些疾

病症狀的影響，都會導致學生在校園生活面臨學業與人際關係的困擾，而為了幫

助孩子早日調適好自己以在學校或社會中生存，有家庭、醫療以及學校系統可以

輔導孩子，像是學校系統便是可以落實三級預防，以達到事先預防，進而治療並

且逐漸復原的效果。 

 平常較常遇到的便是情感性精神疾病也就是憂鬱症與躁鬱症，但是嚴重精神

疾病還包括精神分裂，需要我們去關心，因為這些其實是很容易被發現的，但是

倘若不被理解便可能會被同儕甚至是社會抵制排擠，另外輕型精神疾病以及注意

力缺損過動症等其他精神疾病症狀也是需要花心思觀察的，倘若只是勸導或是當

下才處理不同的事件，只會是消極的面對，治標不致本，因此我們要對症下藥搭

配醫療幫助，給予友善包容的環境讓孩子慢慢恢復穩定的情緒。我們能做的也就



是觀察學生的行為與情緒的變化，進而能夠轉介相關資源或者是特殊教育服務，

孩子面臨的精神困擾是需要我們去積極注意，方能達到三級預防的效果，進而建

構完整的輔導體系，減低負面效應，而不論是否為心理健康疾患，都要努力讓學

生感受教育的愛，真正認識疾病，也學習與自己相處，進而包容他人。 

 

問答題： 

1.請問對於心理健康疾患的學生主要的協助系統有哪些？請舉例並簡述。 

2.學校常見的心理健康疾患有數種，請解釋何謂輕型精神疾病。 

 

選擇題： 

1. ( 1 )當在校園中發現疑似心理健康疾患的學生時，有以下四種處理步驟，請

問下列何者順序正確？ 

1.發現評估介入追蹤 2. 評估發現介入追蹤 

3.發現介入評估追蹤 4. 評估介入發現追蹤 

2. ( 4 )從精神醫療的觀點，下列何者選項指出特殊教育法第三條的情緒行為 

障礙？ 

1.輕型精神疾病 2.嚴重精神疾病 3.注意力缺損過動症 4.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