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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老師、家長有任何

學生輔導相關問題與快樂國

小輔導室聯繫，電話號碼：

(03)3580001 分機 610、

611、613，若需要諮詢，請

透過導師或電話聯繫預約輔

導教師時間，謝謝。 

 

如何與孩子討論普悠瑪事件？        專輔教師 蘇亦寧整理 

    

一、 帶孩子了解普悠瑪事件 

1. 在安全的情境下與孩子分享這次的事件。如：列車在行駛時發生意外、列車脫離了

軌道摔壞了、有些人因此受傷了、很多人在關心和協助他們……。許多人在了解為

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件，正在想辦法改善，讓事件不要再發生。 

2. 讓孩子理解本次事件是偶發事件，並不是常常發生，且有許多專業人員在協助和改

善，會讓孩子比較有安全感。 

3. 討論時，準備足夠的時間，允許孩子提問，可以幫助孩子思考和釐清。避免在睡前

討論這些事情，這可能讓孩子帶著未經處理的情緒，而害怕睡覺或獨處。 

二、 讓孩子抒發情緒 

1. 本次事件可能會喚起我們內在的恐懼、驚嚇、不安等情緒反應，這都是正常的。 

2. 與孩子聊聊對事件的感受。如：「有沒有驚嚇到？」、「會不會覺得很可怕？」、「現在

覺得還好嗎？」當孩子表達能力有限時，可以用玩玩具、樂高、人偶、積木、故事

書等的方式和孩子互動，或是利用一些圖片及情緒的字彙，幫助孩子辨認情緒，鼓

勵他們表達對於這次事件的感覺。 

3. 討論的過程中保持耐心。當孩子想休息的時候，給予

時間等待，當孩子還在思考時，不要催促。在這段時

間，讓孩子自己沉澱，不要讓孩童感到害怕，多確認

他們是否還有其他擔心和害怕。 

4. 與孩子討論適當的情緒和壓力的抒發方式，如與孩子

一起打球、騎腳踏車等，讓孩子有機會消化過多的負

向情緒。 

三、 生活小提醒 

1. 避免重複觀看相關新聞影片，降低影像殘留腦海而有失眠不安的情況。 

2. 均衡飲食，減少熬夜狀況，穩定與規律的節奏會感到安心與自在。 

3. 選擇隨身攜帶能夠安心的小物品，如同平安符、祝福的語句，以平穩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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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注意力轉移至平時的興趣或關心的事物上，和親友、好友們一起做一些讓心情放

鬆、平靜的活動，例如，運動、畫畫、唱歌、舞蹈、閱讀等。 

 
 

你我都是自殺防治的守門人 
    現今諸如普悠瑪事件的危機狀況屢屢發生，給大家帶來恐慌、悲傷、不安及許多

壓抑的情緒，而緊湊的生活步調更增添許多壓力，有時會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不法忍

受，此時心理的調適非常重要，你我對彼此的關懷更是關鍵！ 

    研究指出自殺行為是從「自殺意念」到「自殺行動」是經過一連串演進的，而自

殺行動出現之前，會展現出任一形式的線索或警訊，所以絕對不可忽略任一環節，除

了平時的支持和關心，以下的狀況更須你我留意： 

1. 無止盡的負面感受，像焦躁、羞愧、憂鬱等，導致失眠、

食慾不振、精神不濟。 

2. 行為模式的驟變，例如興趣喪失，憂鬱狀況突然地好轉

等，這類驟然的改變可能由於自殺企圖的產生。 

3. 談論沒有他的世界，設想死亡後的世界，對於自身死亡

深思熟慮，是個極危險的訊號。 

4. 談論死亡計畫，顯示自殺企圖強烈，隨時都可能實行，

極須密切注意行蹤，且尋求專業資源。 

每一個自殺意念都是一個求救的信號，每一次的自殺企圖都是自殺者渴望被救贖

的雙手，我們應加以重視，立即伸出援手！若遇這些狀況，不必害怕，可以平靜、開

放、不批判的態度傾聽、陪伴他們的困難，並積極尋求資源協助。 

(桃園市自殺防治專線：03-3799590)你的小小舉動可能是改變他人命運的巨手！ 

 

 

 
親子共讀推薦書單 
    生命是父母給予孩子最珍貴的禮物，透過親子共讀繪本故

事，與孩子一起討論，可以增進親子關係之外，更可以幫助孩子

認識自己，尊重他人，讓孩子了解到生命的可貴喔！以下為推薦

的繪本故事： 

 

 

 

 

 

 

繪本主題 書名 

認識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誰】、【星月】、【想生金蛋的母雞】、【你很特別】 

情緒教育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敵人派】、【生氣湯】、【生氣的亞瑟】 

性別教育 【威廉的洋娃娃】、【紙袋公主】、【奧利弗是個娘娘腔】 

面對挫折、病痛 【祝你生日快樂】、【沒關係沒關係】、【一定要比賽嗎？】 

認識生和死 【貛的禮物】、【活了 100萬次的貓】、【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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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特攻隊出任務囉! 特殊教育宣導系列活動 
特教教師 王翊瑄整理 

每年的 12 月 3 日是「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為落實「零拒絕，無障礙的」的教育環境，輔導室規劃

系列特教宣導活動，結合各身心障礙機構團體，透過體驗活動、知能講座等多元學習課程，盼加強學生對

身心障礙者的認識與了解，使其從中學習尊重、接納和運用同理心來協助身心障礙者。 

一、 一年級：「聲歷其境」認識聽損校園宣導 

邀請「桃園市聲暉協進協會」蒞校，宣導聽力保健及認識聽損，並教導如何與聽障生相處，希望同學

們能夠更加了解聽障生的需要與困難。 

 

 

 

 

 

 

二、低年級：「認識腦麻」校園宣導 

邀請「桃園市腦性麻痺協會」，藉由宣導短片和簡報，向師生說明腦性麻痺者的身心特質、學習需求

與所需支持服務，以增進對腦性麻痺的認識。 

 

 

 

 

三、中年級：「認識導盲犬」校園宣導 

 邀請「台灣導盲犬協會」蒞校，教導視覺障礙及導盲犬的知識觀念。台灣導盲犬協會，目標是建立並

推動導盲犬制度，讓台灣的視障者，除了使用白手杖之外，也有使用導盲犬的權利。有了導盲犬的引導之

後，視障者行進的速度、安全及便利性，都會因此而提高許多，更重要的是，讓視障朋友更積極、更有自

信的走出自己的路。 

 

四、高年級：光點兒童生命畫作特展 

「光點兒童重症扶助協會」主要服務對象為因身體健康因素未能到校就讀之國小適齡智能正常重症病

童，提供他們生命畫作課程。本次高年級特教宣導活動，引進光點重症基金會畫展，在資源教室穿堂間展

出特殊生的繪畫創作，作品令人讚嘆，光點重症病童即使在抗癌、忍受身體極大的疼痛中，仍藉由作畫來

展現他們對生命的熱情及存在的價值！讓所有師生一同重視特殊生的教育，用愛來發現他們的無限可能。 

 

小試身手 

(      )1. 有利於聽覺障礙學生讀話的條件為何？(A)說話速度加快(B)越大聲越好(C)說話速度適中。 

(       )2. 遇見導盲犬時的三不一問原則中，以下何者為非？(A)不問 (B)不餵食 (C)不干擾。 

(       )3. 對於腦麻學生，不宜採取的協助通則是？(A)建立信心(B)責備或埋怨(C)給予支持與協助。 

(       )4. 下列哪一個機構以關懷重症病童教育為宗旨？(A)聲暉協會 (B)光點兒童 (C)導盲犬協會。 

 

如何和聽覺障礙者相處？ 

1. 和聽障生說話時，請和他面對面，用一般音量慢慢說。 

2. 盡量說簡單而完整的句子。 

3. 如果聽障者不懂你的話，可以用其他意思相同的字句說明或寫給他看。 

4. 讓聽障者嘗試去做他想做的事，學習獨立自主的生活，不要限制他或給他過多的保護

和協助。 

5. 肯定聽障者的能力，給他表現的機會。 

《節錄自〈隨身聽小孩〉》 

當您在公共場所遇見導盲犬時... 

1.不餵食：絕對不要以任何人類的食物吸引或餵食導盲

犬。 

2.不干擾：不要在使用者未同意的狀況下，任意干擾或

撫摸導盲犬行徑工作。 

3.不拒絕：立法院三讀通過法案，保護導盲犬可以自由

進出公共場所、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4.主動詢問：當你看到視障者朋友在公共空間猶豫徘徊

不前時，希望您主動詢問是否需你協助的地方。 

《資料來源：台灣導盲犬協會》 

如何和腦性麻痺者相處？ 

1.對於有語言障礙的腦性麻痺者，要有耐心聽他講完話。 

2.主動協助腦性麻痺者行動的不便。 

3.談話中不要反覆去強調他的身心障礙缺陷，並且讓腦性麻痺者亦參與談話中，自在的表

達意見。 

4.尊重腦性麻痺者，不要因他異於常人的行為、動作，而鄙視或譏笑、怒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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