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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對象」 ？由誰實施？  

• 對象 
– 給接受並完成訓練的受訓人員，用以協助面對遭遇災難
及恐怖事件的兒童、青少年、父母/照顧者、家庭以及
成人。  

• 實施者 
– 由完成訓練的受訓人員與其他災難第一線工作者一起來
進行災後的援助。 

– 工作者包括緊急應變團體、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基層與
緊急照護人員、學校危機應變團隊、宗教團體組織、社
區緊急應變團隊、醫療後備團、及災難救援組織。 

– 與社區救援組織建立關係，以便順利與之整合成有系統
的工作團隊，並在災難前即清晰明瞭自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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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何地? 」實施心理急救  

• 用於災難及恐怖事件發生後之立即性支持處遇。  

• 實施地點？  
– 敬拜中心（教會、廟孙、道壇） 

– 一般避難所、特殊避難所 

– 野戰消毒及傷患集結區、緊急護理區（例如急診部） 

– 救災資源停留集結區或緩解中心 

– 其他社區場合、醫院、感染控制區域 

– 緊急應變指揮中心 

– 危機熱線或專線 

– 災難支援服務中心、家庭服務中心、家中、公司及其
他社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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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 與倖存者建立「信賴關係」 

– 以不侵犯且慈悲關懷的態度，建立人性化的「關係連
結」。  

• 提供立即的協助：  
– 提高立即且持續的安全感，並提供心靈、身體、情緒
上的舒適感 

– 協助被情緒淹沒、不知所措、心情煩亂的倖存者，恢
復平靜並適應當前環境；  

– 幫助倖存者具體地說明他們的立即性需要及顧慮，並
且適切地收集其他的相關資訊；  

– 提供倖存者實際的幫助與資訊，協助他們處理當前的
需要與顧慮； 

– 提供可能協助倖存者有效處理災後心理衝擊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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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 

• 協助社會網絡的再連結：儘快讓倖存者與其社會支持網絡
建立連結，包括家庭成員、朋友、鄰居與社區援助資源。  

• 協助恢復或再建立主動因應的能力：支持倖存者所表現出
來的適當有效的因應方式（包括採用宗教及心靈方面的策
略），既使效果仍有限，仍要肯定其因應處理的努力與展
現的力量。鼓勵所有的倖存者在復原過程中採取主動角色。  

• 瞭解自己的限制並建立服務網絡：心理急救人員頇清楚自
己所能提供的服務範圍，因此最好能在適當的時機下，亦
將倖存者介紹至其他災難應變團隊的成員，或本地的復原
系統、心理衛生服務機構、公家服務機關等，以促進倖存
者災後努力應變的持續性。你也可以將倖存者轉介至其所
屬宗教教派的神職工作人員或負責接案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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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你自己-1 

• 與相關單位的聯繫、與相關志工的協調 
– 取得當地的【鄉鎮公所 / 縣市政府】的相關資訊，並且
閱讀他們的災難應變計畫。 

– 參加【鄉鎮公所 / 縣市政府】提供的志工訓練 

– 取得你所在區域內的其他災難應變團體的相關資訊 

• 評估自己的資源、評估人們對你的期待 

• 掌握精確的資訊 
– 有哪些災難救援服務，以及如何跟他們聯繫上；必頇
盡可能迅速地收集這些資訊，因為提供災難倖存者這
些資訊通常對於降低他們的壓力及促進適應性因應是
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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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你自己-2 

• 自問自答 

–你的工作底線 

–你的工作範圍  

–  你曾經有過的負向經驗  

–  適合哪一層級的人們  

–  接受不同信念的人們  

–  自己的身心健康狀況 

–自我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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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一  

準備執行心理急救  
 

• 準備  

• 進入應變場合  

• 提供服務  

• 團體環境  

• 在現場保持鎮靜  

• 對文化與差異性保持敏感  

• 覺察風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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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1接觸與允諾幫助  

• 介紹自己及詢問當前立即性需求 

–介紹你的名字、頭銜和角色；  

–徵詢倖存者的同意和他們談話；  

–說明你的目的是：請教是否有任何事是你能幫忙
做的，以使事情較順利，或協助他們較為好過 

• 詢問立即需求  

•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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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2接觸與允諾幫助 

• A. 面對成人：  

–除非獲得倖存者的同意，否則以「某先生/太
太」、「某女士/小姐」來稱呼他們；  

–確保談話有某程度的隱私性； 

–找出需要即刻注意的緊迫問題（如：即刻的醫
療關注）。 
• 「你好，我叫 （名字） 。我和 （單位/角色） 一起
工作。我們在確認大家的情況怎麼樣，並且看看我
們可不可以幫忙處理目前的情況。我們可以談一下
話嗎？可以請教怎麼稱呼你嗎？…張先生，在我們
說話前，你現在有沒有需要什麼東西，像是水或果
汁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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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3接觸與允諾幫助 

• 面對兒童/青少年：  
–  先與孩子們的父母親或陪同的成人建立關係，並說明
你的角色與徵求許可與孩子們談話；  

– 如果你與處於失落狀態且無成人陪伴的兒童談話，盡
可能快速地與其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聯繫，並且告知
你們的談話內容。  

– （得到許可之後）「這是你的女兒嗎？（處於小孩視
線的高度，微笑並且和小孩打招呼—使用他/她的名字，
並且說話時語調柔和。）玉珊，妳好啊！我是 （單位/
角色） （名字） ，我來這裡是要來幫忙妳和妳的家人。
妳現在有沒有需要任何東西呢？（如果已有準備，可
以接著說：那邊有一些飲水和果汁，在那些箱子裡有
一些毯子和玩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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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4接觸與允諾幫助 
• 面對極度失落的人：  

– (1) 做要點式的自我介紹，而後快速地進入【貳、安全
與安適】（參見第9頁）的階段；  

– (2) 以冷靜溫和語氣與他說話：即使他在生氣與錯亂 

– 成人/照顧者  
•  「你好，我叫 （名字） 。我和 （單位/角色） 一起工作。我
看得出來你現在有多麼沮喪。我的角色是登記每個人的資料和
確認現場是否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啊，是陳太太，若在這裡談話你是否覺得舒適，或者你想找另
一個更適合談話的地方？」   

– 青少年/兒童  
• （處於小孩視線的高度，微笑並且和小孩打招呼—使用他/她
的名字，並且說話時語調柔和。）嗨！我是 （名字） 。你叫
什麼名字呢？啊，是麗莎，我和 （單位/角色） 一起工作，我
看得出來你現在真的很沮喪，你的家人或朋友在身旁嗎？我的
角色是登記每個人的資料和確認現場是否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你現在有沒有需要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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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允諾協助、建立關係」 

工作分析簡示：  

一、原則： 
1.要做的事  
2.不要做的

事  
3.保密 
4. 注意習慣

與習俗  

於接觸中， 
允諾協助並 
建立關係。  

 

二、策略與細則： 
1. 介紹自己 
 2. 詢問當前立即
性需求 （＊參見
【叄、資料收集】） 
3. 建立「安全與
安適」 （參見
【貳、安全與安
適】） 
4. 面對不同的倖
存者 (1) 成人 (2) 
兒童/青少年 (3) 
極度失落的人 

三、社區幹部、志工及宗教團
體幹部的社會角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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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原則-1 

• 【要…】 
– 以尊重且關愛的方式去和災民（倖存者）進行接觸；  

– 優先接觸主動前來找你的倖存者們；  

– 盡可能的接觸較多的人；  

– 如果有人婉拒你提供的幫助，尊重他/她的決定，並向
他/她說明之後在何時何地能找到心理急救的提供者；  

– 留意自己在他人表現出生氣、害怕、悲傷時的你的反
應，確認你可以保持冷靜； 

– 專注在為別人提供協助。 

• 【不要…】 
– 不要打斷倖存者之間或他們與他人的對話；  

– 不要假定人們對於你的協助都會立即作出正向的反應。   



991121SSF 

四項原則-2 

• 【維持保密原則】 
– 在任何情況中，與倖存者或共事的災變人員的對話，保持高度保

密性是很重要的；  

– 身為社區幹部與志工以及宗教團體幹部，在任何情況脈絡下所聽
到的訊息，亦要遵循保密原則。  

• 【注意生活習慣或文化習俗的不同】  
– 如果是到你不熟悉的社區工作，頇注意：  

– 除非熟悉倖存者的文化，否則最好與他保持適當的距離，不應太
靠近他，或是有過久的眼神接觸、或是有身體接觸；  

– 進行初次接觸時，最好找可合作的當地文化團體成員陪同，去接
觸倖存者或家庭；  

– 最好先由最瞭解當地習俗的社區文化領袖處，獲得有關當地文化
規範的訊息； 

–  在與家庭成員接觸時，最好找出家庭的主要負責人或發言人，並
從與他溝通開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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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1 安全與安適  

 

• 確保立即的人身安全  

• 提供災難反應活動和服務的資訊  

• 照料身體的安適  

• 促進社群連結  

• 照顧與父母∕照顧者分開的兒童  

• 防止額外創傷經驗和創傷喚醒物  

• G. 協助家人失蹤的倖存者  

• H. 協助家人或好友己死亡的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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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2安全與安適 

• 關注悲傷及靈性議題  

• 提供殯葬的資訊  

• 關注創傷性哀悼的議題  

• 支持接到死亡通知書的倖存者  

• 支持涉及遺體確認的倖存者  

• 協助照顧者向兒童或青少年證實遺體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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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協助穩定  

• 穩定被情緒淹沒的倖存者  

• 協助情緒淹沒倖存者適應  

• 藥物治療在穩定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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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1  資訊蒐集-當前需求與關注  

• 災難發生時的經驗性質與嚴重度  

• 所愛者的死亡  

• 關注災後立即情勢與持續威脅  

• 和所愛者分離或擔心他們的安危  

• 身心疾病健康、或用藥的需要  

• 損失（住家、學校、鄰近地區、公司、個
人財產、以及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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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2 資訊蒐集 

• 極度的罪惡或羞恥感  

• 關於傷害自我或他人的想法  

• 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網絡  

• 先前使用酒精或毒品  

• 先前經歷過創傷和所愛者死亡  

• 年輕族群、成人、與家庭對造成發展衝擊
的特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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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實用性協 

• 提供兒童和青少年實用性協助  

• B. 標認最立即的需求  

• C. 澄清需求  

• D. 討論行動計畫  

• E. 因應需求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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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 連結社會支持  

• 提高與主要支持者的接觸機會  

• 鼓勵善用能立即提供支持的人  

• 討論支持的尋求和給予  

• 對兒童和青少年的特殊考量  

• 示範支持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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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1 因應災難的資訊  

• 提供災後反應的基本訊息  

• 常見的創傷及失落心理反應：  
– 侵入反應 

– 生理激發反應 艱苦處境  

– 逃避及退縮反應  

– 創傷喚醒物 失落喚醒物 變動喚醒物 

– 艱苦處境 

– 哀悼反應 創傷性哀悼  

– 創傷/失落/變動喚醒物  

– 憂鬱 生理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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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2 因應災難的資訊 

• 和兒童談論身體及情緒反應  

• D. 提供有關因應方式的基本資訊  

• E. 教導簡單的放鬆技巧  

• F. 家庭中可使用的因應方式  

• G. 協助處理發展議題  

• H. 協助憤怒管理  

• I. 處理相當負面的情緒  

• J. 協助解決睡眠障礙 

• 處理酒精及藥物濫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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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災難源於人心 

• 滴水匯入功德海 

• 不再紛亂的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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