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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走錯路無論如何要知道回頭」，這是一個

成功戒毒的更生人，以自身經驗反思毒品對其之影響。其吸毒長達15年，後入獄服刑10年，因為

毒品，也葬送其美好青春。這只是其中一個毒品更生人的懺悔，但你我都知，其實打開電視，三

不五時，便可以聽到哪家哪戶的毒品案件又出現，哪裡又傳出毒品走私案、甚至誰又被毒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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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等、甚至哪個明星又傳出使用毒品，公開辦記者會向大家鞠躬致歉

，永遠不會再犯了。毒品議題，小至臺灣，乃至亞洲、全世界皆屬重要議題。而臺灣一直在毒品

防制上也不遺餘力，不論配合警政系統、法治單位、以及教育系統協助宣導皆是。

然值得關注的是，據相關媒體引述國家衛生研究院2016年的報告，發現臺灣毒品使用的平均最小

年紀已經向下探至12.5歲。而令人憂心的更是：毒品的臺灣的吸食毒品人口逐年增加，且再犯率

亦居高不下。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於2014年針對青少年犯罪型態的調查，從2004年至20

14年，全臺灣少年犯前10大刑事案件，毒品案除榜上有名外，還一舉突圍進入前5名。而從細部

資料來看，2006年全臺灣12-17歲的青少年涉入之毒品案件佔前十大犯罪案比例為6.4、2014年時

則徒增至16.7，由此可知光短短八年就已經成長260%，且每年是皆是逐步上升的趨勢(劉昌坪，2

018)。而2016年新調查的數據公布，同樣顯示12-17歲青少年涉入毒品案件數約有1835人。如此

，青少年使用毒品狀況實在令人擔憂。

而若以年齡層來看2006年至2015年累計之青少年毒品濫用的問題，我們可以清楚發現，遭通報藥

物(毒品)濫用的人數，小學為72人；國中為4558人；高中職為8837人(劉昌坪，2018)。由此可知

，毒品一直都充斥在校園中，小至國小，大至高中職，甚至大專院校皆是。然當這些本是應該提

供良好教育、適性發展的學習環境，卻逐步被毒品案件侵蝕，我們可曾試想，這些毒品入侵校園

後，可能會是怎樣的狀況？導致青少年容易吸食？容易販毒？容易出現輟學或高犯罪率等問題？

甚至可能導致家長學生憂心忡忡、學校教職員疲於奔命、警政系統防不勝防等狀況顯現，嚴重則

影響了國家的發展與教育？上述這些狀況皆是有可能發生的，因具相關報導便指出(王彥喬，2016

)，現今臺灣青少年犯罪第一名的竊盜罪與第二名的傷害罪，皆有很高的比率來自施用毒品需要金

錢上的援助，進而鋌而走險犯下竊盜與傷害等罪刑。但面對這樣棘手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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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麼狀況使得這些毒品入侵校園？是否校園毒品防制可能亮了紅燈？抑或到底我們國家與

相關單位在校園毒品防制盡了哪些心力？以及面對這些層出不窮的毒品案件，可否有哪些方案與

解套方法是值得我們於國高中小校園中嘗試，以利降低毒品案件之問題？這些問題實需我們加以

重視。

對此，本文期待在探討校園毒品案件等脈絡下，先行聚焦以下二大面向：(一)毒品使用類型；(二)

毒品影響與可能徵兆，進行介紹，以利讀者對於臺灣毒品使用狀況有所釐清。接續，本文亦會透

過筆者過往教學輔導經驗、觀察、以及與國中小教師專業社群之相關討論，來進一步分析(三)現

今國中小校園毒品防制策略與可能困境，進而提出相關建議與結論，以供讀者與相關機關部門參

酌。

臺灣毒品使用類型

現今國際間在毒品類型與規範上，較是採用聯合國《麻醉品單一公約》及《精神藥物公約》等相

關規定，將毒品定義為這些公約下所規範管控之麻醉品與精神藥品(吳永達、周柏源，2015)。而

這些毒品主要包括：大麻、天然鴉片、古柯鹼、安非他命、搖頭丸與化學合成藥品(如海洛因、嗎

啡、可待因)等六類。

而據吳永達與周柏源(2015)對於全球和臺灣毒品類型盛行率比較，以2014年為例，其指出現今大

麻主要盛行與大洋洲、美洲與非洲，而全球盛行率與台灣盛行率分別為3.8%與0.7%；天然鴉片則

主要盛行於歐洲，全球盛行率與台灣盛行率分別為0.4%與0.2%；古柯鹼則與美洲和大洋洲較常見

，全球盛行率與台灣盛行率分別為0.4%與0.1%；安非他命則同樣為美洲與大洋洲較盛行，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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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全球與臺灣各自為0.7%與0.6%；最後則為搖頭丸，則盛行範圍較廣，主要為美洲、大洋洲與

歐洲，全球盛行率為0.4%，台灣盛行率為0.5%。就此而言，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在大多數毒品類

型上的使用狀況是低於全球盛行率的，然值得關注的是，安非他命與搖頭丸卻是較為盛行的，對

此，據周永達與周柏源(2015)的分析，可發現此二類毒品之盛行率不僅與許多已開發先進國家相

近(如加拿大、德國、瑞士等)，且於亞洲國家中，臺灣在此二類毒品使用上均高過南韓、香港與

印尼。

相較於上述聯合國之毒品分類，臺灣亦有一套四級毒品分類系統。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的毒品分類系統指出，第一級毒品為：海洛因、嗎啡、古柯鹼等；第二級則為安非他命、大麻、

MDMA；第三級毒品常見的有K他命以及未含第一二類毒品之咖啡奶茶混合包；第四類毒品則有

佐沛眠、麻黃鹼等。而根據楊士隆、曾淑萍、戴伸峰、顧以謙與陳瑞旻(2017)針對臺灣2270位國

高中職學生進行之抽樣調查發現，現今最常使用的毒品類型依序為K他命(41.46%)、咖啡奶茶毒品

混合包(21.95%)、安非他命(19.51%)、搖頭丸(9.76%)、其他迷幻藥類(4.88%)、吸入劑(2.44%)。

由此可知，在國高中職學生最流行的為K他命、咖啡奶茶毒品混合包、以及安非他命。

以前兩項為例，K他命又可稱為K仔

、K粉、K他命、克他命、愷他命。通常為粉末狀或液體麻醉劑，其主要可以運用注射、放在飲料

中喝、用鼻子吸或加入香

菸中使用。此一開始是作為麻醉藥與抗憂鬱劑使用，然現今已被濫用為一種迷幻藥物，這種毒品

在服用後主要會扭曲視覺與聽覺，並且產生一種自己與環境分離開的感覺，而因這樣分離的感覺

會使得吸食者難以移動，因此此也常被作為一種約會強暴藥品使用。然值得關注的是，這類型藥

物若服用過量，可能會產生心跳加快、血壓增高、噁心、麻木、甚至幻覺等狀況，長期服用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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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現膀胱萎縮，容易出現

尿失禁的狀況。K他命因便宜、易取得、

持有20公克以下未有刑責等特性，使得其很受青少年青睞，其氾濫程度亦勝於其他毒品。

另一項則是近期新興的毒品：咖啡奶茶毒品混合包，此項毒品值得高度重視。因其毒品成分並非

單一，而是多元，如

甲基安非他命、MDMA、K他命及一粒眠等都可能被混合製作成這些咖啡奶茶毒品混合包，而因

多元毒品混合，其所帶來之身體傷害亦可能更大。這種咖啡奶茶毒品混合包，通常外觀與一般飲

料包裝類似，且製作方式很容易，毒販僅需將市井間販賣的沖泡咖啡、奶茶或飲料等包裝打開，

然後將這些毒品研磨之粉末、晶體等加入，然後再用封口機封裝即可，而因此類毒品被拆封後，

其外觀與一般飲料粉末是無太大差異，因此很難第一時間覺察，而這類毒品在臺灣青少年間也蔚

為流行。

值得關注的是，除了咖啡奶茶毒品混合包，現今新興毒品尚包含浴鹽、神仙水、神奇蘑菇與麻古

等，這些現今同樣被劃分在第二級毒品內，為新興常見之中樞神經迷幻劑、興奮劑與抑制劑等；

另外第三級新興毒品內，常見的亦有喵喵、毒郵票等；第四級則包括大象針(麻醉誘導藥物)、火

狐狸(催情迷幻)等。其他還包括：彩虹菸、笑氣、烏羽玉等，而這些常見的新興毒品中，一些成

分皆含有卡西酮類物質。

目前國外已有施用此類物質後產生幻覺或攻擊行為，最後導致死亡之相關案例(邱冠維，2017)。

如2012年美國邁阿密便發生一件駭人聽聞事件，一名年輕人在吸食浴鹽(即主要成分為卡西酮類)

後，便產生幻覺攻擊一名遊民，並啃食對方臉部，最後遭警方擊斃。由此亦知，此類毒品的傷害

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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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這類物質所製成之新興毒品，目前在臺灣尚未管制，且加上這類新興毒品的一些特性如易流

通、便宜、不易察覺、處查輕微等，甚至吸引青少年的自創包裝、或製作成糖果、糖衣的外型等

，因此也易吸引青少年使用或亦誘使其使用，進而對其身心健康造成傷害。故相關單位應對於這

類新興毒品加以戒備。

二、毒品影響與可能徵兆

若能早期預防，早期提供介入，或有助降低青少年施用毒品的可能性。根據2009年內政部警政署

的報告，可發現青少年使用毒品主要原因為：好奇、無聊、趕流行，此佔全體64%；其次為放鬆

自己、解除壓力，則佔21%；第三個原因則為不好意思拒絕，佔全體14%。而根據相關報導與研

究，可發現以下四大青少年施用毒品之徵兆(王彥喬，2016)：第一為中輟、逃家，因中輟逃家青

少年，可能本身便有較高比率與不適切行為的朋友互動，加上缺乏學校與家庭的管束，因而其更

會有更高的機率嘗試施用毒品、甚至其他物質如香菸、酒精、檳榔等，進而導致相關問題顯現。

第二為吸菸與喝酒者，經常吸菸與喝酒者，亦可能使用毒品，因經常會碰觸到菸酒的青少年，某

種程度上也反映其之交友狀態與常出入的娛樂場所，進而提高其使用毒品之可能性。第三為經常

在非教育場所打工者：通常在娛樂場所打工(如KTV、網咖等)的青少年，因出入份子較為複雜，且

同樣工作夥伴的背景也較複雜，因而會有較高比例接觸到毒品，甚至可能施用；相反地在教育場

所打工(如補習班等)者，因接觸份子較為單純、且這類場所通常管理監督較嚴謹，故其較少有機

會接觸或施用毒品。最後一類為憂鬱焦慮者，憂鬱焦慮的青少年，其會比起一般同學更有動機施

用毒品，以求藉由吸毒後的短暫快樂、幻覺來釋放壓力、改善憂鬱狀況，因此實須注意。

除了上述施用毒品的高危險群，有助於相關單位能早期察覺其可能徵兆，進而介入外，另外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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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染毒後，亦可能出現相關初期症狀，此亦值得多加注意(關嘉慶，2013)：如情緒易怒不穩定

、容易猜忌多疑；較常獨鎖房門或刻意對長輩與親友迴避；生活作息不正常、夜生活時間與比例

增加，以及較常徹夜未歸；容易流鼻水、眼淚、噁心想吐、甚至身體有異味、精神變差、注意力

不集中或目光呆滯、食慾不佳、體重可能減輕；金錢開銷大、常向親友借錢等。前述這些皆是有

助判斷青少年是否染毒的可能徵兆。

而值得關注的是，一個人通常染毒，其影響的範圍甚為廣泛。其不僅是個人身心上的影響，更有

可能影響到周遭環境，故此議題誠需認真看待。毒品使用於個人身上，常造成問題如戒斷症狀、

精神與認知損傷、表達能力降低、生理損傷(如腎臟功能下降、頻尿等)、甚至因共用針頭而出現

傳染疾病等風險。然更重要的是，當施用毒品後，個體有更大的程度會進行犯罪行為(如缺錢買毒

進而竊盜、傷人勒索、甚至在毒品產生幻覺等狀況下販最傷人等)，而影響社會秩序與安全，使得

國家得運用更大成本進行防治與改善。此外，試想現今許多毒品犯罪方式，一些集團藉由對於一

些中輟或高關懷的青少年提供相關支持系統、透過青少年對毒品之好奇與對此團體之認同，進而

脅迫或誘使其施用毒品，從中賺取相關利潤，而當青少年未有足夠金額購毒時，其便得運用相關

方式獲得金援購毒、或獲得毒品，如常見方式像是打工、但更可能透過一些非法行為，如協助此

集團進行販毒、運毒、勒索等來滿足需求。這些皆可能導致青少年更加脫離其家庭與學生等支持

系統、並更往犯罪行為與這些犯罪集團靠攏，進而產生惡性循環，最終可能衍伸相關社會問題，

並對其。故毒品對於青少年的影響實需重視。

三、國中小校園毒品防治策略與可能困境

面對現今毒品進行校園，學校端實需運用相關策略加以防治，以降低毒品對青少年之危害。對此

 7 / 24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18-07-02, 週一 15:51
點擊數：35918

，以下將梳理目前臺灣在教育場域實施之相關毒品防制策略，從中亦歸結相關防制困境，以利讀

者理解：

(一)   目前防制策略

法律規範

現今不論對於青少年或成人，皆設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來進行相關規範，比方以一級毒品為例，

成人若販賣一級毒品者，則處以死刑及無期徒刑；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者，則處以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轉讓毒品者，則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持有毒品者，則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施用毒品者（或協助他人施用者），則判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應青少年刑責

部分，主要是使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來進行相關處置，且主要要看使用的毒品分級。如對於毒品施

用、持有，原

本本刑最輕多為五年以下，故皆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保護處份規定，或罰鍰講習等。

相關防制計畫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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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衛生福利部2009年公布的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

資料，學生最常在學校場域涉毒(23.1%)、其次才是自宅(15.4%)與娛樂場所等，故學校端作為一

學生教育機構，在毒品防制上責無旁貸。臺灣相關政府部會如衛福部、教育部、法務部、內政部

警政署、社會局等皆有所合作，建構相關合作機制。對此，教育部於2017年便提出教育部防制學

生濫用實施計畫，並從中規劃「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輔導服務網絡」(如圖1)，以落實八大防制策略

，從而進行毒品預防宣導、拒毒、與藥癮戒治。

策略一：

建構友善學習環境。因毒品濫用與學習低成就、中輟、高關懷等狀況有關聯，故教育部、相關部

會與學校多藉由相關策略推行，以強化學校對其之支持、並預防其離校及嘗試用毒等，這些策略

包括多元適性課程、中輟輔導課程、多元化社團、相關中輟通報與輔導機制、國中畢業未就學與

未就業等相關關懷措施等。

策略二：

加強全員防毒意識。為加強青少年對毒品與新興毒品之認知、拒絕毒品濫用策略及相關刑責等，

於校園中，亦運用相關計畫如紫錐花運動，藉由校園海報、看板布置、講座宣傳、各式活動如作

文創作比賽、繪畫比賽、戲劇與歌曲創作比賽、反毒大使等來提升學生對毒品的認知與防治。此

外，藉由定期舉辦相關師資培育研習、反毒志工培育活動、家長宣導，藉以培育種子教師、志工

、家長或邀請一般教師進行增能，以利其能隨時瞭解最近藥物濫用政策推動狀況、以及相關新興

防制策略，最終能協助資訊推廣與防治。另外，相關部會亦會製作相關文宣或網站、提供熱線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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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服務，以協助教師與學生瞭解毒品防制意念、拒絕技巧、與防治資源等。

策略三：

精緻拒毒宣導措施。運用相關民間團體、大專院校春暉社團與志工，辦理相關宣導講座，協助學

生瞭解如何拒絕毒品。此外，亦配合相關課程教材、文宣開發，協助教師能於一般課程中融入拒

毒資訊，加強學生之拒毒策略。

策略四：

綿密防制通報網絡。設立藥物濫用防治相關通報機制，以利學校端一發現疑似個案，進行通報，

以促進相關資源整合與協助。此外，藉由校外聯合巡查活動，以利警政單位能至高關懷青少年常

聚集之地點關懷、勸導與查察等，以利第一時間瞭解其可能藥物使用狀況。再者，教育部與相關

部會亦會建構學生基本資料庫，以提供相關單位查獲涉毒嫌疑人時使用。

策略五：

提升清查篩檢效能。藉由相關毒品篩檢方式，如定期舉辦問卷調查、疑似涉毒學生之尿液篩檢等

，以利學校端能適時瞭解學生狀況，並於確認後啟動相關輔導機制。

策略六：

完善輔導諮商網絡。當學校端發現涉毒學生，則需啟動相關輔導機制，如藉由春暉小組、輔導教

師、認輔志工介入，以協助學生處理涉毒議題，並協助其正向適應與發展。此外，因涉毒實屬系

統性問題，故涉毒個案開案後，輔導教師或學校相關單位亦可能與校外資源進行合作，如社會局

、心衛中心、少輔會(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家長端等，以利分工合作共同司職如何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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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藥物與毒品濫用問題。

策略七：

強化轉介追蹤機制。學校端會針對涉毒學生進行個案列管，並持續追蹤其改善狀況。另，學校端

亦須針對學生狀況，如當期畢業繼續升學、或中途離校未就學等，進行相關轉銜、轉介等措施，

以利其春暉輔導可繼續施行、甚至可運用更多外界資源予以協助。

策略八：

落實行政督導考核。此部分主要為教育部欲督責學校端落實藥物與毒品防制之各項規劃，故會運

用相關政策，如將防制辦理狀況納入校長績效考核、遴選標準、甚至定期舉辦績效人員表揚等，

藉以促進學校端努力協助校園毒品濫用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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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輔導服務網絡架構圖

(二) 目前校園防制毒品相關困境

毒品防制，對於學校端而言，誠屬重要。然經筆者梳理相關文獻，並與學校教師專業社群討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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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發現現今毒品防制推廣在學校端仍有一些困境待解決，以下將摘要簡述：

1.新興毒品興起，學生與教師普遍對於毒品防制之概念不足：

據邱名謙(2016)針對臺灣786位國中學生進行毒品防制知識調查，其僅約有6成答對率。由此可見

，其對毒品防制相關知能仍須加強。此外，藉由教師專業社群的觀察，其表示現今學生普遍對於

毒品防制知能不足，尤其對於新興毒品更是，故如何強化學生對於新興毒品的理解、知曉相關拒

毒技巧、甚至可能防制資源應用便屬重要。此外，若學生對於毒品防制知識不足，意味著其對相

關法律制裁的正確理解與涉毒處置流程等亦不甚理解，往常我們期望藉由此方面的宣導，應能提

升學生在嘗試毒品使用上之抑制作用，然當學生對於此部分不甚瞭解時，其好奇嘗試使用的風險

便可能提升，故此問題實須注意。而除學生外，現今教師本身對於毒品相關防治知識，尤其新興

毒品上也係不足，如究竟哪些為新興毒品、可能症狀與影響、可能迷思釐清、可能法律刑責、相

關處遇等。而當教師未對毒品濫用有專業知識與敏感度時，其便難在第一時間提供適切介入，此

亦可能提高問題嚴重度、甚至毒品於校園中的防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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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毒教育課程宣導過於呆版制式、較難提升學生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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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校園推展的反毒課程或是宣導，較淪於一種形式性與例行性宣導，其較常強調反毒的知識與

理論，並運用靜態、單向教學、講述方式為主，較欠缺吸引力以及和學生生活的連結(楊士隆、林

瑞欽、鄭昆山、李宗憲、潘昱萱，2005；丁冠玉，2013)，這些便可能導致學生只是聽過，而非

真正理解毒品防制之重要性、此外也降低其學習的意願。再者，配合藥物與毒品濫用防制課程所

欲傳達的內容，像是拒毒策略若只是運用傳統講述方式進行，可能較難提升其防制與學習效益。

3.新興毒品法律刑責不甚明確、甚至一些刑責過輕，此影響學生再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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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主要施用的毒品，最大比例為K他命。然因K他命為三級毒品，且據臺灣現行法律規定，若

個人持有三級毒品未達20公克，便無刑責，而只處1-5萬元罰金，此也造成其於青少年間的氾濫

。誠如一位教師分享：其在處理一高關懷學生使用K他命的案子，該用毒學生表示因刑責輕而不

擔心相關刑責，甚至還在同儕間大肆宣傳，故這也引發學校端憂慮，擔心此可能影響其他高關懷

學生跟進。除了法律刑責過輕的問題外，近年來，新興毒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臺灣當局在面對

這些新興毒品的管制上，仍顯現法律刑責不甚明確的狀況，雖於2017年法務部已針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中的部分條文進行修訂(如增訂對販賣毒予未成年人或懷胎婦女，犯該條例之罪而有混合二

種以上毒品等行為加重其刑之規定；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始以刑罰處罰

之標準調降為5公克以上)，並於當年度行政院通過送審至立法院審議，但至今此法仍在立法院審

議階段，故尚未能實施，這些便可能讓既有毒品濫用問題難於止血，亦加深學校端在此議題上之

處置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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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關專業資源人力吃緊，較難完整提供服務

為防範學生出現毒品濫用狀況，學校端多會針對一些高關懷學生、或疑似藥物與毒品濫用學生進

行篩檢，當篩檢確定其有使用相關濫用之反應，便會啟動後續之通報與輔導服務，然往往這些服

務皆須歷時許多時間與人力之投注。而主責單位亦無法隨時隨地皆關注疑似學生之狀況，甚至這

些學生往往可能伴隨中輟、間輟等狀況出現，故更難隨時關注其之狀況，這便使得藥物與毒品濫

用防制上會出現困難。雖現今國高中小起聘專輔教師，並期待這些專輔教師能提供相關輔導諮商

專業服務，然面對全校師生眾多，專輔教師其實能提供的時間與協助有限，尤其面對藥物與毒品

濫用個案常伴隨中輟、高關懷的狀況，其所需共同合作與協助的系統往往不僅有個案學生，更會

包括學校其他處室、學生家長、導師、校外相關資源等，而這些業務量甚重，故亦會影響其對學

生個案輔導之關注，進而影響輔導成效品質。此外，有教師表示，有時警政單位人力繁忙，即便

有例行到校訪視、以及社區巡查，然其不見得能夠應學校端的需求來協助處理藥物與毒品濫用事

件、甚至不見得有時間可與學校端相關主責單位討論疑似涉毒學生狀況，藉以提供相關警示與關

懷等，這些皆可能影響防制效益。再者，因毒品使用常常較為隱密，往往在表面上較無法察覺，

這也加深了學校端要適時監管學生涉毒之困難度，這些狀況皆時須注意。

5.系統合作與資源整合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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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現今教育部提出藥物濫用防制整合計畫，然實際在推行上仍有些阻礙。比方在確認學生有相

關濫用狀況並進行通報後，學校端便會開始進行個案輔導，然因於藥物與毒品濫用此類案例上，

學校現多採系統合作方式進行協助，故在系統分工上便可能產生一些問題，如引入資源的目標觀

點不同，此便會影響其在進行輔導上之效益。如一位輔導教師便分享其曾經處理施用K他命的學

生狀況，因此位學生除K他命案件加上其他鬥毆事件，故被判保護管束，並有少年保護官協助督

察其生活狀況。而因此位學生在學校仍常出現中輟或間輟狀況，此位輔導教師雖運用一些資源協

助，如中輟輔導課程、多元適性課程等，但仍不見起色，甚至還有疑似再度使用K他命狀況，故

其請求保護官協助，但保護官認為其主要目標在於毒品濫用防制，以及預防其鬥毆狀況再次顯現

，故難協助處置中輟情形，然輔導教師認為中輟情形反而是其他不適切行為的起源，但因雙方目

標無法達到共識，故這些資源協助效益便有所降低。甚至，有些教師亦覺得，通常毒品氾濫，會

與居住環境、甚至家長教育有關聯，如居住環境可能充斥許多危險誘因，驅使青少年施用毒品，

或家長部分較少提供適切管教、關注、甚至家長本身就在用毒，這些皆可能影響相關防制效益。

然值得關注的是，現今對於社區與家長部分，較少資源投注關切，教師認為現今很大程度在這類

案例處理上，還是將焦點放在個案，即便知曉社區或家庭有狀況，但系統性的問題一直都因人力

資源吃緊、資源投注不足等因，難以解決突破，故導致濫用議題時有所聞。

四、結論與建議

毒品防制實為現今社會重要議題，而學校作為學生教育、人際互動、學習與生活常規建立之重要

場所之一，如何有效促進毒品防制誠屬重要。然面對現今臺灣毒品濫用現狀、以及校園毒品防制

之困境，筆者亦欲參酌教師專業社群與相關文獻之看法，於下提出相關建議，以利校園毒品防制

 18 / 24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18-07-02, 週一 15:51
點擊數：35918

效益提升：

1.需多元化毒品宣導方式，以提升學生動機與建構適切防制態度

對照現今校園較多使用演講與講述以建構學生毒品防制相關知識之方式，相關研究已證實若在宣

導上，能注重多元性與學生經驗連結，此會更強化學生防制毒品之正向態度，且此更能提升毒品

防制宣導之效益。如Espada、Gonzálvez、Orgilés、Lloret與Guillén-Riquelme(2015)的研究便發

現，若在進行毒品防制宣導時結合口說(如一些與學生切身相關之實際案例分享)、紙筆測驗(如結

束後給予一些知識測驗，確認與鞏固學生學習狀況)以及影音媒材(如提供一些多元化媒材，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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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效果吸引學生注意)，這些將有利其進行毒品與藥物濫用防制相關知識概念建構。此外，由相

關防制專業之專家、教師或機構等來進行相關講座宣導，亦會促進學生對其分享的知識與防制策

略更為信任，進而也利宣導效益展現。再者，學校端在推動防制宣導時，可朝向各科教學整合方

式進行，即各科教學皆在某學期融入防制知識教學，如輔導科可協助拒毒技巧精進、健康教育課

可融入毒品知識概念、國文課可補充相關影音媒材與時事文章進行宣導，這些將有助學生對此議

題有所敏覺，進而強化其防制能力。另教師對於防制之概念也需有所精進，特別對於新興毒品與

相關毒品刑責部分，如此較有助相關毒品防治概念之推廣。

 

2.有關單位須注重學校與鄰里合作、以及強化定點訪視

Bronfenbrenn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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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態系統理論確實認為，個體周遭系統，如學校、家庭、鄰里、社會媒體、文化等，皆會對於

個體行為產生重大影響。由此可知，毒品防制不僅為學校端的工作，更會牽涉到周圍鄰里能否一

同協助防制。現今臺灣將鄰里與學校締結合作的概念尚待強化，倘若能促進鄰里社區對於毒品防

制之概念提升，此亦有助學校端、甚至是警政端打擊毒品問題。對此，相關單位應重視鄰里社區

之毒品防制，如提供相關宣導機會、加強防治概念宣傳、甚至促進學校端、鄰里端與警政端三方

的合作，如此三端可建立通報機制，當鄰里社區可發現鄰里居民可能涉毒行為，則聯繫警政單位

提供督責，另也可提供相關資訊予校端，以協助學校適時掌握學生涉毒狀況。此外，警政單位應

也要對於社區中毒品氾濫、維安漏洞區域定期定點訪視，甚至警政單位與學校端間亦須建構適切

合作目標，當疑似涉毒個案學生出現時，警政單位亦可即時掌握並提供相關關懷與指導，此較有

助學生警戒自身行為，並減少涉毒風險。

3.健全涉毒刑責，以利校端有力進行毒品宣導防制

臺灣法務部與行政院雖在2017年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對於三四級毒

 21 / 24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18-07-02, 週一 15:51
點擊數：35918

品與混合毒品(新興毒品型態)有更嚴格之刑責規定，然現今此草案仍待立法院通過。對應校園中

現在較流行的新興毒品與K他命等三級毒品狀況，實需相關法案進一步訂立明確刑責，以利相關

單位與學校端在推動反毒上更有力道。

4.可考量春暉志工之招聘，以促進人力資源補充協助防毒

面對學校人力吃緊狀況，可能對毒品防制推動造成相關負向結果，學校端可嘗試對於一些高關懷

個案學生、甚至涉毒個案學生，除平時給予相關輔導外，亦可透過招聘春暉志工方式(即這些志工

較具藥物與毒品濫用防制之概念與經驗，如退休警察、學校護理人員等)，協助進行相關認輔工作

。甚至，校端也須適時與相關專業資源合作，如連結更多具備相關防制知識之專業人員或機構，

協助校園毒品防制之推展與個案學生的協助，如此將有助防制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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