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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簡介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 LEAP )

▪ 使命

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正面而有系統的健康及藥物教育
課程，讓他們明白藥物，包括酒精、煙草以及危害
精神毒品對身體的影響，從而協助預防藥物濫用

▪ 自2006年開始於全港的中小學推行家長教育課程，
裝備家長藥物知識、管教及促進親子關係的技巧，
目的協助家長建立和諧家庭，預防子女跌入毒品的
陷阱



機構簡介

課程 ✓ 小學課程
✓ 中學課程
✓ 特殊教育課程
✓ 家長課程

服務對象 本地學校、英基學校、國際學校、
特殊學校學生及家長

服務人數 每年服務約280間學校，
超過100,000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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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小學課程－流動課室



LEAP 中學課程



LEAP 課程設計

LEAP課程

態度

技巧
知識



預防勝於治療

學校

社區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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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計劃的背景

使用毒品趨勢

▪ 青少年吸毒問題趨向隱蔽化

▪ 隱蔽在家的吸毒的個案趨多

▪ 首次被呈報的吸毒者「毒齡」中位數上升



申請計劃的背景

服務經驗

▪ 家長十分關注子女的學業，忽略關係的建立

▪ 家長覺得吸毒問題不會發生在自己的子女身上

▪ 家長對現今青少年問題掌握不多，以致未能及早察覺問
題。而問題出現時，會顯得徬徨



外地有效預防濫用藥物的經驗

▪ 協助及支援家長建立一個健康家庭，讓兒童和青少年在早
期階段能夠在一個正面積極的環境中成長，從而抵抗偏離
的行為

▪ 強化家庭關係及保持家庭成員之間有效的溝通與和諧的關
係

▪ 增強保護因素（與父母、老師建立正面關係，正面的校園
環境），減少危險因素（如：低自尊，家庭爭吵和與高危
朋輩交往）

申請計劃的背景



計劃目標

幫助家長：

▪ 掌握與子女溝通的技巧

▪ 提升管教子女的能力

▪ 裝備正確的藥物知識

▪ 加強對毒品禍害的認識

▪ 提高預防子女吸毒的意識

▪ 提升及早識別隱蔽吸毒者的意識

▪ 增強預防子女吸毒的信心



計劃內容

計劃年期 ：2013年8月至2016年7月
對象 ：小學至初中學生家長
計劃性質 ：預防及宣傳教育

•「新一代健康成長錦囊」

家長教育課程

•「百毒不侵」

單次禁毒講座



計劃內容

8節課堂筆記及文件夾 資源冊及抗毒紀念品

課程及活動教材 - 課程資源套、抗毒訊息紀念品
、展板



計劃內容

展板



計劃內容-成果及成效指標

成果指標 預期成果

(1) 工作坊及單次禁毒講座
的舉辦節數及參與人次

舉辦不少於600節工作坊及單次禁毒
講座，共服務12,500人次

(2) 工作坊及單次禁毒講座
的參與人數

不少於3,500名家長參與



計劃內容-成果及成效指標

成效指標 預期成效

(1) 家長對禁毒講座的評價 80% 參與禁毒講座的家長認為活動有助
提升禁毒和及早識別吸毒者的意識

(2) 家長及早辨識吸毒者的能
力、親職技巧及禁毒意識

80% 家長於參與工作坊後認同有改善，
或配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t-test 顯示統計
上有顯著改善



課堂形式雙

向互動

理論

講解

小組

討論

實況

片段

分享

提問

角色

扮演

遊戲

計劃內容 - 家長教育課程

形式
8節工作坊，每節2小時



人本治療理論

家庭系統理論

沙維亞家族治療理論

計劃內容－應用理論



計劃內容－藥物教育理念

非價值判斷態度

規範教育

準確客觀的資料

知識及技巧並重



內容

成長篇（六節）

 提升管教子女的能力

 掌握與子女溝通的技巧，強化親子關係

 裝備正確的藥物知識

 辨識子女使用毒品的徵狀

 處理子女使用毒品的技巧和危機

 增強預防子女使用毒品的信心

 認識本港有關防止濫藥的機構和支援服務

計劃內容 - 家長教育課程



計劃內容 - 家長教育課程

內容

增加新的元素，包括最常被小學生吸食的咳藥水及有機溶
劑如天拿水等藥物內容。



內容

性教育篇（二節）

 學習進行家庭性教育的方法和技巧

 協助子女建立正確的性態度及價值觀，探討吸毒與性
的關係

計劃內容 - 家長教育課程



遊戲、討論

計劃內容 - 家長教育課程



角色扮演

計劃內容 - 家長教育課程



計劃內容 - 家長教育課程

課堂筆記



課堂
形式

活動

討論

實況

片段

動畫

計劃內容 -「百毒不侵」禁毒講座

形式 每節 1-1.5小時



內容

 了解青少年濫藥原因

 認識危害精神毒品的種類及影響

 辨識子女使用毒品的特徵

 學習與子女建立良好的溝通

 認識危機處理技巧

 認識本港有關防止濫藥的機構和支援服務等

計劃內容 -「百毒不侵」禁毒講座



「百毒不侵」禁毒講座



計劃內容-成果

成果指標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1) 工作坊及單次禁毒
講座的舉辦節數及
參與人次

舉辦不少於600節工作
坊及單次禁毒講座，
共服務12,500人次

整個計劃已舉辦629節
工作坊及單次講座，共
服務21,558人次

(2) 工作坊及單次禁
毒講座的參與人數

不少於3,500名家長參
與

4,605名家長參與工作
坊課程及單次講座



計劃內容-成效

成效指標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1) 家長對禁毒講座
的評價

80% 參與禁毒講座的家長
認為活動有助提升禁毒和
及早識別吸毒者的意識

共收回有效問卷216份，
結果如下：

99%家長認為活動有助
提升禁毒意識

97%家長認為活動有助
提升識別吸毒者的意識

99%家長對禁毒講座感
到滿意



計劃內容-成效

成效指標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2) 家長及早辨識吸
毒者的能力、親職
技巧及禁毒意識

80% 家長於參與工作坊
後認同有改善，或配對
樣本 t 檢定paired t-test
顯示統計上有顯著改善

共收回有效問卷934份，
結果如下：

98%家長認為於活動後，
在及早辨識吸毒者的能
力、親職技巧及禁毒意
識方面有改善

paired t-test結果亦顯示
統計上有顯著提升



經驗分享



推行計劃的經驗

與學校／機構合作

不同合作單位有不同的特色，要多了解合作單位的特
點及運作，靈活安排工作坊及講座的時間及內容

學校 商業機構／社區中心

時間安排 學生上學後或放學前、週末 商業機構 — 午膳時間
社區中心 — 晚上、週末

聯絡人 學校社工或輔導老師 商業機構 — 人力資源部
社區中心 — 社工



推行計劃的經驗

家長的出席情況

與學校了解過往家長出席活動的情況，分享與其他
學校合作的經驗，以及學校如何推動家長出席。有
需要時作靈活的活動調整。



推行計劃的經驗

家長來自不同的背景

需因應家長的程度及文化背景作出調節

母親、父親

祖父母

親友－照顧者

• 高小家長佔較多，背景較

近似

學校的家長

• 由初小到初中家長，背景

可以好大分別

商業機構／

社區中心的家長



家長意見-內容

整個課程最令我深刻是家長

需要預先裝備自己，才有足

夠信心、知識去應付小朋友

成長的每一個階段及其需要，

特別是「性」及「藥物」的

價值觀。

更掌握時下年青人的流行術

語及文化（毒品及性方面），

了解他們背後的思想，極力

推薦此課程給父母。

課程讓我對毒品和性知識

有充分了解，意識到越早

進行相關教育越好，學到

正確培養子女的方法和態

度，讓她成為自尊自愛自

重的人。

增進對青少年成長的了

解，讓我明白怎樣與子

女溝通及相處，促進了

親子關係。



家長意見- 活動形式／表達模式

從家長間的互相討論

及交流，不但讓我舒

緩了情緒，更令我在

管教上有個嶄新的觀

點。

課程不是紙上談兵，實

況片段及角色扮演讓家

長反思自己在處理子女

問題上，有否了解他們

背後的思想。

個案內容生活化，容易

理解及實用。



順利推行因素

因素

機構有二十多年藥物

教育經驗，於中、小

學有一定的信譽，有

助招募過程。

課程涵括親職教育、藥物及

性教育，並把相關課題的知

識，與溝通和管教技巧連結，

讓家長能實踐所學。

到校或機構提供課程便利

家長參與，使課程更容易

接觸到有需要的家長。

活動形式互動有趣，

提升了家長對課題的

興趣及家長之間的交

流，令課堂有很高的

凝聚力。



收獲

➢研究的數據顯示，家長參與課程後，無論在處理個人
情緒的能力、管教子女和處理親子關係的技巧、藥物
知識的裝備、預防濫藥的意識及處理子女吸毒問題的
信心，均有提升。

➢促進家校的合作，學校透過舉辦家長課程，增加與家
長溝通的機會，更能協助學生的成長。

➢課程中，家長之間建立了一份情誼，彼此分享在管教
上的喜與憂，家長亦因此建立互助網絡，在親子管教
上同行。



收獲

➢課堂上所學的技巧，不但能運用在管教上，亦適用於
人際關係中。家長參與課程後，分享自己的家庭關係
有改善，不但與子女相處更融洽、與伴侶間感情也有
進步。

➢家長在修畢課程後表示這8節課程充實富趣味。課程讓
家長明白持續進修的必要，要掌握社會趨勢，方能更
有效及正確地引導子女拒絕毒品的引誘。

➢是次經驗增加學校舉辦短期持續家長課程的信心。



總結

➢「建立無藥和諧家庭，由我做起」計劃補充坊間同類

型家長教育課程的不足

➢將藥物教育、性教育及管教技巧等的相關課題連結

➢課程能讓家長實踐所學的知識與技巧，改善親子關係

➢提高家長對青少年吸毒問題的警覺

➢增加家長管教及抗毒的信心



培育孩子成長需要全村莊的力量



Q &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