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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the Chain
「沿途‧友‧理」青少年成長計劃

BDF 160003

2017年4月 - 2019年4月

香港游樂場協會



2

計劃介紹

名稱：
「沿途‧友‧理」青少年成長計劃
“Breaking the Chain”

時段：
於 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4月期間舉行，為期2年

計劃目標

 強化青少年在抗拒毒品和守法行為方面的拉力

 鞏固青少年與傳統系統的連繫以減低接觸毒品及進行
違法行為的機會

 透過提供資訊和過來人經驗分享，讓青少年明白接觸
毒品及進行違法行為之後果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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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理念
青少年吸食危害精神毒品、與偏差或犯罪行為經常會同時發生
學者White（1990）和Yen（1988）指出學說上約有四種不同的觀點說明藥物濫用與犯罪行為之關係
（楊士隆, 1997）。

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報告書第六十四號表1P顯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往往與犯罪行為產生
一定程度的關聯。

本計劃融合「社會鍵理論」及「犯罪發展過程」，針對青少年身處的「犯罪發展過程」階段提供適
時及適切的介入及活動，以達致及早預防和及早識別的果效。

Hirschi(1969）所建構的「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提出推動青少年抗毒及守法應該重視他
們與社會之聯繫(Social Bonds)，當中必須考慮引發吸毒及犯罪發生的因素，以減低誘發問題的推力；

另外亦需強化青少年守法的拉力，也就是「社會鍵理論」提出採取多種方式強化他們與家庭、學校
和社區之間的關係，通過依附（attachment）、投入（commitment）、參與（involvement）、信念
（belief）等元素的增強，引導青少年逐步增強自我控制能力。

服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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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理念

犯罪發展過程

服務對象及來源

 受家庭問題影響之青少年 (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違規學生及整體學生 (東九龍區學校)

 違法而接受警司警誡計劃之青少年 (警方)

 違法而有犯罪紀錄青少年 (社署感化組社工、懲教署更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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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1. 「藝"畢"愉人」小組訓練 X 社區服務

2. 專題活動

3. 專題成長小組

4. 生涯規劃及體驗活動

5. 生涯規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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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期共15個藝"畢"愉人小組，每個小組由專業的導師教授不同興趣
技能，以培養青少年持續發展個人興趣及潛能。除興趣技能訓練外，
亦由社工帶領進行小組分享及輔導。
參加者參與至少4堂訓練後，安排參與至少一次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 「廿
載同行「愛。融。
2」」綜合表演及
社區服務日

藝"畢"愉人- 跳舞A

社區服務: 義工
同樂日

藝"畢"愉人- 攝影A

社區服務:  義工
同樂日及社區服
務日

藝"畢"愉人- 電腦設計

社區服務: 表演
日; 紅磡都會

藝"畢"愉人- 街舞

社區服務: 籃球
同樂日及社區服
務日

藝"畢"愉人- 籃球A

<藝“畢”愉人小組> 第一組至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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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社
區服日及兒童
服務

藝"畢"愉人- 皮革製作

社區服務: 跨
區正向人生拉
閣音樂會

藝"畢"愉人- 樂器

社區服務:  

LEGO 同樂日

藝"畢"愉人- lego

社區服務: 社
區服務日

藝"畢"愉人- 男子跳舞組

社區服務: 社
區服務日

藝"畢"愉人- 運轉籃球

<藝“畢”愉人小組> 第六組至十組

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日

藝“畢”愉人FEE3籃球

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日

藝"畢"愉人- 歷奇人X新興運動

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日

藝"畢"愉人- 泰拳班

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日

藝"畢"愉人- AR/VR

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日

藝"畢"愉人- 創藝手作

<藝“畢”愉人小組> 第十一組至十五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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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期提供4個抗毒/守法意識專題小
組，每小組至少有4節或8小時活動，
學習以恰當的處理方法滿足個人需
要，培養守法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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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小組

53人次@警司警誡個案

第一組

51人次@違規行為小學生

第二組

72人次@違規行為中學生

第三組

78人次@警司警誡個案

第四組

專題小組

第一組

53人次 @ 

警司誡誡個
案及其友人

第二組

51人次@有
違規行為小

學生

第三組

72人次@有
違規行為中

學生

第四組

40人次@警
司警誡個案

模擬審訊、參觀懲教院所、講座、及相關主題訓練等。

提升青少年知法守法的意識，抗拒違法或吸毒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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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專題活動：參觀秀茂坪警署，認識毒品有關的法例。
第二個專題活動：到訪樹仁大學模擬法庭，認識販運及管有
毒品有關的法例。
第三個專題活動：於麥花臣運動場進行戶外活動，認識吸毒/
違法誘因及影響。
第四、五及六個專題活動：於本中心進行預防濫用毒品講座。
第七個專題活動：於壁屋懲教所認識懲教所院所及學習毒品
有關的法例及後果。
第八個專題活動：於本中心進行預防濫用毒品講座。
第九個專題活動: 到訪樹仁大學模擬法庭，認識販運及管有
毒品有關的法例。
第十個專題活動: 透過密逃脫解迷活動，教育參加者學習預
防濫用毒品。

專題活動 第一至五個

參觀警署 樹仁大學模擬法庭 樂歷天地禁毒活動

禁毒教育講座 禁毒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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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活動 第六至十個

禁毒教育講座 參觀壁屋懲教所 禁毒講座

樹仁大學模擬法庭 密室解迷禁毒篇

快樂體驗為主軸，提供生涯規劃訓練，職業技能訓練及職業介紹分享，
亦會舉辦工作體驗活動。

有違規行為或干犯輕微罪行的青少年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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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期提供3個生涯規劃/職業體驗活
動，舉辦生涯導師訓練(Train the 
trainer programme)、泰拳助教工
作坊及電競行業訓練。

生涯規劃工作坊及小組

LIFE COACH@警司警誡個
案

泰拳教練@缺課/待業/待學
警司警誡個案

舞出我路@男童院

ESPORT @ 待業/缺課曾犯
事年青人及警司警誡個案

變靚D@待業/缺課警司警誡
個案或慼化令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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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期共2個聯合社區服務及多個不
同服務日，由各藝“畢”愉人小組參
與迷李嘉年華會，把學習所獲得的
技能以攤位遊戲形式服務社區。分
別於30/12/2017及29/12/2018舉
行兩次聯合社區服務日，總結兩年
計劃的成果，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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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及成效評估

 成果指標 : 

 透過出席表記錄

 成效指標:

 指標一:參加者吸毒縱容的態度有所改善(70%參加者吸毒縱容的態度有改善或配對樣
本t檢定顯示其吸毒縱容的態度有顯著改善)@禁毒基金16問卷 (修訂版) (前測及後測)

 指標二:高危青少年吸毒的縱容態度有所改善(配對樣本t檢定顯示其吸毒縱容態度有顯
著減少或70%參加者吸毒的縱容態度有改善) @禁毒基金18號問卷(修訂版)(前測及後測)

 指標三:高危青少年參加者的聯繫感及解難能力有所改善(配對樣本t檢定顯示其聯繫感
及解難能力有顯著改善或70%參加者的聯繫感及解難能力有提升) @自訂問卷(前測及
後測)

 指標四:參加者的就業準備程度有所改善(配對樣本t檢定顯示其就業準備程度有顯著改
善或70%參加者的就業準備程度有所改善)@禁毒基金23號問卷(前測及後測)

成果評估

預期結果 實際結果

成果指標 1 招收82名高危青少年參加「藝“畢”愉
人」，當中 70% (或57名參加者) 完成
至少4堂興趣訓練及1次社區服務(可選
擇參與聯合社區服務或外間地區活動)

招收了115人(140.2%)，當中93
人完成至少4堂訓練及1次社區
服務 (163.2%)。

成果指標 2 招收104-112名高危青少年參加抗毒/知
法守法專題活動或小組，平均出席率達
70% (或出席人次達324-414人次)

抗毒/知法守法專題活動或小組
招收了141人(153.8%)，出席人
次為362(125.9%)。

成果指標 3 招收30-40名高危青少年參加生涯規劃
工作坊，平均出席率達70% (或出席率
達104-240人次)

招收了48人(120%)，出席人次
為28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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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預期結果 實際結果

成效指標 1 參加者吸毒縱容的態度有所改善
(70%參加者吸毒縱容的態度有改善或配
對樣本t檢定顯示其吸毒縱容的態度有顯
著改善)

共收到106份前後測有效問卷，有76人有
改善，佔71.7%；30人沒有轉變，佔
28.3%。

成效指標 2 高危青少年吸毒的縱容態度有所改善
(配對樣本t檢定顯示其吸毒縱容態度有顯
著減少或70%參加者吸毒的縱容態度有
改善)

共收到111份前後測有效問卷， 88人有改
善，佔79.3%；23人沒有轉變，佔20.7%。

成效指標 3 高危青少年參加者的聯繫感及解難能力
有所改善
(配對樣本t檢定顯示其聯繫感及解難能力
有顯著改善或70%參加者的聯繫感及解
難能力有提升)

共收到45份前後測有效問卷，37人有改
善，佔82.2%；1人沒有轉變佔2.2% ，及
7人轉差，佔15.6%。

成效指標 4 參加者的就業準備程度有所改善
(配對樣本t檢定顯示其就業準備程度有顯
著改善或70%參加者的就業準備程度有
所改善)

共收到35份前後測有效問卷，31人有改
善，佔88.6%；1人沒有轉變，佔2.9%。3
人轉差，佔8.6%。

經驗總結

 計劃的特點是全方位識別從一般青少年至高危、甚至曾有違法經驗的青
少年，為他們提供預防犯罪及防毒教育，並且透過個案跟進、小組輔導
及社區服務等介入手法，協助他們自我發展，建立正向的生活模式和態
度。在友伴同在的參與及支持下，參加者較深體會抗毒及堅持的信念。

 能針對性地接觸徘徊於犯罪邊緣上不同位置之青少年，特別是具較高危
機接觸毒品的組群，這包括從早期出現違規行為之學生、初次觸犯刑事
案件的青少年、以至正在懲教院所受訓或正接受感化令之違法青少年。

 本身之服務範圍涵蓋整個東九龍區，對於各區的社區特點（特別是青少
年與毒品、違法行為方面）及資源有較多掌握，而且與其他從事青少年
服務的社福機構/單位也維持緊密連繫，有助本計劃的宣傳招募以及後
續支援，成功接觸及招募計劃參加者。

 在過去多年來已培養多位熱心助人又樂意分享經歷的警司警誡舊個案/
曾吸食精神科毒品的年青人，更貼合年青人的需要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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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計劃經歷過服務簡介會、宣傳探訪、中期報告及檢討會議、
社區服務日，深刻地體會到地區人士的支持力量對計劃成
功推行的重要性，當中包括家庭服務中心、青少年綜服務
中心、中小學、大專院校、東九龍警區、兒童院等，為日
為服務結成伙伴平台。

 任何服務計劃無論構思得如何理想、內容如何有效地回應
社區需要，都需要「用家」或可以接觸「用家」的人士充
份了解、產生認同和樂意參與才可成事！這項計劃正好提
供機會，讓關心青少年的社區人士以身體力行方式協助社
區內的年輕人，讓他們明白接觸毒品的影響是何等深遠和
複雜，日後定能將這份社區力量持續下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