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健康由我創─
推廣健康生活」計劃
BDF160013
09/2017-08/2019

計劃主任 張允寧(註冊社工)

1

保良局學生支援服務

「健康由我創─推廣健康生活」計劃

1.背景

2.理念

3.內容

4.成果及成效

5.困難及經驗分享

6.總結

2



2

背景
本港吸毒趨勢

• 曾吸食毒品的學生比例

2011/12 年: 2.2%
2014/15 年: 2.0%
2017/18 年: 2.5%
• 2018年被呈報的整體吸毒人數下降了4%，由2017年的6,875人，
下降至6,611人，然而21歲以下吸毒人數則上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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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檔案室）

背景
吸毒低齡化
• 2008/09 年禁毒處的統計調查開始，有關青少年吸食毒品的資

料調查涵蓋範圍擴展至包括所有高小至專上程度的學生
• 2017/18 年的調查抽選了 97 所小學，其中 82 所 有 高 小 學

生 表 示 曾 吸 食 毒 品，而39 所有高小學生表示在調查前 30 
天 內曾吸食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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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禁毒處《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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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高小學生吸毒趨勢
• 高小學生組別曾吸食毒品的比例：

2011/12 1.1%
2014/15 0.8%
2017/18 0.9%
• 10歲或以下的涵蓋學生中曾吸食毒品的比例：

2011/12 1.3%
2014/15 0.9%
2017/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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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禁毒處《學生服用藥物情況》 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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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禁毒處《2014/15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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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青少年運毒上昇
• 販毒集團以報酬利誘
• 青少年誤信毒販所言，以為首犯且年幼可獲輕判
• 從網上渠道接觸報酬高的「衝關豬」或運毒等工作，「以為好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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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青少年的無知被利用
• 對毒品認識不多
• 新興毒品流入，與傳統毒品不同
• 被不法分子利用成為毒販，協助跨境販毒
• 互聯網發達，青少年容易接觸非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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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禁毒教育重要性
• 禁毒資訊通常來自「禁毒講座」（ 78.2%）、「電視、收音機

及報紙等大眾傳播媒介」（ 73.2%）、「學校課程」（ 72.4% ）
和「禁毒宣傳海報」（ 59.0%）

• 遠離毒品的因素是他們害 怕「吸毒所帶來的後果」，
（ 74.4%），「 藏 有 毒品是違法的」（ 62.1%）及「 害 怕
上 癮 」 （ 53.1%）

• 阻嚇性的教育作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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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禁毒處《2014/15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報告

計劃內容
目的：
• 多元化的活動及體驗
• 增強學生對毒品禍害的關注
• 了解毒品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 學習面對引誘時使用適當的拒絕技巧
• 建立其健康及正面的價值觀
• 在校園推廣健康生活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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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
禁毒基金㇐般撥款
計劃時期：2年 (09/2017-08/2019)
服務對象
• 小學生(主要小四至小六)
• 前線同工
• 家⾧及社區人士
服務區域：全港
招募：學校自願申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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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
1. 健康大使小組
2. 健康攤位遊戲
3. 健康生活講座
4. 健康測試及資訊站
5. 模擬社會遊戲
6. 戶外參觀
7. 專業培訓
8. 網上諮詢
9. 互動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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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使小組
• 訓練學生成為健康大使，宣揚健康訊息及協助進行健康攤位遊

戲
加強學生對毒品資訊認識

13

健康攤位遊戲
• 由健康大使協助製作禁毒攤位，在校園宣揚禁毒意識
利用朋輩影響力，宣傳禁毒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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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講座
• 醫社合作
• 專業護士及註冊社工舉辦講座
提昇學生對毒品禍害的認識，學習拒絕毒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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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測試及資訊站
• 醫社合作
• 肺活量、血含氧量、記憶力、脂肪比例、平衡力、敏捷度、手

眼協調、皮膚測試
提昇學生對身體的關注及認識毒品對身體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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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社會遊戲
• 以抗毒為主題的模擬社會遊戲，於不同情景作選擇
讓學生體驗社會上不同引誘，體會面對毒品時作出正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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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參觀
• 參觀與毒品相關資訊的地方(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讓學生親身接觸過來人或與毒品相關的資訊，強化他們對吸毒

害處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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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訓
• 為前線禁毒工作者提供培訓，主題包括本港濫用藥物、販毒的

趨勢和戒毒康復服務
提昇同工於禁毒工作的技巧、加強同工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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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諮詢
• 於facebook, instagram, google平台，提供毒品相關資訊諮詢

及分享
與學生互動，增加接觸機會
即時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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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劇場
• 透過話劇形式，與學生互動和

對話，鼓勵學生思考不同的選
擇，了解毒品所帶來的影響及
後果，學習拒絕毒品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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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及成效評估

• 成果評估方法：從參加者的出席或登記記錄中檢索資料
• 成效評估方法：禁毒基金4號、8號及21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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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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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結果 實際結果
成果指標 1 進行5次互動劇場，750名小學

生受惠
舉辦5次互動劇場(100%)
參加人數：1,121人(149.5%)

成果指標 2 (a) 舉辦5個健康大使計劃小組，
每組6節，30名小學生參加
(b) 進行5次健康測試及資訊站，
受惠人數為750

(a) 舉辦5個健康大使計劃小組(100%)
參加人數：94人(313.3%)
(b) 舉辦5次健康測試及資訊站(100%)
參加人數：829人(110.5%)

成果指標 3 進行不少於4節的專業培訓，50
名前線戒毒工作者受惠，總出
席率達80%（或160人次）

舉辦4節專業培訓(100%)
參加人數：56人(112%)
出席人次：169人次(105.6%)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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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結果 實際結果
成效指標 1 70%的參加者認同互動話劇工作

坊具抗毐宣傳功效
- 有效問卷1,109份
- 71.7%參加者認同互動話劇工作坊
具抗毐宣傳功效

成效指標 2 參加者認同模擬社會遊戲，有助
他們掌握拒絕毒品的方法
(配對樣本t 檢定paired t-test顯
示統計上有顯著改善，或70%參
加者於完成活動後有增強)

- 有效問卷900份
- 18.2%參加者認同模擬社會遊戲有
助他們掌握拒絕毒品的方法
- 配對樣本t 檢定paired t-test顯示統
計上P=0.0000000000012，結果顯
示有顯著改善

成效指標 3 70%的參加者對培訓班有正面的
評價

- 有效問卷167份
- 平均94%的參加者對培訓班有正面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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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
新計劃
• 設計活動內容
配合學校時間
• 活動時間短
㇐次性活動
• 未能跟進學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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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學校反應正面
• 「健康生活」配合容易學校主題
• 體驗式活動吸引學生參與
• 讓學生親身經歷，增強個人感受
善用朋輩影響
• 以健康大使身份向同學宣揚禁毒訊息
報價需時
• 預留較⾧時間作報價及訂立日子(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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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與校方溝通
• 需配合學校時間表
• 及早宣傳及招募學校
• 學校常有改期或取消活動，需與學校保持緊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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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禁毒教育應從小學開始，建立學生遠離毒品的意識，以及

及早學習拒絕誘惑的方法
入校活動是接觸較多學生的途徑，體驗式活動能引起學生

動機，提高學生的經歷和學習成效
是次計劃主要向學生推行以毒品為主題的活動，多以阻嚇

性的方式宣傳禁毒訊息，建議日後可設計其他主題的活動，
如情緒處理、社交發展等，更全面地幫助學生的身心發展，
並配以教師、家⾧的參與，以建立校園健康生活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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