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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109年度自行研究報告摘要表 

計畫名稱  「前進社區」反毒師資社區巡講計畫之成效評估 

研究單位及人員  研究單位:彰化縣衛生局 

研究人員:梁惠雯、黃世雅 

期程 自 109 年 1月 1日至 109年 10月 31日 

經 費  無 

目的 為降低毒品危害社會之問題，強化民眾反毒知能，將毒品防制觀念

深耕社區，是推動毒品防制重點工作之一。本局自 105年開始，利用在

地反毒師資，前進鄉鎮市區、村鄰里辦理反毒宣講，強化在地反毒宣導

團隊宣講經驗，普及反毒知識，讓社區民眾、學生家長、青少年朋友瞭

解毒品危害與傳播途徑，以營造全民反毒、拒毒、識毒之無毒家園環境。 

近年來新興毒品藉由化學結構及包裝不斷改變來躲避查緝，除大幅

提高危害嚴重性外，亦提升毒品防制的難度。鑒於新興毒品型態種類花

樣百出，認識不同樣貌的新興毒品是反毒的當務之急，本研究將針對社

區宣導教具進行改善，提升民眾認識新興毒品樣貌，避免誤食。 

方法與過程  一、結合本縣藥師公會所成立之反毒宣導團，前進社區辦理藥物濫用防

制講座 

二、製作反毒宣講教具，提供反毒宣導團運用。 

三、課程認知前後測評量，分析講習宣導成效。 

研究發現及建議  研究發現: 

一、本研究共回收 2,492份前後測問卷，答題結果經分析後發現：整體

前測答對率 68.95％，後測答對率 98.38％，衛教後整體平均答題

正確率增加 29.43％。透過講座宣導的介入，提升民眾對藥物濫用

防制的認知概念，活動後測認知正確率平均達 97%以上 



2 

 

二、比較 108、109年答題結果分析，4個題目答題正確增加率皆有上

升。其中以第 2題「家庭、朋友及社會的支持，是協助吸毒者坦誠

面對自我、積極面對現實、脫離毒品困境的最大助力」答題正確增

加率上升 11.90%為最高，第 4題「免費戒毒成功諮詢專線是

0800770885(請請您幫幫我) 」答題正確增加率上升 10.80%次之。 

三、綜上可知，本年度運用自製「行動反毒箱」宣導教具，確實有提升

宣導成效。 

建議: 

一、增加多媒體素材作為反毒宣導教具，以趣味性方式，增加民眾講座

參與度。 

二、運用創意與多元化的反毒行銷宣導，增進民眾對毒品防制相關資訊

之認知，提升全民反毒、拒毒、識毒之能力。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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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一、 研究目的 

藥物濫用及毒品的危害，是全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為維護國人身心健康，本

局自 105年開始，前進鄉鎮市區、村鄰里辦理反毒宣講，普及反毒知識，以降低毒

品危害社會問題。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運用自製反毒宣講教具提升反毒宣導成

效之評估，讓社區民眾、學生家長、青少年朋友瞭解毒品危害與傳播途徑，以營造

全民反毒、拒毒、識毒之無毒家園環境。 

二、 研究方法 

(一) 結合本縣藥師公會所成立之反毒宣導團，前進社區辦理藥物濫用防制講座。 

(二) 製作反毒宣講教具(附錄 1)，提供反毒宣導團運用。 

(三) 本研究以回收認知前後測評量問卷方式 (附錄 2)，分析反毒宣導成效。 

三、 重要發現 

本年度運用自製「行動反毒箱」宣導教具，確實有提升宣導成效。 

四、 主要建議及政策意涵 

(一) 增加多媒體素材作為反毒宣導教具，以趣味性方式，增加民眾講座參與度。 

(二) 運用創意與多元化的反毒行銷宣導，增進民眾對毒品防制相關資訊之認知，

提升全民反毒、拒毒、識毒之能力。 

 

貳、 主旨及背景說明 

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分析，108年各

機關通報個案藥物濫用之品項排名，以海洛因(占通報總人次之 47.8%)為最多，其

他依序為(甲基)安非他命(占 38.5%)、愷他命(占 6.1%)；藥物濫用個案之年齡層分

布以「40-49歲」為最多(男性 39.5%、女性 37.9)，「30-39歲」次之(男性 23.0%、

女性 32.1%)；19歲以下濫用藥物的種類以「愷他命」位居首位，20-39 歲為「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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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非他命」，40歲以上則以「海洛因」為最多。濫用藥物原因以「紓解壓力」為首

位，而取得濫用藥物場所及藥物來源分別以「路邊」、「藥頭/毒販」為最多，濫用藥

物方式則以「以加熱成煙霧後鼻吸」為主。 

依據彰化縣警察局統計（表 1、圖 1），本縣查獲毒品數量 101年 11,027.28 公

克，102年 6,599.86 公克，103年 168,181.55公克，104年 32,145.97 公克，105

年 16,422.02公克，106年 153,822.44公克，107年 34,232.17公克，108年 21623.32

公克。104年一、二級毒品查獲量較 103年增加，106 年三級毒品較往年大幅增加，

107年二級毒品較 106年增加，108年一級毒品查獲量為歷年最高。 

表 1.彰化縣查獲毒品統計 

單位：公克 

年度 一級毒品 二級毒品 三級毒品 四級毒品 其他 合計 

101年 2849.53 5669.73 2502.02 6 0 11027.28 

102年 952.17 2366.23 3280.55 0.7 0.21 6599.86 

103年 1614.78 7825.38 158357.19 384.2 0 168181.6 

104年 5032.13 25063.76 2050.08 0 0 32145.97 

105年 1800.93 6569.15 8051.94 0 0 16422.02 

106年 5241.8 3912.68 144424.27 243.69 0 153822.4 

107年 1755.65 6629.35 25847.17 0 0 34232.17 

108年 40187.61 2504.56 15195.44   20 21623.32 

資料來源：彰化縣警察局警政統計、內政部統計查詢網資料 

 

 

圖 1.彰化縣查獲毒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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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網路科技發展，新興毒品不斷推陳出新，網路上更是充斥著各種毒

品誘惑與非法販賣訊息，不時的引誘民眾好奇嘗試或誤食；為維護國人身心健康，

藥物濫用防制一直為我國重要業務及關注之公共衛生議題。 

為降低毒品危害社會問題，本局自 105年開始，利用在地反毒師資，前進鄉鎮

市區、村鄰里辦理反毒宣講，普及反毒知識，讓社區民眾瞭解毒品危害與傳播途徑，

以營造全民反毒、拒毒、識毒之無毒家園環境。 

 

參、 相關研究、文獻之探討 

經回顧相關研究發現，有效的反毒宣導必須落實「分眾」機制，根據不同的目

標族群，設計不同的宣導模式。 

一、 高中職校反毒宣導成效之評估，羅文君 (2003)。 

校園反毒宣導是拒毒運動之基礎，台灣歷年來推行的校園反毒宣導種類繁多，

但往往缺乏成效的評估。本研究針對高中職的學生和教職人員進行調查，以了解他

們對於目前在校園中推行的反毒宣導之執行現況、內容及呈現方式之成效評估，並

分析影響其評估之可能因素，以期作為未來修訂校園反毒宣導策略的參考。 

本研究以分層抽樣方式取高雄市高中職各 6所學校，共 2880位學生及 250位師

長為研究樣本，進行問卷調查。比較學生和師長在下列各項目之差異性：(1)目前台

灣校園反毒宣導策略項目的了解程度；(2)親身參與的活動項目；(3)增進對於毒品

和使用毒品後果知識、提升拒毒決心和拒絕朋友邀約使用毒品技巧的助益程度；(4)

曾獲得的文宣或其他宣傳品之種類及助益等。研究進一步分析影響學生對於各項校

園反毒策略成效評估的因素、及師長參加相關反毒宣導研討、訓練及輔導學生方面

的參與情形作探討研究。研究資料以 SPSS 9.0統計套裝軟體進行分析，以

Chi-square、t-test、無母數考驗之 Mann-Whitney test等統計方式比較學生和師

長及有無毒品使用的學生對校園反毒宣導成效評估之異同；以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之 stepwise 法分析影響校園反毒宣導成效之有效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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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和師長對目前校園反毒宣導評價不盡相同，無毒品使用之

學生認為目前反毒宣導最有益學生培養其對「毒品了解及使用後果的認識」，但「拒

絕邀約毒品使用之技巧」方面則毫無助益。就校園反毒宣導內容成效評估，學生自

覺對其「拒毒決心的養成」獲益最多；而師長則為「毒品了解及使用後果的認識」。

若以反毒宣導呈現方式進行成效評估，學生及師長一致認為「活動類」比其他方式

對學生的「拒毒決心養成」、「毒品了解及使用後果的認識」及「拒絕邀約毒品使用

之技巧」獲益最大。最後，「學校連結程度」及「實際參與反毒宣導項目數目」為影

響學生對校園反毒宣導成效評估之主要因素。 

本研究發現目前校園反毒宣導對學生毒品使用、對毒品認知及態度影響不大，

但學校實為影響青少年拒毒決心及行為的重要地點。目前因宣導內容或呈現方式無

法引起學生的共鳴及參與興趣，以致校園反毒宣導成效不彰。如何於目前現實的教

育環境下，設計及研發更多學生樂於參與且有益其拒毒決心技巧及智識之宣導活

動，值得有關當局進一步深思考量。 

二、 反毒教育或反毒宣導？論兩者之異同及其有效策略與方法，郭鐘隆、朱

元珊 (2016)。 

國內外學者發現，非法藥物使用行為會受到個人、家庭及社會環境（如：同儕

是否使用非法藥物）等因素交互影響（David Collinsa, 2007；李景美等人，2008），

加上非法藥物（毒品）不論其樣貌或是販賣手法不斷翻新，反毒工作亟須學校、家

長、社區、社會及政府各部門共同攜手，諸如教育部在各級校園推動春暉社團辦理

各項反毒活動並深化「紫錐花運動」等，透過不同的介入管道與策略強化各項反毒

教育宣導工作，從校園、家庭以至社區共同合作建立反毒網絡，有效推動藥物濫用

防治，降低青少年非法藥物使用行為之發生實已刻不容緩。 

反毒教育的設計與實施通常具有理論背景為依據，課程設計涵括面向較完整、

具結構性；諸如依據跨理論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確認目標族群所

處之無意圖期、意圖期、準備期、行動期或維持期的行為改變階段，再依據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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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質與需求選用不同的介入策略進行反毒教育教學活動設計，協助目標族群建立

健康行為。部分研究也提出，建議將家長與社區資源引入反毒教育當中。但相較反

毒宣導而言，反毒教育所需介入時程較長，單次施予之教育對象人數亦較少。 

學校，為建立與影響青少年反毒決心及拒毒行為的重要場域，我國目前辦理之

各項校園反毒宣導常見的模式主要可分為三大類，分別為一、文宣類：以發送反毒

文宣，或於校園周邊張貼反毒橫幅標語及海報為主；二、活動類：結合辦理各項活

動，諸如反毒演講、辯論、書法比賽，或培訓校園反毒大使；三、運動娛樂類：辦

理各項才藝競賽以提升反毒意識，諸如反毒歌唱大賽、反毒啦啦隊比賽或反毒慢跑

比賽等。結果發現，針對學校教師及未使用非法藥物之學生而言，「活動類」較「運

動娛樂類」以及「文宣類」之反毒宣導成效佳（羅文君，2002）。 

面對我國當前非法藥物（毒品）使用者年齡層逐漸下滑之趨勢以及新興藥物不

斷推陳出新的嚴峻挑戰，為保障青年學子之身心健康並防止非法藥物（毒品）滲透

入校園，亟需政府各部門、學校、家庭與民間團體組織共同攜手努力，採取更積極

且有效之作為，全面且持續推動反毒教育及反毒宣導工作，才能達到全面防堵之成

效。 

而推動反毒教育及反毒宣導工作，應首重落實「分眾」機制；參考以往有效的

研究與案例，依據不同目標族群之實際狀況與需求並融入生活技能（life skills）

的指導與提供演練機會，擬定反毒教育及宣導內容設計之有效策略。輔以持續辦理

各級教育輔導人員專業精進之培訓研習以及連結民間資源，共同深耕全民反毒工

作，期能幫助我國青少年勇於拒絕非法藥物之誘惑與威脅。 

 

肆、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內容 

結合本縣藥師公會所成立之反毒宣導團，運用自製教材，提升宣導成效。鑒於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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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反毒宣導方式多以文宣類為主，故本研究於講座中運用「行動擺攤」概念製作

的「行動反毒箱」宣導教材，以兼具行動式、趣味性的宣導方式，增加民眾之活動

參與度。 

二、 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為申請「前進社區」反毒師資社區巡講計畫講座之彰化縣各村里或社

區發展協會。 

三、 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對象為參與「前進社區」反毒師資社區巡講計畫講座之社區民眾。 

四、 研究限制 

(一) 宣導講座由各村里或社區發展協會主動向本局提出申請，無法掌握辦理場次

及參與人數。 

(二) 社區長者不識字，前後認知問卷測驗執行有其困難度。 

(三) 非個別測驗，團體進行認知測驗時，成員可能參考別人答案，影響結果。 

五、 研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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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參與「前進社區」反毒師資社區巡講計畫講座之社區民眾為研究的對

象，藉由本局製作的「行動反毒箱」宣導教材，增進民眾對毒品防制相關資訊之認

知。 

一、 109年前後測答題結果統計分析 

前後認知問卷測驗以是非題方式作答，問卷設計以相同的 4個題目進行前後

測，問題包括「濫用 K他命會導致頻尿與膀胱萎縮等現象」、「家庭、朋友及社會的

支持，是協助吸毒者坦誠面對自我、積極面對現實、脫離毒品困境的最大助力」、「在

特定場所感到頭暈、噁心、嘔吐、視力模糊時，有可能是自己被下藥了！」、「免費

戒毒成功諮詢專線是 0800770885(請請您幫幫我) 」。本研究共回收 2492 份前後測

問卷，答題結果經分析後發現： 

(一) 整體基本資料分析如下，男性人數 1015人，女性人數 1477人，女性人數大

於男性人數 462人；年齡層:51-60歲 868人及 61歲以上 649 人，占前兩名；

職業:退休 798 人及農林漁牧從事人員 544人，占前 2名。 

 

1. 性別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1015 40.73% 

女 1477 59.27% 

合計 249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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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年齡 

年齡 人數 百分比 

20歲以下 105 4.21% 

21-30歲 127 5.10% 

31-40歲 175 7.02% 

41-50歲 568 22.79% 

51-60歲 868 34.83% 

61歲以上 649 26.04% 

總計 2492 100.00% 
 

 

 

3. 職業 

職業類別 人數 百分比 

農林漁牧從

事人員 
544 14.12% 

行政、助理

業務人員 
153 3.97% 

一般商家 85 2.21%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59 1.53% 

技術及勞力

工作者 
239 6.20% 

家管 521 13.52% 

民意代表、

軍公教人員 
32 0.83% 

退休 798 20.71% 

學生 56 1.45% 

其他 5 0.13% 

總計 249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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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體前測答對率 68.95％，後測答對率 98.38％，衛教後整體平均答題正確率

增加 29.43％。透過講座宣導的介入，提升民眾對藥物濫用防制的認知概念，

活動後測認知正確率平均達 97%以上(如圖 2)。 

 

圖 2. 前測及後測答題正確率比較圖 

 

(三) 前後測答題結果統計 

1. 濫用 K他命會導致頻尿與膀胱萎縮等現象。 

答案 正確 錯誤 不知道 

前測 70.50% 9.50% 20.00% 

後測 97.80% 1.60% 0.60% 

答題正確增加率 27.3% 

 

2. 家庭、朋友及社會的支持，是協助吸毒者坦誠面對自我、積極面對現實、

脫離毒品困境的最大助力。 

答案 正確 錯誤 不知道 

前測 78.00% 6% 16.00% 

後測 99.30% 0.50% 0.20% 

答題正確增加率 21.3% 

 

3. 在特定場所感到頭暈、噁心、嘔吐、視力模糊時，有可能是已經被下藥了！ 

答案 正確 錯誤 不知道 

前測 82.30% 9% 8.40% 

後測 99.10% 0.50% 0.40% 

答題正確增加率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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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免費戒毒成功專線是 0800-770885。 

答案 正確 錯誤 不知道 

前測 45.00% 16% 39.00% 

後測 97.30% 1.80% 0.90% 

答題正確增加率 52.3% 

二、 比較 108、109年度答題正確增加率 

比較 108、109年答題結果分析(如表 2)，4個題目答題正確增加率皆有上升。其中

以第 2題「家庭、朋友及社會的支持，是協助吸毒者坦誠面對自我、積極面對現實、

脫離毒品困境的最大助力」答題正確增加率上升 11.90%為最高，第 4 題「免費戒毒

成功諮詢專線是 0800770885(請請您幫幫我) 」答題正確增加率上升 10.80%次之。 

表 2.108、109年答題結果分析 

題目 108年 109年 結果 

濫用 K他命會導致頻尿與膀胱萎縮

等現象。 
19.40% 27.30% 上升 7.90% 

家庭、朋友及社會的支持，是協助

吸毒者坦誠面對自我、積極面對現

實、脫離毒品困境的最大助力。 

9.40% 21.30% 上升 11.90% 

在特定場所感到頭暈、噁心、嘔

吐、視力模糊時，有可能是已經被

下藥了！ 

13.10% 16.80% 上升 3.70% 

免費戒毒成功專線是

0800-770885。 
41.50% 52.30% 上升 10.80% 

 

陸、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為降低毒品危害社會問題，本局自 105年開始，利用在地反毒師資，前進鄉

鎮市區、村鄰里辦理反毒宣講，普及反毒知識，讓社區民眾瞭解毒品危害與

傳播途徑，以營造全民反毒、拒毒、識毒之無毒家園環境。 

(二) 本年度運用自製「行動反毒箱」宣導教具，確實有提升宣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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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 增加多媒體素材作為反毒宣導教具，以趣味性方式，增加民眾講座參與度。 

(二) 運用創意與多元化的反毒行銷宣導，增進民眾對毒品防制相關資訊之認知，

提升全民反毒、拒毒、識毒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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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附錄 1  

反毒宣導教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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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109 年度社區講座認知問卷（前測） 

為瞭解中藥用藥安全及藥物濫用宣導成效，並以此作為日後改善之依據，敬請協

助作答，本問卷共 14題，以匿名方式進行，且您所填寫的資料，我們會善盡保密責任，

請您安心作答，謝謝您！ 

彰化縣衛生局藥政暨物質濫用防制科  敬啟 

一、上課時間：     月     日               上課地點：                      

二、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職 業：□軍公教□家庭管理□農□工□商□學生□其他       

年齡：□10-15歲□16-19歲□20-29歲□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以上 

教育程度：□不識字□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專) 以上 

婚姻狀況：□未婚□已婚 

三、前測內容：                                         （請勾選答案） 

測試題目 對 錯 不知道 

一、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1. 濫用 K他命會導致頻尿與膀胱萎縮等現象    

2. 家庭、朋友及社會的支持，是協助吸毒者坦誠面對自

我、積極面對現實、脫離毒品困境的最大助力。 

   

3. 在特定場所感到頭暈、噁心、嘔吐、視力模糊時，有可

能是自己被下藥了！ 

   

4. 免費戒毒成功諮詢專線是 0800770885(請請您幫幫我)。    

二、 中藥用藥安全 

1. 中藥補身，多吃可以保養身體。    

2. 好朋友推薦的中藥ㄧ定沒問題，可以購買來吃。    

3. 中藥也是藥，有它特別的藥性、療效及毒性。    

4. 購買中藥時，應注意包裝是否完整，標示是否清楚。    

三、 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及用藥安全 

1. 吃藥傷胃，所以服藥時一定要併服胃藥。    

2. 服用安眠藥後，如果還沒有睡意，可以開車或從事警覺性

高的工作。 

   

3. 最近壓力大，睡眠品質不好，可以自行購買安眠藥服用。    

4. 從國外攜帶自用藥品回國，可以贈送給朋友當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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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度社區講座認知問卷（後測） 

為瞭解中藥用藥安全及藥物濫用宣導成效，並以此作為日後改善之依據，敬請協

助作答，本問卷共 14題，以匿名方式進行，且您所填寫的資料，我們會善盡保密責任，

請您安心作答，謝謝您！ 

彰化縣衛生局藥政暨物質濫用防制科  敬啟 

 

一、此為「後測問卷」，請於課程結束後填寫，謝謝您的合作。 

 

二、後測內容：                                         （請勾選答案） 

測試題目 對 錯 不知道 

一、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1. 濫用 K他命會導致頻尿與膀胱萎縮等現象    

2. 家庭、朋友及社會的支持，是協助吸毒者坦誠面對自我、

積極面對現實、脫離毒品困境的最大助力。 

   

3. 在特定場所感到頭暈、噁心、嘔吐、視力模糊時，有可

能是自己被下藥了！ 

   

4. 免費戒毒成功諮詢專線是 0800770885(請請您幫幫我)。    

二、 中藥用藥安全 

1. 中藥補身，多吃可以保養身體。    

2. 好朋友推薦的中藥ㄧ定沒問題，可以購買來吃。    

3. 中藥也是藥，有它特別的藥性、療效及毒性。    

4. 購買中藥時，應注意包裝是否完整，標示是否清楚。    

三、 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及用藥安全 

1. 吃藥傷胃，所以服藥時一定要併服胃藥。    

2. 服用安眠藥後，如果還沒有睡意，可以開車或從事警覺

性高的工作。 

   

3. 最近壓力大，睡眠品質不好，可以自行購買安眠藥服用。    

4. 從國外攜帶自用藥品回國，可以贈送給朋友當伴手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