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陽光路：網上/下以理論循證基礎對社會服務工作的青少年對象作藥物預防干預的

研究計劃 

報告摘要 

青少年藥物使用問題一直備受關注。 社工的案主可能容易受到藥物使用問題的影響。

為了解導致這群青少年藥物使用行為/意圖的因素，我們進行了一項匿名調查。 問卷

設計以理論為基礎。 並獲得了參加者的口頭知情同意。匿名問卷調查了精神藥物使用

行為和意圖的相關風險和保護因素（n=301）， 過去 30 天、過去六個月和一生中的精

神藥物流行率分別為 7.6%、12.0% 和 20.9%。 未來 12 個月內的精神藥物意圖使用流行

率為 8.6%。 在參加者中，33.9%的人認為容易/非常容易獲得精神藥物； 47.0% 認識一

些精神藥物使用者； 21.6% 的人曾經從朋輩中獲得藥物； 32.9% 和 10.0% 的人分別有 

1-5 個和多於 5 個使用藥物的好朋友。

三個藥物使用行為結果變項是過去 30 天、過去六個月和一生中的精神藥物使用情況。 

在過去六個月和一生中，年齡較大和父親或母親已故與精神藥物的使用有正向關係。 

針對背景因素調整後的分析發現，與計劃行為理論中的三個因素（即正面態度、主觀

規範和感知行為控制）有關；對精神藥物使用的負面態度僅與過去 30 天的精神藥物使

用有顯著關係。三個藥物使用行為結果變項與社會認知理論 (SCT) 的變項相關，當中包

括 a) 正面和負面後果的預期，b) 環境因素（即知道某人是密集的精神藥物使用者，有

使用精神藥物的好朋友、獲得精神藥物的容易程度以及曾被朋輩提供精神藥物）和 c) 

拒絕自我效能感。 總括來說，在接下來的 12 個月和一生中的藥物使用意向發現了類

似的因素。 

在此調查之後的一項隨機對照實驗研究中，由訓練過的社工對一組獨立的參加者進行

了干預，以減少精神藥物的使用（過去 12 個月）、藥物使用意向（未來的一生和接下

來的六個月） ，以及參加者使用精神藥物的風險水平，和精神藥物使用者的停止使用

藥物意向。 同意參加項目的參加者被隨機分配到對照組（紙本簡要資訊）和干預組，

每組有 150 名參加者。 根據調查結果、文獻回顧、行為健康理論和一些焦點小組討

論，專家小組設計並製作了一些干預視頻。 這些視頻使用敘事治療手法及側重於 SCT

中提到的觀察學習（角色建模）、拒絕技巧、自我效能以及情緒管理（包括認知變



化）。 干預組的參加者在線觀看影片，然後由社工進行解説。 此外，訓練過的社工對

承認使用過藥物或打算使用藥物的參加者進行了 20-30 分鐘的動機訪談。評估問卷分

別在基線、干預結束時和六個月後由參加者自行填寫。 不同測量變項的基線水平在基

線調查中相約。 在所有參加者中，六個月後干預組的主觀行為控制水平明顯高於對照

組。 這是計劃行為理論中提到的重要認知組成部分。然而在統計學上，干預組和對照

組之間所有其他結果均不顯著。 一般來說，超過一半的參加者認為干預有用及大約四

份三的參加者會推薦給他們的朋輩。 
 
進一步討論，曾經使用過精神藥物的流行率頗高。 干預是必要的。 特別是那些年齡較

大且父親或母親已故的人。 參加者曾經暴露在高風險環境中，因為他們的許多朋輩都

是藥物使用者； 許多參加者被邀請嘗試藥物和容易獲得藥物。 這些環境因素與藥物使

用行為/意圖有顯著關係。 提高拒絕技巧和朋輩教育的干預措施是必要的。 在文獻中

男性、低父母教育水平、低自尊感、低感恩和較差家庭關係等因素與青少年藥物使用

有顯著關係，但在本研究中則不然。 很可能這些案主已經存在這些風險因素； 他們可

能有著不一樣的風險因素（例如，環境因素）。 
 
令人失望的是，干預雖然增加了行為控制，但卻無法減少過去 30 天內的藥物使用行為

和未來使用的意圖。 這種干預似乎無法改變重要的環境因素，例如與藥物使用者的聯

繫。 除此之外，這項研究亦不能確定新冠病毒以及社交隔離有多大程度上減少了藥物

使用，因為藥物使用的流行率低於預期。 無法減少正面結果和增加負面後果的預期也

可能是對藥物使用行為和意圖的干預效果不顯著的原因。 該組群的一些參加者可能對

使用精神藥物的好處有根深蒂固的誤解，並低估了其危害。 精神藥物的使用可能不是

一個獨立的問題，而是一些相互關聯問題的結合。 不同健康促進的方法雖然經過精心

設計並符合理論和實證研究，但可能不足以阻止這群人的精神藥物使用問題。 在文獻

中，認知行為治療已被證實可有效減少藥物使用（McHugh et al., 2010），但此類項目

的強度大且不容易獲得，並且需要很高的動機。 總括而言，我們似乎需要在中學生中

從治療轉向早期預防，在他們形成與精神藥物使用相關的意圖和行為之前，為他們建

立抗逆力、減壓和次級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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